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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商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重要的作用。刚刚脱胎于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社会主义，却不

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

商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流通的承担

者和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又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催化剂。无商不

活，是一条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潮阳县和全国一样，政通人和，经

济腾飞，商业的发展尤其迅速。我在广州，常听人家赞潮阳人善于

经商，潮阳的商业很活跃，并誉峡山镇为“小香港”。作为一个潮

阳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盛世修志。潮阳商业局根据县委、县府的指示，组织修志班子，

花了巨大的劳动，对潮阳的商业史料，进行了广泛收集和系统整理，

编成潮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商业专志《潮阳县商业志》，从一个

方面反映了潮阳的进步和发展，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

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潮阳县商业志》内容系统，资料翔实，观点正确，结构合理，

文字通顺，它把潮阳县商业的兴盛起伏、把几十年来商业工作上的

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奉献给广大的读者，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由于客观上的原因，史料还有些不足，文字上也有些小纰漏，但瑕



不掩瑜，它仍是一部比较好的志书。

<潮阳县商业志>的出版，是潮阳商业界的一件盛事，祝潮阳县

的商业不断发展，为潮阳县的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爱矽磁’
1 9 9 1年7月l 0日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起于唐乾元元年(公7L758年)；下至1985

年(其中历任正、副局长名单列至I 990年)。

全书共1 5万字，由概述、大事记、正文和附录4部分组成。

其中正文为主体，分为3章15节，以横列门类、纵记始末的方法编

写。

二、本书记述范围．主要包括本县属商业部系统的国营商业和

分工由国营商业管理的集体商业．以及私营商业。其中，曾经同属

国营商业系统的油脂、水产、药品、医药、药材、木材等单位．以

及曾与国营商业合饼的供销合作社系统，因其在本志编纂工作开始

之前早己分开归属，故在本志中除作某些必要的联系之外，不作具

体记述。

三．．本志遵循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详今略古，详主略从的编写

原则，力求实事求是地取事记述。

四，书中纪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采用当时通用

年号，夹注公元纪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律采用公元

纪一午。

五、度量衡单位，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前者照历史旧制记

载．后者一律折用法定公制。

六、货币单位，19 49年lo月1日以前照历史旧制记载．其后一

律换算为现行人民币值记载。外币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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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潮阳县位于广东东部，东临南海，西邻普宁，南接惠来，北至

榕江南岸与揭阳毗邻，东北以汕头海湾为界与汕头市对望。境内南

北长52．4公里，东西宽49．3公里，总面积1274．5平方公里，1985年

总人口1 78万。潮阳为沿海沃地，有42．62公里的海岸线，农业、渔

业及手工业历来相当发达，解放以后，工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

县内交通十分方便，陆路有以广汕公路为主干的各种大小路道，水

路有练江、榕江，尤其是海门港为对外贸易提供方便。棉城位居水

陆交通要冲．素为县内商业中心。

潮阳县由于地少人多、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历来经商者多。

尤以行商闻名于远近。明代商人所到，己达广州、夏门、台湾、泉,kl{、

上海、天津、日本等地，清代又新辟香港及东南亚各国的市场。1 8世纪

中期至20世纪初，潮阳商人在上海经商的资力日趋壮大。期间，部分

商人从上海挟资回汕头创办商行、货栈、客栈、餐馆、钱庄等实业。

他们外与洋行挂钩，内与本县商号联结，大量吞吐商品，有很强的

竞争势头，在当时汕头埠的商界中，也显示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至

抗日战争前，潮阳商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的生柑，薯粉、姜薯、

土糖、鱿鱼、虾脯、膏蟹、爆竹，神香，渔网、土布等产品经汕头销往

国内外各地，又从汕头等地运入大量的洋布．肥料、药材．米面，

柴炭、杉木．卷烟、洋酒等外地产品，全县3千余家商号生意兴隆，

市场物价平稳。

在l94 1年潮阳沦陷后5年间，交通阻塞，人民转徙流离，少数



奸商乘难投机，绝大多数商人岌岌隍隍，商店倒闭，市场近乎荒凉o

1 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场虽有所复苏，然兵燹之余，民力凋敝，

物资匮乏，买空卖空盛行，加上捐税剧增，通货膨胀，物价暴涨，

市场一片混乱，以致最后只能以米易物。至1 949年夏秋期间，国民

党胡琏兵团残部劫掠潮阳，市场几陷停顿。 ．

1949年lo月潮阳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贸易市场进行了整顿，对主

要商品的出入境实施管理，先后设立三个交易所，将粮、油、棉等

主要大宗商品纳入交易所交易，使市场逐步恢复秩序．

1 950年1月起，潮阳县贸易公司等国营商业机构相继成立，开展

粮、肥等大宗商品的采购和倾销，在打击奸商，乎抑物价、稳定市场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至L 952年，合作社己遍布全县捉村，国营

