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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惠来经济长足发展，商

业出现崭新面貌的形势下，历经五年余的辛勤努力，《惠来县

商业志》出版了。这部志比较全面系统、如实地记述了惠来

商业在历史上的兴起、变化和发展过程。它的出版，将为研

究我县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资料，为今后商业工作提供

有益的借鉴。

我县位于南海之滨，商业兴起较先。早在十七世纪中叶，

商人借倚海运之便，取土特产之优，远销省内外，与各地贸

易往来，开我县商业之先导，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解放前由

于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几经起伏，发展较

慢。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逐步改造旧

商业，建立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商业体制，惠来

商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多种

经济成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一齐兴旺发达。随

着“改革、开放”和商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商业干

部、职工发扬团结拼搏，进取奉献的企业主人翁精神，积极

向外开拓，广辟商路，增设网点，扩大经营范围，搞活营销，

】



并与全国大多数省市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开创了商业工作

新局面，为我县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商业系统的未来任重道远，从

事商业工作的广大干部、职工，将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

策指引下，面对竞争，面对现实，以历史为鉴，不断总结经

验教训，团结拼搏，共同为惠来商业开拓一个更宽广的前景，

谱写历史新篇章。

2



J．上 ．土．

月IJ 舌

《惠来县商业志》‘是惠来县志中记述本县商业发展情况的一部专

志。在县志中，关于商业方面的记述，除《商业志》之外，还有供销

社、粮食局、水产局、医药公司、物资局以及工商联等各部门的专志，

从各个方面反映惠来商业发展情况。县商业局是县人民政府中主管

全县商业的职能部门，负有统一管理全社会商业的职责，因此，本书

的编写，以全社会商业发展过程为主线，在记述全社会商业发展过程

中，着重记述国营商业的情况。具体内容上，对解放前部分以及解放

后关于商品流通体制和市场情况等方面，着重对全社会商业的记述；

对商业机构、商品购销和经营管理各部分，则仅限于县商业局系统范

围之内。本书行文中所称的“国营商业”(有时也称“商业部门”或

“商业系统”)，是指商业局系统而言。

建县以来，本县疆域屡经改变，解放后，商业体制和经营分工也

多次变革，本书均按当时的地域和经营范围的实际情况记述。

本书记载时间，上限自建县始，下限至1987年底止(个别数字

资料衍至1990年)。图片资料全部取自现在。本县撤销县制期间

(1958年12月至1961年2月)本书不作记述。

计量单位及货币单位，解放前按当时实际使用单位名称记载；解

放后，计量单位除个别地方外，统一换算为现行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货币一律换算为现行人民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概 述⋯⋯⋯⋯⋯⋯⋯⋯⋯⋯⋯⋯⋯⋯⋯⋯⋯⋯⋯⋯⋯⋯⋯⋯⋯⋯”：⋯⋯⋯⋯⋯(1)

大事记⋯⋯⋯⋯⋯⋯⋯⋯⋯⋯．-．⋯⋯⋯⋯⋯⋯⋯⋯⋯⋯⋯⋯⋯⋯⋯⋯⋯⋯⋯⋯⋯⋯·(7)

第一章解放前惠来商业⋯⋯⋯⋯⋯⋯⋯⋯⋯⋯⋯⋯⋯⋯⋯⋯⋯⋯⋯⋯⋯⋯⋯(19)

第一节发展概略⋯⋯⋯⋯⋯⋯⋯⋯⋯⋯⋯⋯⋯⋯⋯⋯⋯⋯⋯⋯⋯⋯⋯⋯⋯(19)

第二节 “南港生意’’ ．：⋯⋯⋯⋯⋯⋯⋯⋯⋯⋯⋯⋯⋯⋯⋯⋯⋯⋯⋯⋯⋯·(21)

第三节输出与输入⋯⋯⋯⋯⋯⋯⋯⋯⋯⋯⋯⋯⋯⋯⋯⋯⋯⋯⋯⋯⋯⋯⋯(23)

第四节市 镇⋯⋯⋯⋯⋯⋯⋯⋯⋯⋯⋯⋯⋯⋯⋯⋯⋯⋯⋯⋯⋯⋯⋯⋯⋯(24)

第五节商业经营⋯⋯⋯⋯⋯⋯⋯⋯⋯⋯⋯⋯⋯⋯⋯⋯⋯⋯⋯⋯⋯⋯⋯⋯⋯(26)

