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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化工商业志>的编写并出版，是我省化工商业史上

一项崭新的工作，也是我省化工商业文化建设中一件值得庆贺

的事．

广东化工商业相传成业较早，在明末清初，广东重镇佛山已

成行成业，设有。青靛行”、。洋南染料行”等行头及行业管理组

织，开始成为一个与工业生产，尤其是轻纺工业有着密切关联的

行业．历史上，化工商业作为商品流通的承担者，对促进当地工

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建国后，在改造旧工商业

和支援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市场，保障供给中，也担当了

重要的角色l在为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扩大就业渠道，巩固

工农联盟等方面同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我省化工商业行业的经

营活动进入兴盛时期，其特点是规模大、网点广、商品齐、渠道

多、经营活、流通快、效益好，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时

至今日，在我们能翻阅到的资料中，尚未见到一篇对该行业的形

成和发展有较详尽记述的文章．这次‘广东省化工商业志'的编

成出版，正弥补了历史留下的不足． ，

在广东化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许多可

供借鉴的经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

的原则，‘广东省化工商业志>对本行业近百年来，尤其是建国后

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分类记述．尽管有些资料

还不很详尽，但基本能如实地反映本行业不同历史时期的概貌、

行业特点及其在经济建设中的功能．这对于我们研究化工商业

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时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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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搞好行业的管理，网点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该行业在经济

建设中的功能作用，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资鉴作用的。它的编成

既可作“存史、资治”，亦可作为对后人进行传统教育的参考资
料．

。

今值《广东省化工商业志》出版之际，谨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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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广东省化工商业志>记述的主要范围是广东省化工商

业的历史和现状，包括1988年4月海南建省以前的化工商业状

况。

二、本志记述的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以史料而定；下限止于

1989年12月．为了纪述的方便和需要，部分章、节中的有关内

容，下限延伸至1990年．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修志原则，以广东化工

商业产生、形成和发展为主线，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广东国营化工商业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变化，特别是1978年

12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化工商业的发展和变化．

四、本志篇目设章、节、目，共分为12章29节，全书约40万

字．采用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及记、述、图、表、录等形式，实事

求是筛选资料而编纂，使之能反映时代特色和行业特点，力求按

志书的规范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

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年代除特别注

明外，一律为二十世纪的年代．

六、本志正文中的统计数字、数据、百分比和图表中的统计

数字以及公元纪年统一用阿拉伯数字的记数法，其余一律用汉

文书写．

七、本志所采用的计量单位、计量方法、计量标准一律按当

时的表述方式．币值接新币统计．数字用法则统一按1986年12

月31日‘人民日报>所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八、本志书按“生人不立传”的原则，对行业历史上有过贡献



的人物不作编入，涉及到个人的事只在有关篇章中用“以事系

人”的方式加以表述．
‘

九、广东国营化工商业，至1989年底共有33个省、市、县专

业公司、代表着全行业的经营活动及其演变过程．其中部分公司

在第十二章中作简介式的记述．
‘

十、本志资料来源广泛，集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工商联、

省商业厅档案室以及省化工原料公司、广州市化工原料公司、各

地有关市县化工原料公司、五交化公司和化工行业老同志、老行

尊所提供的有关史实资料编纂而成，故文中不设注解，有些重要

的行文出处在文中用括号形式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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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东化工原料商业行业，是一个由诸个经营实体组成，专门

从事化学工业产品的购，销、调、存活动的行业，这里包括了建国

前后的私营企业、个体、集体和国营商业的专门机构．

该行业以化学工业原料、合成染料(最早有植物染料)、油漆

(涂料)、有机和无机颜料、塑料原料以及各种中间体和近年发展

起来的精细化工产品为经营对象．在经营的具体商品中，约有

90％以上应用子工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唯少

数的化工原料、颜料、油漆和染料的个别品种适于民用．历史上，

广东化工商业的产生和形成与省内土布纺织业、纸伞制造业、染

整染纸业，建筑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创立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其

形成和发展与当地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轻工业的发达程

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省内沿海口岸线

各商埠以及工业、手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建

国以前，它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江门，汕头及兴宁、梅县和潮

州等市县．建国以后，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对内搞活的政策以后，随着全省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其分布

