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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商贸志》
编纂人员名单

编纂协调领导小组

组长：何明华

副组长：刘宗汉、刘文明

成员：丰启镛、梅国蓉、唐文华

余德才、许定华、王正才

编纂委员会

主编：何明华

副主编：刘宗汉

编辑：郑贵忠、潘仲宇、白联良

晏泽文、肖芳源、吴传元

摄影：何明华等



《凉山州商贸志》协调领导小组和编辑人员：

前排左起；晏泽文、梅国蓉、何明华、刘宗汉、郑贵忠、肖芳源、白联良、潘仲字

后排左起：吴传元、刘文明、唐文华、许定华、丰启镛、王正才、余德才

州委书记刘绍先f左三)、副州长韩恕f左四)、州财办主任何明华(左一)、州商业

硒局长刘文明(左五)在州食品公司经理花景寿f左二)的陪同下，检查州食品公司的

节日商品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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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商业中心一角

德昌县供销社新建的银峰大厦



凛山州五交化(集团)公司三岔口民族商场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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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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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华

刘文明

李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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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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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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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

审稿人名录

中共凉山州委原书记、调研员、州志编委会顾问

凉山州原州长、州志编委会顾问

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州志编委会副主任

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凉山州人民政府州长助理

凉山州民委原主任、州志编委委员、副译审

州志编委会副主任、州志办主任、州志总编、审稿

领导小组组长

州志编委委员、州志办副主任、州志常务副总编、审

稿领导小组副组长、方志学专业助理研究员

州志编委委员、州志办副主任、州志副总编、审稿

领导小组副组长、农艺师

州志办调研员、审稿小组成员、出版专业编辑

州志副总编、审稿小组成员、出版专业编辑

审稿小组成员、出版专业编辑

审稿小组成员、主任科员

审稿小组成员、主任科员

凉山州财贸办公室主任、商贸志领导小组组长、主

编

凉山州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贸志领导小组副组长

凉山州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凉山州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凉山州政协常委、州财贸办公室调研员、商贸志领

导小组副组长、副主编

族凉山州供销社主任、商贸志领导小组成员

凉山州经贸局局长、商贸志领导小组成员

凉山州工商局行政局局长、商贸志领导小组成员

凉山州商业局副局长、商贸志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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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定华

王正才

男 汉族

男 彝族

凉山州政协常委、州财办原副主任、商贸志领导小

组成员

凉山州原农贸办副主任、商贸志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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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编《凉山彝族自治州志》的总体设计要求，新编《凉山彝族自治州

商贸志》付梓问世。她是凉山州近百年来商业历史的真实写照。

新编《凉山彝族自治州商贸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既能

体现时代精神又能体现地方特色，比如凉山州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

之一，在西汉前即有商业活动。但由于凉山系多种民族居住的地区，各民族所

处的社会阶段不同，商业活动的程度也不相同。在交通条件较好，汉族聚居的

地区，商业活动好些I在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商业活动差些。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给予了很

大的扶持，使凉山的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本志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实际情况， 顿

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凉山商业的历史与现状，为正确决策提供参考。本书的出

版，将激励全州广大商贸职工热爱本职工作，为凉山商贸谱写新的篇章。

编修新《凉山彝族自治州商贸志》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她的问世，是

州商业局、州供销社、州外贸局、州工商局等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是所

属各企业大力支持的结果，是所有修志人员辛勤耕耘的结果，是各级商贸战线

的老领导、老同志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凉山州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

；：≮攀矗鼍慧冉玑r
穿§薯嚣--

=

象～

铲_

象一一_㈣办i*”*1*_自al

4~l一≯§『{o
4

w．a“％

嬲I一



写

自 《
j 1
呵

鸳

i
!
i

r

l
÷

警

；， ·

j

i
4

' 々

l
i

蓑

擎 。：

耋’
孽

l
、

j
j

；

：
：

赢

—w

凡 例

一、本志编纂，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的原则，着重记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和现状，以事分类，横排竖写，文体一律用语体

文记叙，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限至清末，下限至1990年底，个别作了适当上溯。

三、本志以业务性质分类，设篇、章、节三个层次，个别在节下设目。纵

横结合，以横为主。

四、本志共8篇，32章。序、凡例、目录、大事记、概述排在卷首，人物

列在卷尾。

五、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纪年l民国时期，以民国年号纪年，

均在括号内注明公元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记货币及度量衡单位：建国前均用当时通用的货币和度量衡单

位；建国后，用人民币元和法定度量衡单位记述，引用旧币时加括号说明。

七、凉山彝族自治州建立至西昌地区建制撤销期间，因行政区划不同，按

事物出现先后并列编排。
’

八、本资料记述范围，按凉山州行政区划为准，过去曾经属于凉山州辖区，

现已划出的县，只收划出前的资料(峨边、马边县除外)。

九、本志史料来源于州商业局、州供销社、州对外经贸局、州工商局、州

志办、州财贸校、各县市财办、本办档案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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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处于社会生产与消费的中介地位，其基本职能是专司商品流通，从而促进社会

生产力发展，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和地域、交通条件之差异，构

成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商品流通。

(一)

凉山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通道之一，西汉置郡前即有商业活动。到明清时期已

形成北起大渡河、南至金沙江的大小集镇一百多个，而西昌、会理已成为物资集散中心。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西昌城区商号有布、盐、药、皮、银钱等十帮。民国时期，

以加工土特产为主的手工业兴起和传统的(蜡)虫会、烟(鸦片)会、药(材)会和猪

鬃会等物资交流活动的拓展，大量的山货、土产、药材、纺丝、皮革、黄金、鸦片等运

销昆明、成都、西安、重庆，有的甚至外销缅甸、香港、新加坡；抗日战争时期，乐西、

西祥公路接通滇缅公路、小庙机场通航，开始有机械、半机械近代工业，商业曾一度繁

荣。40年代中期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以下简称解放前、后)，黄金、棉纱投机

猖獗，通货膨胀加剧，兵匪横行，已是百业不振，商业凋零。至1]1950年，西昌地区(含

米易、盐边)仅有个体工商户5420户，5951人，资金87．10万元，年销售876万元；饮

食业1575户，2091人，资金10．8万元，年销售额115．6万元；服务业589户，965人，

资金11．6万元，年营业收入27．‘3万元。

广大的彝族聚居区，因处于奴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以物易物是商品交换的主

要方式，辅以白银、鸦片作货币媒介；偶有汉商冒风险，找头人作“保头”，贩运食盐、

土布、百货，以极不等价的方式换走山货土特产。至民国时期，越西、雷波、甘洛、普

格、喜德、金阳等与汉族接壤的边缘和交通要道有26个集市。

(二)

1950年3月，西昌专署和各县政府相继成立工商科，组建了国营“一揽子”贸易公

司，1952年10月，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相继建立了商业贸易机构。1978年底，撤区并

州后，地、州级的商贸机构实行对口合并。在商贸工作上，加强了领导，调整公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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