商业也己处雏形阶段．从1953年起，潮阳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对私改

违工作，至1956年上半年，全县有82％的私商接受改遣，实行全行业

公私合营和组建合作商店(组)。国营商业迅速发展，以计划经济为

主的市场己经形成。 ：

l 956年6月，潮阳县商业局成立，辖15个专业公司和1个木材

供应站，从此负责各种日甩工业品、副食品以及医药、煤炭，建材

等商品的批发和部分零售业务，对全县市场起到主导的作用。

在1 958—1 960年“大跃进力高潮中，商业机构进行了大撤大

饼，国营，集体合为一体，商业网点收缩，集贸市场被取消，商品流

通渠道单一化，群众买卖十分不便。l 959年下半年至l 960年上半年，

全县掀起了“．大收大购"高潮，在农村出现了强迫农民交售农副产

品的现象；在收购地方工业产品中，提高指标，刮“浮夸风"，给国

家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实际上，1958—1960年每年的国内纯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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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纯销售都岁5195 7年有大幅度下降，其中I 9 60年的国内纯销售

虽略有增长，但这是在集贸市场被取消、商业独家化的情况下实现

的。这期间，市场物资日见贫乏，棉布、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十分

紧张。民问出现了“黑市"交易o

1 961年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县开放农贸市场；供销社办起货栈；国营商业开展农副产品换购业

务，同时在一些单位实行高级糖果、名酒、荤菜、茶叶．针织品、进

口香烟、钟表等的高价经营。市场逐渐活跃起来，但市场物价仍有

升无降，至l 962年，粮食及主要副食品的市场价格比国家牌价高出

数倍至l 0多倍o

1963年起，商业形势日见好转。至I 965年，除粮食、纺织品．

糖、煤油，煤炭等主要计划商品外，其它均按牌价敝开供应。

l 966年5月至1976年l 0月“文化大革命"期问，商业内部管理

混乱，外部购销渠道阻塞，空喊政治口号盛行，经营积极性大受影响，

业务行家后继乏人。社会上含体商贩被取缔，集市贸易也受到过份

的限制，于是商品经营几乎独家化，购物“走后门"之风愈刮愈烈。

1 976年冬季开始，潮阳商业在拨乱反正中得到稳步发展。尤其

是1 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在以建立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

方式、减少不必要的流通环节为主要目标的流通体制改革中，流通

领域发生深刻变化，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网点日益增多．个体商业

发展尤为迅速，除县城外，出现了峡山、两英、陈店等工商并茂的新

兴重镇，其生意所及遍布全国，峡山还被群众誉为‘‘，卜香港”。全

县城乡出现了众多的商与商、商与工、商与农、商工农联营的新型经

3



营组织。市场繁荣景象为前所未有．期间也有过一些机关、事业单

位办起商业，后来县政府对此作了整顿。 、。：

为适应开放式贸易市场新形势，国营商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经营机构上，实行分专划细，落实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劳动报酬

上，实行职工工资浮动，个人收入与企业效益挂勾，落实按劳分配

原则’在人才利用上．起用能人，加强职工培训：在经营策略上，注重

大宗，突出专项，发挥批发优势，加强信息调研和反馈，直插产地和工

厂进货，广交贸易伙伴，开拓购销新领域。1985年比1978年，职工人

数增加近l倍，商品纯购进增长1．2倍，商品纯销售增长1．6倍，利润

总额在商品流通费和销售税金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略有减少。1 979

年以来；系统内建成华侨公司营业大楼、石油公司鸡心石油库和百

货公司文光百货大楼等大型建筑物，改造、扩建了许多门市和仓库、

厂场，增加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o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国营商业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也曾