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带，而粤东、粤西、粤

北的一些重要市县，亦随当地经济的兴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广东为中国濒海省份，历史上与国外通商较早．作为化工商

业，是在广东早期颜料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演变过来的．它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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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业生产关系密切以外，与广东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对外贸

易较早也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因为该业经营的对象——

化工原料、合成染料、颜料、机制油漆均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

后由西方人逐步发明，并随中国海禁通开，逐步输入省内市场

的．这类商品，在建国以前，基本上依靠国外进口．尽管广东在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建了一些化工厂、油漆颜料厂，但多数

产量不大，品质不高，同时中间原料仍然依靠进口，不能自足。建

国以后，随着本国和本省工业生产的发展，才逐步改变了过去全

部依仰舶来的局面。近代广东化工商业是在中国海禁通开，舶来

品的到来，西方技术工艺的浸透，以及土洋商品在广东市场经过

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情况下逐步形成和兴起的．

广东化工商业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杂”到“专”，由。土”到

“洋”，分分合合的发展过程．

广东近代化工商业脱胎于早期的颜料业．作为早期的颜料

业(含染料、漆油)最早成业于何时，目前尚缺典籍稽考．据民国

初年(1911年)编修的《佛山忠义乡志》和《南海县志>记载，在清

末民初时已成行成业，且行头齐备．计有：洋南染料行，青靛行

(专营青靛者)、土靛行(自制或专营土产品者)、沙纸颜料业(据

称是一个与纸伞手工业配套的行业)、品料颜料业、药材丹颜料

业等，并成立了堂会和公所等行业组织．在广州、江门等地虽没

有完整的文字记载，但从一些档案资料中也发现早有颜料业的

存在．现时有据可考的商号，广州有“聚昌”(1835年创业，也有

说是1824年创业)、“仁兴”(1848年创业)、“金益”店(1821年创

业，也有说是1850年创业)、。广和”号(1890年创业)．佛山有

“义行”(1850年创业)、“隆华”(1864年创业)、“太和”(1880年

创业)，“三昌”颜料店(‘‘源吉林”甘和茶的前身，1882年创业)．

江门有“金益”栈(广州金益店的分号，1851年至1861年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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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汕头有“蔡利记桂合”(1887年创业)。梅州有“扬福荣”

(1840年创业)。兴宁有“晋山林”(1869年创业)等。

上述商号尽管成业较早，但早期所经营的商品主要是采集

于自然的土制品，严格地说尚不属于现代化学工业产品的范畴。

然而他们的成业和后期的发展演变，对广东化工商业的形成和

发展则起到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化学工业原料、合成染料、颜料和机制油漆作为西方十九世

纪工业技术革命的产物，通过贸易的方式输入广东市场的时间，

据清代光绪年间海关编制的《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记

载，约为光绪十一年(1886年)左右．当时以德国产品为主．中日

甲午战争(1894年7月一1895年3月)以后，开始有日本的“日

森”和“三井”洋行的颜料经广州I=I岸输入广东市场。民国十二年

(1923年)出版的《中国年鉴>中就有“在大战以前中国所消费之

人造靛，其中约有70％来自德国，嗣后德国商业断绝之后，日

本、法国、瑞士，美国乃继德人而供给靛青”的记载．洋货进入广

东市场以后，由于清政府施行厘税制度，中货有厘税、而洋货无

之，于是洋货之价目贱，中货之价日昂，价贱购用者多，价昂则销

售日少，所以往往以其价廉，推销促销手段灵活(延期付款、回扣

以及上门传授使用方法)，使用工艺简单，工效快等优点，逐步在

广东市场上打开销路，使旧颜料业和染料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为保护民族工商业，国人虽有过抵制排挤洋货的行为，比如

1905年的抵制美货，1919年的抵制日货等，但终因土产品处于

劣势而缺乏竞争能力。为求生存，一些商人逐步开始经营化学合

成品。清代以前，在人们的概念上颜料和染料并没有明确的区

分，都笼统地称为颜料。这类商品的经营者，通常将颜料、染料及

机制油漆、土产的油漆，颜料一并经营，自然地形成了土洋融合

的新颜料业体，成为近代化工商业的雏形．

到民国初年(1911年)，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性质、

性能、用途和销售对象都各自有别；以及当时海关对颜料、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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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等征税的税率、税种有不同，同时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化学