(一)商业形式⋯⋯⋯⋯⋯⋯⋯⋯⋯⋯⋯⋯⋯⋯⋯⋯⋯⋯⋯⋯⋯⋯⋯⋯⋯⋯(26)

(二)经营方式⋯⋯⋯⋯⋯⋯⋯⋯⋯⋯⋯⋯⋯⋯⋯⋯⋯⋯⋯⋯⋯⋯⋯⋯⋯⋯(28)

(---)企业内部管理⋯⋯⋯⋯⋯⋯⋯⋯⋯⋯⋯⋯⋯⋯⋯⋯⋯⋯⋯⋯⋯⋯⋯⋯(29)

第六节商业团体⋯⋯⋯⋯⋯⋯⋯．．．．．．⋯⋯⋯⋯⋯⋯⋯⋯⋯⋯⋯⋯⋯⋯⋯⋯(30)

本章附表：

惠来县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其分布与运销表⋯⋯⋯⋯⋯⋯⋯⋯⋯⋯⋯⋯⋯⋯(31)

惠来县运销县外大宗产品表⋯⋯⋯⋯⋯⋯⋯⋯⋯⋯⋯⋯⋯⋯⋯⋯⋯⋯⋯一⋯(32)

从汕头运入物品约数表⋯⋯⋯⋯⋯⋯⋯⋯⋯⋯⋯0@000⋯⋯：⋯⋯⋯⋯⋯⋯⋯”(32)

惠来县市镇、商户、圩期表⋯⋯⋯⋯⋯⋯⋯⋯⋯⋯⋯⋯⋯⋯⋯⋯⋯⋯⋯⋯⋯(33)

第二章解放后商业体制沿革⋯⋯⋯⋯⋯⋯⋯⋯⋯⋯⋯⋯⋯⋯⋯⋯⋯⋯⋯⋯⋯(34)

第一节国营商业建立和发展⋯⋯⋯⋯⋯⋯⋯⋯⋯⋯⋯⋯⋯⋯⋯⋯⋯⋯”(34)

第二节对私营商业的改造⋯⋯⋯⋯⋯⋯⋯⋯⋯⋯⋯⋯⋯⋯⋯⋯⋯⋯⋯⋯(35)

第三节 。大跃进”与国民经济调整⋯⋯⋯⋯⋯⋯⋯⋯⋯⋯⋯⋯⋯⋯⋯(40)

第四节突出“两条道路的斗争"⋯⋯⋯⋯⋯⋯⋯⋯⋯⋯⋯o⋯⋯⋯⋯⋯(42)

第五节改革，开放、搞活⋯⋯⋯⋯⋯⋯⋯⋯⋯⋯⋯⋯⋯⋯⋯⋯⋯⋯⋯⋯(44)

本章附表：

惠来县解放后历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而⋯⋯⋯⋯(47)

惠来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商业机构、零售网点统计表⋯⋯⋯⋯⋯⋯⋯⋯⋯(48)

惠来县1987年乡镇企业中商业、饮食业统计表⋯⋯⋯⋯⋯⋯⋯⋯⋯⋯⋯⋯⋯(48)

第三章商业机构⋯⋯⋯⋯⋯⋯⋯⋯⋯⋯⋯⋯⋯⋯⋯⋯⋯⋯⋯⋯⋯⋯⋯⋯⋯⋯⋯(49)

第一节商业行政管理机构⋯⋯⋯⋯⋯⋯⋯⋯⋯⋯⋯⋯⋯⋯⋯⋯⋯⋯⋯⋯(49)

5



第二节国营商业企业⋯⋯⋯⋯⋯⋯⋯⋯⋯⋯⋯⋯⋯⋯⋯⋯⋯⋯⋯⋯⋯⋯(50)

(一)“一揽子’’贸易公司⋯⋯⋯⋯⋯⋯⋯⋯⋯⋯⋯⋯⋯⋯⋯⋯⋯⋯⋯⋯⋯⋯(50)

(二)土产贸易公司⋯⋯⋯⋯⋯⋯⋯⋯⋯⋯⋯⋯⋯⋯⋯⋯⋯⋯⋯⋯⋯⋯⋯⋯(51)

(三)百货公司．．．⋯⋯⋯⋯⋯⋯⋯⋯⋯⋯⋯⋯⋯⋯⋯⋯⋯⋯⋯⋯⋯⋯⋯⋯⋯(52)