出现一些失误。由于市场开放，国营商业遇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

零售生意大大缩小了，批发生意也随国家统管商品的逐步放开而增

加了难度。于是，国营商业积极调整经营策略，扬长避短，力求适

应形势的变化。1 984年下半年开始了进口商品经营并迅速发展，其

购销额之大．创利之速，为前所未有。后来由于国家加强宏观控制，

某些经营单位盲目进货，应变不及时，以致商品积压，资金周转不

灵，造成严重损失．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困难正在逐步得到克

服。可以预见，潮阳县国营商业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向着更广

阔的前景大踏步前进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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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唐

乾元元年(758)，实行原盐专卖。

工部尚书洪圭之孙洪奋虬辞官后，前来县邑后溪围地千亩．并

置办红头船经商。

绍兴九年‘1 139)，停止原盐专营，实行凭证私营。

乾道年间(1165—1173)，朝庭在潮阳县建造船舰护卫海上对

外贸易。

明

洪武初年(约1370)，执行“盐引"条例。该条例规定，各场

灶丁等除正额盐外，若将余盐夹杂其间，或私煮私卖者，处以绞刑；

地方官知情放纵或通风勾结者同罪。

嘉靖三年(1 524)，有名为“四停花"的鸽予从中州贩入本县，

初每只仅值一二金，后因人们争相静艳，转手牟利，价遂腾踊，涨

至百金。有人为了购得一鸽，不惜负金赂登门相求。以致百姓废业，

商贾罢市，人情汹汹，道路剽夺。后官府严禁之，鸽死i习尚渐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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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抚盗"许朝光(系受官府招抚海盗)带领贼众踞

于潮阳牛田洋，对过往商船强行“算舟征税"， “给票抽分玢，名

日“买水”，商人备受勒索o
j

万历四十五年(1 6i 7)，官不收盐，实行商专卖制。

县城龙津港(俗称前溪港)成为商旅汇集之所，大红头船f时

航行东南亚之商船)出入停泊。

清

顺治四至五年‘1647—1 648)，沙陇富商郑君重捐资疏竣沙陇

东溪，受益18里。

康熙三年(1664)，春旱，夏六月飓风，“米珠薪桂’’。

康熙五年，因飓风，五月盐价腾贵。

康熙九至十年，粮食大丰收，米每斗仅数文钱。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兵部准广东商民人等在当地官府同意下出

洋贸易。． ．

康熙二十五年春，盐昂贵，每石盐换谷4石。

康熙四十二年，设立海门税口(海关)．是年蝗灾，谷大贵。

康熙五十七年，盐由商专卖制改为官帑统购配售制。
·

雍正四年(1726)，夏秋水灾，大饥荒，米、盐皆贵。

乾隆六十年(1795)三至四月大饥荒，米每小斗1800文，每大

斗3300文，民死极多。 ．

道光二年(1822)二月，奉朝庭命令，严禁白银出口，与洋人

交易只能以货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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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八年十一月，奉命禁止掺杂行使光中、景盛、景兴、嘉隆

等夷钱，对私自浇铸者严拿究办。

道光十年六月，奉命发布朝庭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至十九

年五月共颁布查禁鸦片章程39条)。

同治六年(1867)，英、德、法、日，美等国在汕头开设怡和、

太古、新昌等洋行。本县人肖鸣琴、林邦杰被雇为买办。

光绪十六年(1890)，市面贸易，金融收付一律以花边鸟银元

(墨西哥制)为标准单位。

光绪二十三年润三月至四月大旱，中米每石银6两，上米7两，饿

殍遍野。是年，县邑平东商人林士藩倾一半家资捐银1 200元济荒，

获省宪褒扬“一乡善士’’匾额。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邑人肖永声被推举为汕头总商会首届总理。

宣统元年(1 909>，潮阳县商会在县城成立(至民国4年即1 91 5

年改组)。

清末，县城平和东人林邦杰在汕头及潮阳县城开设银号太古庄。

民 国

3年(1 9 14>，公布私盐治罪法，施行辑私条例。

9年，洋乌都墙围新村胚蛋始出口香港、新加坡。至24年该村

每年输出鸡苗50一80万只o

1 5年，县城河东街、市内街、古井脚、灯笼街等部分地段建南门

鱼市(俗称鱼市行)o

21年5月8日，县府下令，薯粉弛禁，放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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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晚遗失收，粮价暴涨。省、县相继成立粮食调节委员会，