产品的资源，基本上由外国洋行及由中国人充任的买办所控制，

他们利用控制货源的有利条件，自己或通过亲友自立专营洋染

料的商号。当时在广州比较出名的就有“捷成”洋行买办源龙章，

他不但在广州，而且在佛山、广西梧州均开有商号．一些洋行也

物色了一批商号作其代理，从而带动了广州、佛山等地的一些以

专营化学合成染料为主的商号，逐步脱离颜料业体，单独成立洋

染料业。保留下来的商户包括部分以经营油漆、自制颜料光油为

主的商号，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左右，逐步衍变为土洋颜料

业(佛山则称为沙纸颜料业和涂料油漆颜料业)。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州工业生产逐步复苏，需要大量

的化工原料，为适应市场的供求变化，在原来洋染料和土洋颜料

两业体中，有经营化工原料历史和经验的业户以及一些兼营化

工原料的西药房，见专营化工原料有利可图，而逐步脱离原来的

业体，与一些应运而生的新商号一起，形成了独立的化学工业原

料商业．其他如江门、佛山、汕头、潮州、兴宁、梅县、韶关等地，因

当地工业尚没有发展起来的缘故，对化工原料的需求不大，以致

化工商业的业体没有细分，仍保留着颜料业原来的业体结构．

至此，在历史上，广东化工商业分别形成过颜料业、土洋颜

料业、洋染料业、化学工业原料业等自然行业．1907年以前，颜

料业以佛山最为集中和齐全；1907年以后，随着广三铁路的建

成和通车，颜料、染料的业务逐步转向以广州为中心。1949年10

月以前，广州就有专业商号259家，分为洋染料业、土洋颜料业、

化学工业原料商业等三个自然行业．到1955年全省有私营化工

商号578家，从业人员1，371人．其中广州市就有326家，从业

人员724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56．4％和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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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有一些较大的以外，其他多为小本生意，一般的商号有2—

5人左右，资本额在1000--2000元(以当时货币算)之间．较大

的商号则有10多人，资本额在2000--5000元之间，这部分仅为

少数．经济性质大致分为合资和独资两大类．经营方式有进出

口、批发、零售和批零兼营的，通常以批零兼营者为多．经营范围

一般都不大，品种有20一30个左右．小的商号通常只做市镇及

四乡(世人通指广州市周围的县镇或县城周围的乡镇)的生意，

大的商号则有长途运销的历史，范围遍及省内外．省内包括各大

市镇；省外运销湖南的衡阳、长沙；湖北的汉口、宜昌；云南的昆

明f四川的重庆；福建的龙岩、漳州I江西的龙南、赣州；甘肃的兰

州；陕西的西安，广西的梧州、桂林、南宁；贵州的贵阳以及上海、

天津等各大省会城市和邻近县区．货物来源方面，化工原料、染

料等主要从香港进口，多数以广州为中心向省内外集散，部分则

从汕头、江门，三水口岸以及开平三埠等地入口向粤东、粤西和

省内南路地区集散，颜料、油漆则有部分为地产品，主要是佛山

和广州的产品．商品储运方面，大多数商号不具备仓储条件和运

输工具，商品搬运通常委托运输行进行，商品储存方面，有条件

的商号则租用民房作仓库，无条件的则只有在店内存放小量的

商品，采取小批量勤进快出的办法，尽量做到少存货．在行业管

理上，1933年以前虽然各地普遍成立了商会和同业公会，但业

务上的实质性协调和管理极少，商号与商号之间也很少联系，同

时建国前的化工行业，其形成和发展没有整体规划和布局，完全

处于一种由封建意识所支配的裙带关系下盲目发展的自生自灭

状况．店号的分布则有群集的习惯．通常集中分布在某一条街

道上，如广州的洋染料、涂料业多分布在打铜街(现光复路)佛山

多分布在永安路等． ，

建国前的广东化工商业，其形成于旧中国主权丧失，市场被

各帝国主义资本垄断的特定环境之中，行业的起伏兴衰，总是处

在依赖外商洋行和受制于洋行的地位．进销业务和价格常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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