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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志·供销合作社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何首伦 吕金相 刘中凡 李树文

主 任 曹 振

副 主 任 刘惠德 张福发 张绍礼 王集德

李清国 胡魁元 张朋千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占鳌 王则顺 王德 毕桂森

吕占斌． 张永甫 陈铁军 姜泽志

贺法生

《黑龙江省志·供销合作社志》编辑人员

主 编 汪天寅 王德

副 主编 梁敏 郭 众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巨 王克本 车曼华 刘英维

许 杰 孙念国 李洪喜 李志群

李常新 陈景斌 屈 岩 赵玉斌

唐庆玉 黄喜山 曾展槐 韩名远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责任副总编 陈冰岩 杨富贵

责任编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俊华 阎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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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地区合作(供销)社迄今已有68年的历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广大农民、集体生产单位和集镇居民自愿入股集资，集合经营，多项服务的社

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供销)社始建于1946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因战费扩大，大量增发卢布，币

值毛荒。在其影响下，流入或在黑龙江地区滥发的羌洋随之暴跌。控制中东铁

路的沙俄统治者霍尔瓦特为维护其统治，使中东铁路沿线俄人“各安生业”，

于1917年拨官款羌洋50万元，建立东铁职工消费公社(亦称东铁职员匠工消

费组合社)，廉价供应俄籍员工生活必需品o 1918—1919年，受雇于中东铁路

的中国铁路员工(简称“华工”，下同)，为了抵制沙俄统治者的歧视，维护自

身经济利益，自行集资，相继开办东省铁路华工公济公司和华工公兴有限公

司，专备日用必需品，为华工谋取利益。1924年，苏联政府接管中东铁路后，

东铁职工消费公社随之改组。1．制订章程，确定以廉价供给社员生活必需品

为宗旨。2．东铁职工可入股为社员。附属机关员工，年满17岁以上，服从章

程规定，交纳入社金2元(金卢布，下同)，股金10元，都可自愿入社为社

员。3．业务经营活动，除供给社员必需品外，剩余物资可供给东铁职员匠工、

领东铁恤金者及在东铁机关供职的职员。4．事务管理由代表会、董事会、各

区段普通会及监事会等组织分别承担。1925年，受东铁职工消费公社改组的

影响，公济公司和公兴有限公司先后更名为东省铁路华工公济、公兴消费公

社，以“平准市价”，专集东省铁路华工日用必需品；股东会为最高权利机关，

设董事长、董事、监察、总领理等；每年实现的利润，股金分红占70％左右，

并提取一定比例公积金，用于弥补营业上的意外损失o 1926年，东铁职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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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公社已具一定规模，有社员6 650人，资金167 880元(哈大洋，下同)，其中

股金61 698元，基本金63 089元，特别金43 093元，另有东铁借款130 592元。除

哈尔滨设有4个分社(含总铺)外，从满洲里到绥芬河沿线各站均设分社(商

铺)，还备有4辆火车商铺，往来流动售货，并不断扩大其业务经营。1931年

6月，《滨江时报》载文称东铁苏联当局对职工消费公社，“所以极力扩充，并

非为路员生活设想，实欲以消费公社为施行其本国有制度于我东北而破坏我国

之经济基础，用作扰乱我国社会秩序之工具。”1935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

式会社”接收并控制中东铁路之后，东铁职工消费公社连同公兴、公济消费公

社随之解体。

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控制东北地区的经济命

脉，进而掠夺资源财富，于1934年以“谋求发达社员之经济”为名，在黑龙

江地区强制推行金融合作社，按县区域内有住所并独立生计者出资人股。到

1939年，只有49个县(旗)成立金融合作社，下设69个事务所和分驻所，社

员50万人，承办所谓社员存、放款及储蓄业务。1937年，伪满产业部为推行

所谓增产计划，“谋求农村产业及经济发展”，又在黑龙江地区以县为单位强制

推行农事合作社，县设农事合作社，村设实行合作社，屯设农事合作社。凡县

区域内的农业者(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等人员)或居住者均为社员，并以

社员的农产品统一销售、检查及贮藏，社员必需品统一购入，共同利用设施，

办理社员资金借贷及储蓄，进行农事改良指导及社员互助事业等为名，对农业

生产、农民生活必需品及金融借贷实行统制。由于金融合作社与农事合作社彼

此间的业务矛盾愈演愈烈，伪满当局于1940年3月以勒令第42号颁布《兴农

合作社法》，将二者合并，更名为兴农合作社。到1942年，黑龙江地区的龙

江、北安、黑河、三江、东安、牡丹江、滨江等7个省设兴农合作社联合会，

66个市县(旗)设兴农合作社，重要集镇设72个支社，村设132个办事处，

另有农产物、家畜、水产品交易场118个。凡县区域内独立谋生的农民及有住

所者或土地所有者均可为社员，但不投资，不标有股份。其业务活动则以所谓

农事共励(指导农业经营)，共同贩卖农产品、购买农事及生活必需品，贷放

农事及生活上的必要资金，并接纳存款等名义，强制推行“粮谷出荷制”，必

需品“配给制”和储蓄存款。《关于粮谷菟货特别措施文件》称：粮谷出荷摊

派以兴农部分配的比例为基础，由兴农合作社按照生产者(农民)的底帐核定

数量，一般在总产量的40％以上，遇有自然灾害无一减免。广大农民在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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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吏、兴农合作社官员组成的“出荷督励”的催逼下，因无力交纳出荷粮