(四)纺织品公司⋯⋯⋯⋯⋯⋯⋯⋯⋯⋯⋯⋯⋯⋯⋯⋯⋯⋯⋯⋯⋯⋯⋯⋯⋯(53)

(五)五金交电公司．⋯⋯⋯⋯⋯⋯⋯⋯⋯⋯⋯⋯⋯⋯⋯⋯⋯⋯⋯⋯⋯⋯⋯⋯(54)

(六)石油公司⋯⋯⋯⋯⋯⋯⋯⋯⋯⋯⋯⋯⋯⋯⋯⋯⋯⋯⋯⋯⋯⋯⋯⋯··：⋯(54)

(七)糖烟酒公司⋯⋯⋯⋯⋯⋯⋯⋯⋯⋯⋯⋯⋯⋯⋯⋯⋯⋯⋯⋯⋯⋯⋯⋯⋯(55)

(八)食品公司⋯⋯⋯⋯⋯⋯⋯⋯⋯⋯⋯⋯⋯⋯⋯⋯⋯⋯⋯·：⋯⋯⋯⋯⋯⋯·(．56)

(九)华侨商品供应公司⋯⋯⋯⋯⋯⋯⋯⋯⋯⋯⋯⋯⋯⋯⋯⋯⋯⋯⋯⋯⋯⋯(58)

(十)信托贸易公司⋯⋯⋯⋯⋯⋯⋯⋯⋯⋯⋯⋯⋯⋯⋯⋯⋯⋯⋯⋯⋯⋯⋯⋯(58)

(十一)国营商业发展公司 国营商业总公司⋯⋯⋯⋯⋯⋯⋯⋯⋯⋯⋯⋯⋯(58)

(-I-二)六十年代初期两个贸易公司⋯⋯⋯⋯⋯⋯⋯⋯⋯⋯⋯⋯⋯⋯⋯⋯⋯(59)

第三节国营饮食服务公司⋯⋯⋯⋯⋯⋯⋯⋯⋯⋯⋯⋯⋯⋯⋯⋯⋯⋯⋯(59)

第四节集体商业⋯⋯⋯⋯⋯⋯⋯⋯⋯⋯⋯⋯⋯⋯⋯⋯⋯⋯⋯⋯⋯⋯⋯⋯⋯(61)

本章附表：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1987年基本情况表⋯⋯⋯⋯⋯⋯⋯⋯⋯⋯⋯⋯⋯⋯⋯⋯⋯(64)

惠来县商业局历任局长名单⋯⋯⋯⋯⋯⋯⋯⋯⋯⋯⋯⋯⋯⋯⋯⋯⋯⋯⋯⋯⋯(65)

患来县商业局历任副局长名单⋯⋯⋯⋯⋯⋯⋯⋯⋯⋯⋯⋯⋯⋯⋯⋯⋯⋯⋯⋯(66)

惠来县商业局所属经营机构沿革表⋯⋯⋯⋯⋯⋯⋯⋯⋯⋯⋯⋯⋯⋯⋯⋯⋯⋯(67)

1987年惠来县商业局系统全县经营机构分布图⋯⋯⋯⋯⋯⋯⋯⋯⋯⋯⋯⋯⋯(69)

1987年惠来县商业局系统县城经营机构、网点分布图⋯⋯⋯⋯⋯⋯⋯⋯⋯⋯(71)

惠来县商业局归口领导的集体商业部分年份基本情况表⋯⋯⋯⋯⋯⋯⋯一⋯(73)

惠来县商业局归口领导的集体商业1987年基本情况表⋯⋯⋯⋯⋯⋯⋯⋯．⋯⋯(73)

第四章商品购销⋯⋯⋯⋯⋯⋯⋯⋯⋯⋯⋯⋯⋯⋯⋯⋯⋯⋯⋯⋯⋯⋯⋯⋯⋯⋯⋯订4)

第一节农副产品采购⋯”A⋯⋯⋯⋯⋯⋯⋯⋯⋯⋯⋯⋯⋯⋯⋯⋯⋯⋯(74)

(一)生猪收购⋯⋯⋯⋯⋯⋯⋯⋯⋯⋯⋯⋯⋯⋯⋯⋯⋯：⋯⋯⋯⋯⋯⋯⋯⋯“(76)

