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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一)本志是从有历史书面记载着手编写，资料来源广

泛，有工商联，档案馆，省，市图书馆，老职工座谈，个剐访问

等，说法有异，口径不一，只能以说法众多，逻辑性强的记

载定稿，由千丝万缕，最后搓成麻绳一条。

(二)五金交电行业发展的特点是，开始由于清政府封

建割踞，闭关自守，最初由个体行炉锻打成品，后致富起家

发展为经营土钢，土铁的商户。帝国主义入侵后，相继划分

租界，外货随之渗入，洋行逐渐林立，本行业基本被外商、

买办、官僚资本家所垄断。经营的几乎全是舶来品。简而言

之：解放前基本上是进口贷，解放后，从五十年代后期至

七十年代末，基本上是国产代替了洋货。

(三)从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工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实现四个现

代化。故从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起，五金

交电商品中的进口货，又占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家用电器中

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颇受欢迎。预计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投入国内市场。、

o多，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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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五金交电行业志

第一部分解放前行业的历史

第一章行业概况

武汉五金交电商业，是经营工业器材的行业，经营范围

极广。在传统上，主要包括金属原材料、工具机械配件，建

筑材料以及非金属制品。由于这个行业经营的商品属于生

产，生活资料，因而它的发生和发展同帝国主义的入侵，官

僚资本的兴起，市场的繁荣，地理上的重要位置，民族

工业的兴旺，城市建设的需要，交通发达，有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

早在1818年(清嘉庆23年)，汉口就有手工业作坊和前

店后场的铁业洪正茂首先开业，以经营土钢土铁，金属材料

和铸货为主，鸦片战争以后，英，美帝国主义相继侵入我国内

地，洋货钢铁开始源入汉口。1885年，上海五金商业第一个

资本家叶澄衷(1862年独资开设顺记洋杂货号)，在汉口设

立顺记承分号，作为他分设在全国各地推销洋货的庞大商业

网之一。经营进口五金和其他日用洋货，以经销，代销，批

l



发，另售方式，成为无洋不备、推销洋货的急先锋，为外货

打开了广泛的销路。

上述两个行业，在1932--1937年的全盛时期曾合并为一

个业体，从抗战时期开始直到武汉解放，又恢复了分庭抗礼

的局面。这两个行业的离合，是旧社会行邦公会互相把持，

互相利用，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武汉交电行业的形成，要比五金业晚85年，全行业除电

器、汽车材料属纯商业外，其他是以安装、修理，装配为

主，亦工亦商，随着水电公用事业的兴起，1913年由水电安

装修理转为经营的韩秀记与汉成先后开业，以经营日用水电

器材为主。1898年(民国前14年)由江苏吴县人胡渭源，在上

海独资开设最早的同昌车行，于1920年在汉口设立分店。

1922年得利车行也在汉口设立分店，经营人力车(俗称东洋

车，黄包车)自行车及其内、外胎和另配件业务。无线电先

附属于电器业，1919年(民国八年)由复华行兼营。1946年

才由科学无线电行专营，以收音机和扩大机的销售为主，是

行业中形成最迟的一个业体。

五金交电业体，经过130年的兴衰变化，相继形成为解

放前的18个自然行业，它们是t五金、铁业、铁铺、铁店、

玻璃五金、自铁、刀剪，铜器、锡业、锅店、铁桶业，旧货

五金、电器，电料，无线电、自行车、汽车材料，电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

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外货来

源少，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价格不断上涨，行业获利甚丰，

因而进一步扩大了经营。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大

批涌到，1920年末，货价开始直线下跌，整个行业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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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至1936年间，除1931年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武汉

遭受洪水的影响，南北交通一度中断，航运受阻，客商减

少，工业停顿，市场萧条，货价下跌，业务衰退。但总的来

说，这十四年内，行业还是有所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武

汉陷入敌手，货源断绝，销路缩小，寄存在洋行的五金器

材，被日军掠夺一空，损失惨重。在敌伪统治下，投

巧，诈骗之风日炽，市场紊乱。胜利后，接收变为“劫收”

销所谓剩余物资，屯积居奇，投机倒把，市场曾一度畸

荣。但在通货恶性膨胀下，尔虞我诈，招标行贿，正常业

法开展。到解放前夕，行业虽颇为壮观，但社会经济频

溃，业务也陷于瘫痪。

行业的货源，历来依靠上海和外商洋行输入，销

象，除转口批发给山，陕，川，甘等地外，也是以外资

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为主。因此，它和帝国主义，官僚

主义、封建势力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我国民族工业

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和排斥作用。另一方面，由

经营的大部份是生产资料，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满足

产和建设需要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帝，官，封

的压迫下，行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相互之间也存

尖锐的矛盾。

武汉解放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经过社会主

造，白铁、铜业、锡业、电池业先后转为工业生产。玻

金、刀剪、炊具、汽车材料、水电安装先后归口到百货

产、建筑、物资部门。最后只有五金，铁业，电料、电器

线电，自行车等五个业体留在本行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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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交电行业的由来

