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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集中 19 个人的精力，扉了南年多的时间，写成了这本

书，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就主观西言，我们是用了心、尽了力

的，但其成欺得失，患请多加评说。有几件事写在下面，权作本书

的前言。

一、本书的基本在架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韭"

(1949 年 1952 年) ，这三四年贯彻"城乡互瑜、内外交流、公私

兼颈、劳资两利"等政策，或绩斐然。第二部分为"计赵经济时期

曲新发展的商业"(1953 年一1977 年)，这 25 年经历对私改造、

大跃进、人~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挫挤，荒废对日，教训深

刻。以土两部分共占本书的一半篇悟。第三部分为"改革开放时

期的商业气1978 年-1996 年)， 19 年探索开拓，不断发展，成绩

卓著，经拴丰富，本书 j苦了一半的第锚着力阐述。第四部分为结

束语"知往鉴来，开拓前进" , )有 1 万多字写 40 多年的经验教切|

并对发展前景予议襄望。编写中力求以事实为依据，以客观经济

规律为准绳，不唯上，不唯书，唯求实事求是。本书在对私改造、

"一五"时黯的功过、改革开放时期商业体制改革等方茧，试图表

述作者的一些新观点。

二、本书的编写人员

本书主要由从事商业工作数十年的专家学者主持和执笔。

恶的说，他们商历深、经验多、功底厚、信息广。他宫]亲身经贸了

这 40 多年商韭工作的全过程，有的参与了某些重大政策和业务

活动的筹划和实麓，熟悉事物的背景、原委、要害和关节。他们现

在多己退出第一线，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能比较超挠地、全亩地、

• 1 • 



历史地看问题。本书也邀请了一部分中青年教学研究人员参与

其事，他们带来了敏感和新的患考。

本书的主要工作人要=

主编=万典武，现任国内贸易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全 E 工商联顾问、中 E 人民大学等院校

兼取教授。从 1949 年起先后在西南贸易部、中央商业部、中共中

央东北局、北京市委、商业部工作。主持本书的编写工作，草捏了

编写提绢，撰写了前言、编后和本书第四部分〈结束语〉。

副主编、总事:杨德颖，或任 E 内贸易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中 E 民族贾易经济研究会 ~tl 会长。 1944 年起即在老解敖

区做贸易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在西北贸易部、中央商业部工

作。 80 年代在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新任副所长期间，主持了《新

中富商韭史稿》、《当代中 E离韭》等书的编写工作。

副主编 z 许进禄，现任国内贸易部商业经济研究月号副所长、

副编审。主持编篓《中国 E 内贸易年鉴》、《中国饮食服务年鉴》、

《中国汽车贸易年鉴))，并担任中 E年鉴研究会中央级年鉴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组织本书的日常编写活动。

本书第一部分拭笔人 z

钟廷豪，北京商学院马列主义教研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

任、教援 z徐秀春，北京商学院马持主义教研部中 E革命史教研

室讲择。

本书第二部分拭笔人 z

第一章，毛继萍，北京商学皖 95 级研究生。

第二章，李巧宁，北京商学皖 95 级研究生。

第三、四章，施华，北京高学院 95 级研究生。

本书第三部分执笔人=

第一章，王凤希，长期从事高单工作， 1992 年离休前先后任

商业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参与了改革开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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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许多重要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对冬，现任《中国高报》记者。

第二章，钱邦宪，瑰任中嚣百货商业协会面理事长、高级经

济师。先后在西富商韭局、商业部计戈，IJ 局、中 E 百货总公司工作。

第三章，余军康，现任罢内贸易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长费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李书友，现任北京商学院讲择。

本书各章中有关椎食工作和供销合作社工作内容的初稿编

写者丁声镜，现任 E 内贸易部商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书有关物资工作内容的初稿编写者叶杰醋，现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书邀请四位专家任专职审鸪人z

樊景辉 z 中 E 商韭出版社总编辑。

张济生 z原《中留离摄》副编审。

对焕民 z原《商业经济管理研究》主任编辑。

蓝垂华:中 E商业出报社编审。

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本书骗写过程中经过三次较大规模

的集体讨论 z 第一次是讨论本书提纲;第二次是逐章讨论第一

稿;第三次是总筝成全书后再逐章讨论。

三、本书预期的南途

经济工作者，特别是商业工作者急切需要了解新中国商业

四十多年坡复、发展、曲折、反复、改革、开拓的主要历程，以便知

往鉴来，不断前进。但是，现在出援界缺少这样一本新的、简明扼

要的、比较系统的书籍。我的和有关人士多次酝酿，想集中各方

面的力量集体编写这样一本书以维读者。我们预期本书可供四

个用途=一是提供做经济工作特别是做商业工作的人员(包括从

事粮食、农产品、哥食品、日期工业品、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生产

资料、饮食服务业等各个行业国内商品流通工作人员〉一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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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E系统的参考书籍，既可以通读以便了解历史全貌，又可以髓

时就某一问题查司有关章节;二是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赔生及

中专老炜有一本简明挺要的基础读物和参考书籍，从中窥探当

代中 E商业四十多年的发展梗概 z 三是本书资料丰富翔实，叙述

比较系统，不失为一本有稻子积累史料供长期保存研究之用的

工具书 p 因是香港、澳门、台湾和世界各堆华人华侨以及商业专

家了解中国内培商业发展过程的专门著作。

E 、本书编者的感谢

我们深深感谢全体编写人员的通力合作。我们深深感谢窗

内贸易部商业经济研究所把本书列为该所的重要研究课题，中

国商业出藏社把本书作为该社的重点精品医书，予以指导和支

持。我们深深感谢王相铁、成致平、李金轩、吴硕、吴慧、余鑫炎、

张采庆、区王亘、侯善蓝、医互ill、高涤陈、黄 E雄、曾洪业以
娃f\;笔是才为序〉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商业经济专家或审捕了本书

的书稿，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当代中 E 商业史料浩瀚，众说纷纭，写成书难免有缺点谬

误，我们此举只是试着迈出第一步以提砖引玉，恳请读者多加批

评指正!