调节米价。是年，执行国家金融管制，本县私营的钱庄、银号、收

找陆续收档；市面流通国币。

29年春，大旱，米价飞涨，县城抢米店者日有所闻o

30年1月，据潮海关(汕头海关)调查，海门有民船约200艘，

外贸航行香港。

31年，盐实行官专买制，但因官资不足，暂以官方收购、商人

运销方式施行o

32年上半年，因久旱误耕，加上官商盘剥，粮荒严重，至5月

斗米值国币700元，每担盐换番薯3斤。是年全县饿死和疫瘟而死约

15万人o

34年9月，潮阳复员后，第一区署指定棉城石狮巷口及四序学校

对面为市场o 、

34年12月19日，因县城各茶楼女工行为浪漫，妨害风化，县警

察局实施《取缔附城茶楼、饭店女工办法》。

35年1月，县城南门各商家炒盘之风日炽，尤以粮价为甚，县府

饬商会彻查以便究办。

35年4月，粮荒严重，粮价飞涨，县警察局5-11日发出禁止薯

粉出国布告。县米荒紧急救济委员会于12日议决，清查各乡大户存

粮，限期按市价发放，不准囤积。5月米价上涨43倍。6月27日，县

警察局发出禁止酿、饮、售、运酒类布告。

35年6月10日，潮阳县商会于县城南中路鱼市街重新成立，会长

黄荷生o

35年9月，县米业同业公会成立。肖雨猷任理事长。同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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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修正《取缔茶楼、饭店4-x-办法》，禁止茶楼女工非法行径；

对县城南园、餐王：、文园等茶楼、饭店女工立卡查考。

35年，食盐中止官收官运，实行自由贸易。

36年3月1日，县警察局饬令商会，晓喻各商户不得拒收面额50

元法币。是月物价飞涨，商人仍拒收50元、1 00元的钞票，金融纷乱，

市面争执多起。

3 6年3月14日，县警察局奉令调查县城米商往汕头采购粮食是否

运回县城销售，严防偷运出口o

36年春，后溪至汕头海面屡发劫船虏商事件。县参议会致电专

署及县政府，吁请清剿，以安行旅。

36年5月22日，桑田一艘商船在汕头海被劫去国币100万元，货

物约值100余万元；商民李炳坤、林乌；争、林悉同时被劫持。同月9

日中午，县城德秦商号店伙2人携现款160万元于潮海公路被2名持枪

匪徒搜劫。

36年8月5日，陈店粮杂业、柴炭业、烟叶业、药材业、凉果业

分别成立同业公会。是月，潮阳县成立护商队，人员8名。

36年10月，陈店、西胪、贵屿等地商人拒收小额钞票(-ic,20元

面额的关金券等)。小贩营生困难，纠纷时生。月底，海门l艘商船

满载鱼货经汕头港草屿旁，被劫，损失约1 000余万元。

36年11月1日，潮阳商会宴庆商人节。24日．香业公会成立。

36年，县城饼食业工人罢工月余，要求资方改薪为米。

37年(19 48)1月，上米每斗突z／虻20万元，番著每22000元，

食盐每斤6000元。商情冷淡，市井萧条。但营业税、所得税、商业

牌照税征收甚急，商户负担少则数1077元，多则数百万元，实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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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县商会特派代表15．g，向有关税收机关商请核减或慢征。

37年4月20日，县政府训令。饬一区查禁虚设的商号及公司。

37年8月，百物狂涨，商店门可罗雀，生意一落千丈，唯米店、

番薯摊稍为热闹。

37年秋，县税捐处对商人课征营业税超规定数10倍，商人不能

依限缴纳，被科罚。

37年10月，县城米商赵鸿昌囤米牟利，被县政府传讯后押交地

方法院审理。

37年11月27日，县警察局公布取缔花爆业规则，对附城经营花

爆生意者进行约束。’ ．

37年冬，金圆券急贬，民众拒用。城乡交易通用港币、银圆(大

洋)或折用大米。

37年，因通货膨胀，物价时变，交寄国内邮资无法定值，每票

折用大米半斤。

38年(1949)1月中旬，由于外币波动及奸商操纵，各物价格猛

涨倍余。是月，市面发现“潮阳和平区商会"的临时辅币，而和平

区素无商会组织。2月24日下午2时，县商会维持辅币委员会奉令将

收回的辅币焚毁，县特派科员陈博之监焚o
+‘

38年5月，货币继续贬值，人心不安，少数食店、柴店停闭，市井

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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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月，建国后县第一个国营贸易机构一湖阳县贸易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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