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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编史情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源源流长，盛世倚志，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影响，政通人和，百

业俱兴。社会主义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

村、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为了真实地反映潍坊市潍城区商业发展的历史，承前启

后，更好地为商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我们以新的观点。方法和材料编纂的《潍城区商

业志》，将成为“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潍城是潍坊经济文化的中心，潍城商业的兴起，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称盛。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商事活动，商人将盛产的铁、盐、蚕、丝贩运西域，换回皮毛。

清朝末年，随着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潍县开为商埠，铁路横贾东西，公路四通八达，成为

四方商贾云集之地。潍城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经济渗透，加之军阀混战，国民经

济历经战乱波折，商品经济凋蔽，商业欲兴不达。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商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社会地位

越来越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视商品流通，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商品

经济，提高商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通过认真贯彻党的“开放”、“搞活”方针，不断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营商

业日趋壮大，社会商业蓬勃发展，经营网点遍布全区，商业队伍不断扩大，商品丰富，

市场繁荣，渠道畅通，购销两旺，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值此，在区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根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

来”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点，本着“志贵详备“的要求，把历史和现状的商业活动以及不

同时期兴衰起伏汇集於一册，编纂了《潍城区商业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

任务。

“史为鉴、可知兴替”。《潍城区商业志》，内容宏富，事类繁多，宏观全局，微观

百科。本志，上限1901年，下限1985年，个别事剜追溯到1644年，横排竖写，纵横交

错，以事分类，以时记叙，以志为主，图表、照片并用，文风简朴，通俗易懂，全志共分

十四章，按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总计22．1万字。采用以公元纪年，涉及历史朝代

的年号，用括号夹注于公元纪年之后。志中货币单位，清末民初为银元，民国期间为法

币元，日伪时期为联合币元，解放后到建国前为北海币元，之后，以人民币元为计算单位。

对古今人物的记载，不加先生或同志，直书其姓名。本着虽为区志，但因区划调整，变动

因素，记述中基本上根据客观历史实际，故有时称“市”，有时称“区”。《潍城区商

业志》编纂出版，是我区商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有助于广大商业干部职工系统

地了解本行业的发展史，而且对推动商业改革，鉴往知来，加快商业两个文明建设，也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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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潍城区商业志》，前后纵贯84年，重点记述了潍城区解放前后商业的兴衰历史．

以翔实的史料对潍城区商业的机构沿革、所有制形式、商业体制．业务经营、企业管’

理．商办工业、专业公司、工资福利、荣誉记事等进行了纪实，同时汇编了有关名店、

名吃、古今生意经等。

潍城地处胶东半岛西部，向为鲁东商业枢纽，交通发达、人杰地灵，素有“二百支

红炉、三：f砸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台织布机”， “南苏州、北潍县”和“金周村、

银潍县”之称，是一座闻名全国的商业、手工业城市。

1840年前，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自鸦片战争开始。“闭关”政策被彻底冲

垮，海禁既开，交涉日繁。清政府为应付当时的通商事务，光绪三年(1877年)设立南

洋大臣，兼管南洋通商事务。光绪九年(1883年j设北洋大臣兼管北洋通商之事。光绪

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潍城设立商会。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式开埠，其后7

年，经历辛亥革命，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入侵、

经济掠夺接踵而来。 “七七”事变后，1938年1月，日军入侵，潍城沦陷，民族工商业

惨遭侵吞，使广大小商、巨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

工商业复遭破坏，停歇倒闭甚多，且市场物价暴涨暴跌、商户朝忧夕虑，经济日趋凋

蔽．解放前r夕，工商户减少近半，私营商业仅存790户。

1948年潍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广大工商业者获得新生，潍城商业从此跨

入了崭新的历史且寸期。自1948年5月起，经建局、大华贸易公司、合作推进社等相继建

立，领导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兴起，经过“三反”、

“五反”斗争，调整商业结构，组织物资交流会，．进一步稳定了物价，巩固了社会主义

商业市场的地位，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3年以后，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大规模地经济建设时期，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商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物资交流、稳定市场、保证国家

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继续有计划地全面发展和巩固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大力加强国营

商业的主导地位，扩大社会主义经济阵地；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增加积累，搞活流通，

增收节支，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1956年随着对私改造完成之后，实现了全行业的公

私合营。5月份，市商业局建立，各公司也相继建立，经营以零售为主。小商小贩，也全

部实现了合作化。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

改善，商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1958年2月，全国商业部门深入开展了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学

天桥、赶天桥”的群众运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商业部门广大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生产观

点、群众观点、政治观点，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扩大商品流通，积极支

持工农业生产发展，想方设法安排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 “大跃进”时期商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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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掀起了大办工业、大办教育、大搞技术革新的高潮．在为国

家创造物质财富、弥补工业生产不足、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以及提高广大商业职工文

化、业务、技术水平、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职工体力劳动诸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1961年至1965年，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下半年提出了“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适应调整国民经济的总形势，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

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61年6月作出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即“商业四十条”)。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

定》，这个决定，是商业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我们商业部门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

央的方针、政策，对商品流通渠道、商品购销政策、稳定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改善

经营管理、整顿商业职工队伍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1966年至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大灾难，使

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商品流

通领域也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但广大商业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同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使商业工作仍取得了一些进展，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群众的需

要。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清算了“左”的错

误、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积极稳妥的进行管理体制

改革，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疏通流通渠道，提高经济效益、

发展壮大各种经济成份，大力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商业工作面貌焕然一新，使潍城商业

踏上改革振兴之路。

本着涉猎1901年至1985年84年商业发展的史实，有力地说明了潍城商业所走过的曲

折发展道路。解放后37年间，潍城商业尽管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与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旧商业，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潍城商业的发展史雄辨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救中国。社会主义商业将不断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中，正愈来愈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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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第一节大事记弟一下 入争，【

1 901年f光绪二十七年)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为搜刮民财，在潍县推行厘金制度，商民全城罢市，取得反厘

金斗争的胜利．

1 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奉商务总局扎，潍县商会成立。总办：陈阜，帮办：余绍弟。

1 904年(光绪三十年)

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潍县、济南，周村同时开放为商埠。

1 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清政府将商会总办改称总理。

5月，陈陔任潍县商会总理．

1 91 0年f宣统=年)

5月，潍县知县杨承泽筹办“地方自治公所”，设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各业纷

纷举义反抗，斗争半月，迫使政府收回成命。

1 91 2年f民国元年)

英、美两国在廿里堡创办了英、美烟草公司。

1 91 4年(民国三年)

7月，欧战暴发，日本国取代了德国在青岛的占l领权，在潍县开办商信、山东、小

坂洋行，进行经济掠夺。

9月，民国政府公布商会法六十条，细则二十条。

1 91 5年f民国四年)

民国政府改商会总理为会长。

5月，陈星烂对任潍县商会会长，王毓栋任副会长。

127J，民国政府将商会法由六十条改为六十四条，细则减为十九条，为组织商会之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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