编者

199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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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的建立、发展及其作用

第一部分 国民经济夜复时期的商业
(1949 年-1952 年〉

当代中E商业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商业，没收国民党统治区

宫蒙资本主义商业，特别是在国内各革命根据地商业基础上建

立和发展壮大起来的。

中富商业，摞远流长。自离周时代以来长达 3 000 余年历史

发震过程中，曾几J3t出现商业繁荣昌盛的局面，如春秋战匿、汉、

唐宋、明、清的梧当一段历史时期等。中国商业的发达，不仅促进

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及于世界。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

后，中国逐步论为半疆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望资本主义强权势

力侵入和影响下，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

始解体，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是，在帝国主义

的操纵掠夺下，中国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的能庸，这对中

国商业的正常发展起到了银大的阻碍悖居。自 1927 年蒋介石在

南京建立菌民党政权到 1949 年败退台湾的 22 年统治中，尽管

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得到发展，商业出现繁荣，但以蒋

(介石λ宋(子文人子L(祥熙)、陈(果夫、立夫)为代表的四大家

族，依靠政权的力量，迅速扩大宫僚买办资本，在形成金融垄断

的窍时，又建立了商业垄断，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政策。

他妇还通过与外商联营或采取"特约经销合司"等形式，使四大

家族成为外商在华的总代理人。他们并利用垄断地位进行避税、

走在活动和大搞商业投机，使商业资本迅速膨胀起来，工农业生

产凋零，供求严重失衡，从而引起整个国民党统治运通货藤胀，

物褂暴涨，民族工商业敲产，经济漫乱，民不膀生，最终导致国民

党政权的崩溃。解攻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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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商业简史

没收的四大家族宫镣资本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广大

的私营商业和个体商户成为薪社会离业的重要组成因素。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

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捂公营、合作社、私营和个体经济，

不仅为革命报据地的乳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为新

中国商业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革命根据地商业是由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

业组成的。公营商业是社会主义性贡韵经济组织，合作社商鱼是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革命提据地建立以后，由于根

据地大多地处偏僻的农村，经济十分落后，主日上敌人的军事围剿

和经济封锁，使商品的内外交流中醋，从而给摄据地军民的经济

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为了保捧根据地人民自扉必需品和军政

用品的供应，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嚣共产党和根据地民主政

府提出尽可能地发展公营经济、大摆摸发展合作社经济、奖励和

保护私营经济的政策，根据地商业就是在这一政策的摇导下创

建和发展起来的。

提据地的公营商业投资来源有两种%式 z一种是由摄据地

政府财政拨款 z一种是由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投资。根

据地最旱倒办告公营商业是公卖处，它是 1928 年 5 月出江西井

冈出援据地的新〈永薪)遂(遂)")边陆特射区工农兵政府扉打土

豪筹得的一部分款买自货物和战争缴夜的物资在夜坪创办的。

此后，模据地民主政府又相继5年起了公营商店、公营饭店、公营

药店、模食i属荆蜀、对外贸易局、商业公司等多种形式的公营商

业。商业公司按业务性质又可分为两种z一种是产销结合、工商

统一的公司，如 1932 年春成立告中华苏维埃鹊砂公司、 1933 年

12 窍成立的博生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兴菌檀脑毁份有眼公司

等z另一种是以采黯业务为主的商业公司，如中华商业公司。在

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红色政权尚不巩固，工在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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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的建立、发展及其作用

的物力、财力有暇，公营商业只能经营必要的和可能的部分，在

经济上还不占优势。抗日战争时期，钗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拨

款建立的公营商业就有贸易局、无华商店、物资局、贸易公司和

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离昌公司、永昌公司等，它们都曾发展到相

当大的规模，如盐业公司最大时，有职工 390 多人，资金 11 纪元

(边币) ，骤马莲 120 多个 z土产公司有职工 300 多人，资金 21 仨

元。其地各拭目根据地也都设有贸易局或工商局等管理就构，并

在专区设，单店，县设分店，如晋冀鲁豫太行运的德皮隆总菇、豫

兴隆总店，等等。此外，各部队、机关、学校也开设了一批公营商

店。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的 E

益扩大，根据地的商业机构也相应合并和扩大，并彭成了一个比

较集中的商业系统。例如，1948 年，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这

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在华北人罢政府工商

部领导 F建立了全区性的公营商业系统一一华北贸易总公司，

在全区的重要城市和县镇都设立了分支机梅。同时，东北解就这

也成立了东北贸易部，到 1949 年 5 丹，全区建立了 637 个公营

商业网点，有职工 3 万多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改为西北贸易

公司。华东解鼓区或立华东贸易部。其他各新解放区在军事管

制委员会设立了贸易管理机梅。公营商盈的组织影式也有了相

应的变化，由过去的综合经营公司形式改变为专业公司形式，如

1949 年 7 月，华北贸易总公司撤销，并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 12

个全区性的专业公司系统。同时，规定拉关不要再开设薪的离

窟，原有商店合并到公营商业系统。据不完全统计，至lJ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嚣公营商业机构共有 2 000 多

个，职工 8 万余人。这些都为全国解鼓后建立统一的国营商业在

组织机构上作了准备。

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商业，是公营商业的有力助手。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管理商业的最初实践是从办合佯社开始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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