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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合作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劳动

群众自愿入股联合，实行民主管理，获得服务和利益的一种经济形

式。其组织形式是合作社，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是自愿、民主、互利

的合作关系。

合作经济从十八世纪末叶在欧洲出现，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

史了。二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合

作社运动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遍及于全世界。除了社会的、历史的、

经济的原因外，马克思合作理论的产生，对合作社运动的发展，起

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合作社，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建

立，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和历史的各种复杂因素，至1949年，仍未形

成全国性的合作社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发展国民

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根据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原理，倡导广大劳

动群众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合作经济始在我国得到充分地发

展。供销合作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农民入股集资，在国家的扶

持下组织起来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一种合作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国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改革的洪流冲击着社会的各

个方面。供销合作社也在改革中获取了新的生命力，走上了振兴之

路。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农民为主体的供销合作



社，必将在改革中更加兴旺，也将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陇县供销合作社自1949年建社以来，经历了一个白手起家，艰

苦创业，几合几分，曲折前进的艰难路程。它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由少到多，现在已拥有31，000多名社员，500多名职工，

5，700，000元自有资金，网点遍及陇县城乡各地，成为社会主义商

业的主要力量。三十多年来，它在支援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

济、扶持商品生产、稳定市场物价、安排农村人民的经济生活以及

组织外贸出口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比较丰富

的经验。但也不容忽视，确实也发生过一些失误，教训是极其深刻

的。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浩如烟海的地方志，是古

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当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进入一个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政洽

安定，经济繁荣，又为编志工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为了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根

据上级社的指示和县志办公室的安排，县社于1985年4月成立编志

小组，抽调多年从事供销工作的老同志，开始了《陇县供销合作社

志》的编纂工作，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辛勤工作，完成送审稿，经

反复修改，至1987年7月定稿后，邀我作序。我做为一名编纂社

志的组织者，又在陇县工作三十多年，为社志成书写几句话，义不

容辞，然自知学识短浅，力不胜任，经过同志们热情鼓励，始增强

了勇气，也就高兴的接受了任务。



《陇县供销合作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j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记述了陇县合作事业的创建发展过

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情况。是一部比较

全面系统的供销专业史料。但是，编写供销专志，在陇县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参加编纂的同志，虽有多年从事供销工作的实践经验，

但编修社志，尚属新的尝试，加之资料不全，时间短促，在体例安

排和文字修养方面，尚有不够周密细微之瑕，尽管如此，它仍然是

对供销职工进行供销社地位、作用、性质、任务教育的乡土教材。

不仅对教育职工热爱供销工作，增长专业知识，增强做好工作的决

心和信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合作经

济的发展规律，促进供销社的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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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县合作事业从1934年开始兴办，曾发展六十五处各种类型的≯

合作社，虽曾起过便民作用，但农民被摊派入股，损失大于受惠，

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到解放前夕，其机构已，

濒临解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陇县人民政府即筹建县合作联社，在

清理旧合作社中，接收一万多斤小麦做建社资金，在国家扶持下发

展壮大，通过收购农副产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把小农经济纳入

国家计划轨道，剪除私商中间剥削，取代了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商业

阵地；并配合了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社会主义市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做出了贡献。

供销合作社组建三十六年，经历了两合两分的变迁，留下大量庞

杂的史料，这其中，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按照“编志

的宗旨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我们在中共陇县县委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根据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上级社的统一部署，

从1985年4月抽调人员，开始查阅档案，6月组建史志办公室，1伊

月分工编写，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终于编成《陇县供销合作社志》。

它记述了民国时期合作社的组建、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

销合作社机构沿革、多种经营、农副产品收购、组织出口商品、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