业的兴起

代，汉口就有铁业出现。开始只是

后转化为边打铁，边卖铁，手工作

坊式的固定摊贩，自产自销、工商兼营。随着市场扩大，交

易增繁，商品集中，这种摊贩就由小到大，由点到面，代替

了过去产销直接交易而成为打铁铺，继而成立了经营土铁及

其制品的铁号。在汉口开设最早的一个是经历了四代，历时

一百余年的洪正茂。它创立于1818年，店东洪大恪(安徽太

平人)在原藉以锻打剪刀维生。当时，因家乡打铁人多，谋

生不易，于1816年挑行炉来到湖北，先在沙市打铁，1818年

在汉水沿河堤街一带以“赶集’’方式，做流动打铁买卖。由

于业务发展和市场需要，洪大恪便在沿河草纸街开打铁铺，

后成为洪正茂铁号。贩卖土钢，土铁及铸货，弃工经商。铁货主

要产于湖南的安化，攸县、宝庆、湘潭、益阳等地，市场上

通称“南货"。后因业务的发展，发生了现货期款的“商业

信用’’，为商户的资金积累和行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时

商品供过于求，各地客货一时难以脱手，洪正茂便按当时的

滞销价格迫使对方寄卖，远期结算，有的竟定为两年。商品

提前销完或涨价出售，客户无权过问，中途付款还要回扣利

息。洪正茂初期的资金，主要是靠这个方式积累起来的。在

销售上，该店的牌子老，资金足，花色垒、信誉高，它就利

用这些有利条件，冒名顶替，以劣充优，提级提价出售，因而

资金的积累就更多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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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1826年间，相继而起的有孙鸿顺，王洪兴，童谦

泰等启，开始都是打路铁，后设店经商。汉口在未开辟为通

商口岸前，铁业已发展到九户，已初具规模。并有官僚资

本渗入，如裕和仁铁号的东家朱平山，即在夏口厅任官职，

又独资经营该号，资金为白银四千两，一般都在一千四百两

以上，每户职工五至十人。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先后开业的有18户，从业

人员80人，拥有资金五万两，每年销货额为20万两左右，进

货总值达18万两，利润平均为5％，每年获利一万两左右。

进货以湖南为主，外货由上海运来，直接向外商订货较少。

销售以予，陕、JiI转口为主，其次为省内各地，门市销售有

限。这时，洪正茂虽创立最早客路生意较多，但在市场日益

扩大，同业不断增多的形势下，也很难以绝对优势自居了。

二，帝国主义入侵，现代五金业的形成

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英、美者国主义相继侵入我

国内地，外国金属材料开始源入汉口。最初是英国商人以废

船板剪成的小铁块(剪口铁)和废钢丝绳经过退火回散的旧

铁丝向市场推销。后来又运入5—6叹的小型方铁。在一段

较长的时期内并未畅销。原因是铁业商人因循守旧，难以掌

握洋料性能，手工业者亦如此。同时，国人对帝国主义

入侵甚感愤慨，尽管推销洋货大有人在，而各户均冷眼相

待。但是，帝国主义者能用大炮轰开国门，强迫满清政府签

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也能使用廉价，赊销手段为洋货打开销

路。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大部份铁业商户接受了代销洋货，

将剪口铁低于土铁价出售，并广泛宣传使用方法及性能，经过

手工业多次试用，认为用剪口铁打制农具，不仅质量好，每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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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锻制时间也短，致使洋货钢铁

的钢材，均附有用途说明，商户熟

绍，竭力推销。从此，汉口洋行林

由于品种增多，销路扩大，到1885

多属上海在汉口开设的分号。由于

支店多、到1900年每年销售额在30

15年，五金业已达15户(大7户、

人员134人。拥有资金四十七万六

二十四万八千元。进货九十八万九

四万九千元，利润率平均为18％，

(上述均系银元)，经营主要品种

、路矿、建筑)机械配件。主要货

订货，卖给汉阳兵工厂、汉阳铁

麻等局，水电厂、汉冶萍煤矿、蛋

手工业。随着外资的渗入和清朝洋

原来的大五金相结合，在第一次世

五金的私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

水电公用事业兴起，电料、电器行

着公用事业和电器工业的兴起而逐

清成丰八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汉

时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在汉口从

界，继之向东伸延，到黄陂路为俄

路为法租界，(1896)，到六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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