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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物资局志》是一部专述长沙市物资局

成立以来各项工作的全书。它的编纂出版，是长沙
市物资局和全体职工一件有十分意义的事。

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产，源远流

长，绵延不断，迄今有二千多年历史，为我国的自

然，社会和人文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历史资
料。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在这继往开来的新

‘时代，党中央再次强调，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在批判地继承旧方志的基础上，以改革、创新

的精神，修好新方志．物资流通是整个经济工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份，长沙市物资局自1958年组建以
来，经历了2 7个春秋。二十多年来，全局广大职

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思想，同心同德．

建设“四化”，使长沙市物资局工作发生了巨大变
化。征这当中，也几经波折，既有胜利的欢乐，书．
有失误的苦衷。古人云： “盛世修志，乱世筑城”。

目专i，我国正是鼎盛时袭，我们有责任把全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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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光辉业绩，以及在创建过程中的兴衰成败，
经验教训，如实地记入史册。用新的观点，新的材

料，新的方法，编写一部观点比较正确，体例比较

完备，内容比较翔实的物资局工作全书。借以激励
全局职工更加热爱物资工作，热爱祖国，热爱社会
主义，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
史料。

《长沙市物资局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为准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讳，秉笔直
书，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记取经
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

《长沙市物资局志》上限1 958年，下限1 985年，
但按“详今略古”， “以类系时”的原则，适当上

溯；志目以综合并列为主和综合、并列相融为辅；

结构用章、节、目，以事类从，横排竖写，以横为．
主，纵横结合；排列先经济，后政治，再行政；体
裁述，记，志、传、 图、录诸体并用。并以序为
导。以述为纲，以记为径，以志为主，以录为补，

随文插入图表，图文相辅，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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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上对先辈，下对子孙负责的千秋
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沙市物资局志》自始

至终得到各级组织和领导的重视，得到长沙市志办

的指导， 得到老同志、行家们的关心，得到各公

司、县(郊)物资局修志办的支持，我们在这里一
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经验缺乏，水平有限，加上史料不全，
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敬祈读者谅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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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物资鄙门所经营的物资，土i婴魁zj宇：资料l扣埘渊民经济发艘

确‘誉避大影H向的原材料、燃料及机电产。钴。如钢材、生铁、木

材、水j旺，玻璃、纯碱、橡胶、机床、}?i车、电器、煤炭、踉油

等。

k沙地处稍城，濒靠湘江，逆江而UIJ达衡阳，顺水通洞庭

湖、长江刊‘’j省外各地梢连；京广铁路北通武汉，7ji适浙赣，西

接川，贵，南连两』。、1；公路通往全省和邻甫各地，交通力艘，群

商荟攀，为商馥集敞之K。早在咸丰√t年(1851年)就确‘。i?庆

({吐fllj阡|iii)人杨长贤兄弟，卉0k叫二茌7．J}：设“杨，f二蔡t J子铺"。

翌年，在草潮门外设秒木码头，有逆木。{：人数十人。术柑蹦“龙

泉码价"法围尺扣码汁两算价，进行竹木交易。川治初年(]861

年)有铁业、煤炭、№、石灰业、金器业、木器业相继出现。 i十

世纪初叶，长沙开埠，圜内外客商蜂拥晰歪，江嘶tllli,J!t!'i：-t锚，街

头店铺栉比，难产资料商业随之发展。至民国十·年(】922乍)，

全I}『拥有五金、颜料、棉纱、玻璃、煤炭、铁铺、冶坊、锏、锑、

锡等业2】0余家。比嘲。：?十七年(1938年)：艾夕久火，<j城／,l‘之

一‘炬，iC商大户纷纷挟资外迁，商业小户，从瓦砾中整理砖物歪

新搭捌。学业。随后¨寇进犯，经四次会战，长沙毂了占哭火，市场

濒惦i稚痪。比圆三十I幽’憾(1945{]j)抗战牲利，“．、毗待必，4粗人

纷纷．呕长复业、√N匕，剑】9。19年全市生产资料经。j孙d广t这760余
家。



物资流通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解放前，长沙

经济落后，没有工业丛础，全市只有一些农矿产品粗加工和修理

的手]：作坊：[场。手工忙坊所需生产资料，攮本上由商业从外埠

购进棚自产内销，当时长沙市的生产资料商户虽有700余家，但

tkff]‘一般只经营房屋、家俱、日用j霄，的建造和修圳月j的零配件
等，r、}f，生j一*叫∥j生产资料商户基本L：娃相脱离的。

长沙解放后，l”战焕发了青春，工业生产、城11j建没迅速缛

到恢复和发腱。逐步形成了以机械、化：亡、轻：12、～zj}-z。I：为土，门

类较企的：■业郝门，纠]985年，仑市孝J?!氽业沛伊技l，071，、．
]：、【|==总j屯他j兰31 7，707万元，比1 9．1 9；l越l乏j8 f膏。 ：。．’凇谈i廊