而被打骂、刑讯或关押，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因日本侵略战争的特需，使商品

物资极度匮乏，兴农合作社按出荷粮比例或按户(人)配给棉布(粗布、更生

布等)、棉花、面粉、食油、煤油、火柴、食盐等有限的生活必需品。据伪满

兴农合作社统计年报记载：1941年，黑龙江地区农民交售出荷粮配给的棉花

15．7Zi元(伪币，下同)，棉布692万元，平均每一农户的配给额分别为0．12元

和5．48元，剔出地主、富农占有的大部分，每户农民所得寥寥无几，难以维持

其最低生活。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筹措战费，日伪当局对农民按卖粮价款

硬性扣收储蓄存款，且3年不准动支。194：4年，伪满政府强制推行50亿元储

蓄，由兴农合作社推行的农村储蓄5亿元，其中黑龙江地区7个省规定的储蓄

额17 234万元，占总额的34％，采取的所谓特别战时实施方案是：社会全员履

行储金；购买物品或配给品履行一定额储金；农、牧、林、水产品及特用作物

产品贩卖价款的提成储金；放款回收储金；粮谷出荷“奖励金”储金等。农民

被搜刮一空，逃荒、讨饭、卖儿卖女不计其数。广大农民对兴农合作社的残暴

罪行，恨之入骨，称“坑农活作孽”。1945年8月，兴农合作社随着伪满洲国

的覆灭而垮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经济上实

行全面封锁，致使黑龙江地区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油料和土特产品)流

通死滞，渠道阻塞，生活必需品(棉布、棉花、食盐等物资)十分短缺，一些

不法私商乘机囤积，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给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

困难，人们迫切要求建立新的商业组织，减除私商的中间剥削，维护自身经济

利益。为此，．从1946年5月开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绥棱、甘南、

北安、德都、绥化、海伦、讷河、克东、桦南、桦川等市县人民政府在组织领

导人民群众恢复工农业生产，建立国营经济，安定人民生活，支援解放战争的

同时，因势利导，动员组织工厂、铁路、机关、团体、学校的工人、干部、教

职员工及广大市民人股集资或利用没收伪官吏、地主、富农的财产，兴办消

费、供销、生产、运输、渔业等各类合作社。在大中城市及县城兴办合作社的

影响下，经各级民主政府的倡导，土改工作队的精心组织，广大农村的翻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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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纷纷入股集资，利用没收伪官吏、地主、富农的房屋、旧物，因陋就简地兴

办了以供给社员生产、生活资料，推销农副产品，减除私商中间剥削为宗旨的

各类合作社。到1948年末，黑龙江地区城乡已有各类合作社954个，其中绝

大多数集中于大中城市及县城，农村仅有161个，平均55个行政村有1个合

作社，远不适应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且有些合作社以盈利分红为目

的，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一些小商人借合作社之名办合股商店，抬高物价，

扰乱市场，败坏合作社声誉。

1948年冬和1949年初，合江、松江、黑龙江和嫩江省委、省人民政府根

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的“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从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以

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经济对于农民小生产经济的联合和领导”的精神和东

北区商业厅(局)长联席会议确定的整顿改造方针，先后作出以组织农村合作

社为重点，整顿现有合作社，大力发展新合作社的决定。各市县委和人民政府

都把发展农村合作社作为一项中心任务，积极组织试点，交流办社经验，并选

派大批党员干部到合作社工作，有力推动合作社迅速发展，形成建社高潮。原

有的合作社通过整顿，纠正单纯营利观点，落实股权，清理帐目，建立民主管

理制度，得到巩固提高，取消一些以合作社为名的假社。在此期间，一些市县

和省合作总(联)社相继建立。合作总社一面结合农业生产，帮助基层合作社

开展业务，一面投入整顿和发展合作社之中，发挥其组织、指导和协调作用。

1949年末，黑龙江地区合作社发展N3 279个(含区以上合作总联社)，比1948

年增加2．4倍，基本形成自下而上的合作社组织体系。全年商品销售总额5 000

万元(东北币)，农副产品收购额1 200万元，自有资金7l万元，实现利润430

万元。

． 1950年开始，国家为了扶持合作社发展，在价格、税收、贷款利息、保

险费率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同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

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以后，经过整风，批判资本主义经营思想，贯彻上级社为

下级社、基层社为社员服务的方针，推行同农民、国营商业、上下级社之间的

合同制度，对社员实行3．5％优待价格(供应低于市场牌价3—5％，收购高

于3。5％)，供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少数合作社开始试办信用部(社)，开

展借贷，互通有无。有些集镇合作社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试办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组)。到此，黑龙江地区的合作社已由组织发展阶段进入巩固提高

阶段，各项工作基本走上正规，并逐步形成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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