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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竺!!竺!!!!!!竺!!苎芒!!!!!=』刍=!!!!!==!!!!!!!竺二!!!!!釜

序

：编撰<四川省物资志'是一件继往开来的事业，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 ’．．

大家知道，物资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环节，是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的物资保

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流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我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程中，如何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加快物资流通产业的

改革与发展，‘四川省物资志'的出版．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_天府之国”的四川，物资流通有着悠久的历史，最为辉煌的篇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后的44年，算是物资流通的发展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则是物资流通

的改革篇．‘四川省物资志：}本着。横排竖写、叙而不论、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的原则，以大

量的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全面而系统地首次记述了1840年至1993年间四川物资流通

的历史沿革及其演变过程．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应当把一百多年来四川

物资流通的历史作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四川省物资志》整理和保存了这一财富，这样

就可达到“以史为镜”，启迪后人，不断开创四川物资流通新局面，这正是编纂出版本书的

宗旨。

本书以不到30万字的笔墨，记述了长达154年的物资流通历史，这是一项难度很大

的文化“工程”，加之资料欠齐，时间紧促．难免有不当之处，希望从事、关心和热心于物资

流通事业的志士仁人关照它．喜欢它．

尹湘研

一九九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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