；i2农业00之次圮芝的需!要，建同后，刚家一?i H『j没I愆ni傺资农．<

的企业，取缔』‘l‘弛!：f主义经营特权，逐步完成了对R砍资木．：o：

-=工哺、比l’睁陆会也义改造，并先后绡戏f⋯羽．E、⋯B"O-材·务。，川I／、．沙外套

司、．：÷私，，’矗}iI：_jjj萄币：、{E公司、公私禽：。。j长?，步介。卜譬i曩、矗．}；0，．．‘毋

筑器材j?州、肖化瞰公i‘订等，m市‘财委荻责物资计≯嘶找， ．鼻

铆门经7．誊轴，搠拶㈡泔j ajD生。F襄『：f=缝ji p充一f’t勺计!叫≯．．．勺
主自引功资流通体捌。从此，物资流通部f-]开始组织^_产i备料t。三

利生J?i磷科纠赞旧联绀一}．：作，儿是嘲管企业、公私A茸企业“奠物

资消耗拎ji的r、¨、!，统。ffl中央计划分配，lIj备}彳■5．门的?’：鞘

机构组织供{：出。坩1些集体所有制、私营生产企业则通过市：曩、}}，

部j-J，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由国营商、比组织供应。

随着物资计㈧洲度的建立，生产力的，不断发疑和生产部_的

·增多，生产资料在。2“tL：L⋯L之间的关系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爱·，?：要

有专业化的流通部f掩i接计划，在生产与生产消费之间发挥峪梁

和纽带作朋。在此情况下，1958-／：F-7月长沙市物资供应岗成t，在

长沙流通市场开始ff__I现了一个新型的独立于生产；邵门和商业吖1

之外的专业流通的雏形。：这对组织物资计划的宴施H川_t资咎的

≯



收购、供瞳和渊度，为发展地方工业生，七建设都起到霭大作州e

建局后的1959年，组织供应钢材达3，850Ⅱ@，有色金属293吨，

各种机床58台，水泥994吨，平极玻璃710标箱，销售额达

1，229万元。为了进一步加强物资的管理，做好物资供应jJ：作，

1960年7月，长沙市物资供应局改为长沙市物资管理局，接管了

市有关主管局的物资供销机构的仓库雨1人员，实行以“条条为主、

条块结合"的物资管删体制。物资调拨分配插标到埘，物资供应

到广，对生产企业所需物资，Efl物资部门按照主管部门的分配指

标组织订货、催货和供应，大宗物资组织直达到F。

这种物资管理体制对当时目民经济的凋整和发展，最起j’积

极的促进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特别魁在计

划-执行中还缺乏统一的组织与管理。为此，l二}j央进一步挝出物资

工作实行“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改革方针，要求物资邓门建

立裥发胺业务垂直的物资专业公司，物资计划分配iJ．"t拔实行上下

对E』，按经济障蜘进行调拨供应，1965年7月便将长沙I如’物谈管避

局，改为湖南省长沙物资管理局，担负经济区划的供虚任务。7伞

局没有8个专业公司，职工525人，实行人财物“三垂直’’领导，

按照经济区划组织对在长的中央、省、市罹企业和毗邻8个县的

物资供应和调拨。1966年-购进6，843万元，销售6，9361乃-。，亡，利润

36万元。供应钢材18，349吨，生铁3，845fI,L，有色887 u，E，烧碱

1，450吨，纯碱2，703{1@，玻璃13，841标箱，水泥16，929吨，橡胶

427§i。这一时期，是长沙物资部门的兴盛时期。

“文化久革命’’，长沙市物资部门受到波及，1968：1-#．10月湖

南宙艮沙物资管理硒，随着长沙f仃行政机构的撤并面撤寸}．久多数

人员披F放劳动锻炼。长沙l_ij虽然成啦了物资供膨公c副，封41绥组

织物资供应，但物资管理工作和许多行之有效的的分配供应制

度，办法被废弃了，生广二形势不好，物资管r4 7f：怍一度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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