(二)家禽、蛋品收购⋯⋯⋯⋯⋯⋯⋯⋯⋯⋯⋯⋯⋯⋯⋯⋯⋯⋯⋯⋯⋯⋯⋯(79)

(三)蔗糖收购⋯⋯⋯⋯⋯⋯⋯⋯⋯⋯⋯⋯⋯⋯⋯⋯⋯⋯⋯⋯⋯⋯⋯⋯⋯⋯(80)

第二节县内工业品收购⋯⋯⋯⋯⋯⋯⋯⋯⋯⋯⋯⋯⋯⋯⋯o⋯⋯⋯⋯⋯(83)

(一)地产酒收购⋯⋯⋯⋯⋯⋯⋯⋯⋯⋯⋯⋯⋯⋯⋯⋯⋯⋯⋯⋯⋯⋯⋯⋯⋯(83)

(二)市场收购⋯⋯⋯⋯⋯⋯⋯⋯⋯⋯⋯⋯⋯⋯⋯⋯⋯⋯⋯⋯⋯⋯⋯⋯⋯⋯(84)

第三节县外商品购进⋯⋯⋯⋯⋯⋯⋯⋯⋯⋯⋯⋯⋯⋯⋯⋯⋯⋯⋯⋯⋯⋯(84)

第四节两个采购组⋯⋯⋯⋯⋯⋯⋯⋯⋯⋯⋯⋯⋯⋯⋯⋯⋯⋯⋯⋯⋯⋯⋯(86)

第五节商品供应⋯一⋯⋯⋯⋯⋯⋯⋯⋯⋯⋯⋯⋯⋯⋯⋯⋯⋯⋯⋯⋯⋯⋯⋯(86)

6



(一)凭票定量供应⋯⋯⋯⋯⋯⋯⋯⋯⋯⋯⋯⋯⋯⋯⋯⋯⋯⋯⋯⋯⋯⋯⋯⋯(88)

(二)计划分配⋯⋯⋯⋯⋯⋯⋯⋯⋯⋯⋯⋯⋯⋯⋯⋯⋯⋯⋯⋯⋯⋯⋯⋯⋯⋯(89)

(三)特需供应⋯⋯⋯⋯⋯⋯⋯⋯⋯⋯⋯⋯⋯⋯⋯⋯⋯⋯⋯⋯⋯⋯⋯⋯⋯⋯(89)

(四)高价供应⋯⋯⋯⋯⋯⋯⋯⋯⋯⋯⋯⋯⋯⋯⋯⋯⋯⋯⋯⋯⋯⋯⋯⋯⋯⋯(91)

第六节批发、零售业务⋯⋯⋯⋯⋯⋯⋯⋯⋯⋯⋯⋯⋯⋯⋯⋯⋯⋯⋯⋯⋯⋯⋯(91)

(一)批发业务⋯⋯⋯⋯⋯⋯⋯DO@@00 000⋯⋯⋯⋯⋯⋯⋯⋯⋯⋯⋯⋯⋯⋯⋯⋯(91)

(二)零售业务⋯⋯⋯⋯⋯⋯⋯⋯⋯⋯⋯⋯⋯⋯⋯⋯⋯⋯⋯⋯⋯⋯⋯⋯⋯⋯(93)

第七节物资交流会⋯⋯⋯⋯⋯⋯⋯⋯⋯⋯⋯⋯⋯⋯⋯⋯⋯⋯⋯⋯⋯⋯⋯(94)

第八节商品调出⋯⋯⋯⋯⋯⋯⋯⋯⋯⋯⋯⋯⋯⋯⋯⋯⋯⋯⋯⋯⋯⋯⋯⋯⋯(96)

本章附表：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历年国内纯购、纯销总值表⋯⋯⋯⋯⋯⋯⋯⋯⋯⋯⋯⋯⋯(97)

惠来县历年生猪生产、收购统计表⋯⋯⋯⋯⋯⋯⋯⋯⋯⋯⋯⋯⋯⋯⋯⋯⋯⋯(98)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历年家禽、蛋品收购统计表⋯⋯⋯⋯⋯⋯⋯⋯⋯⋯⋯⋯⋯(99)

惠来县历年糖蔗、蔗糖生产、收购统计表⋯⋯⋯⋯⋯⋯⋯⋯⋯⋯⋯⋯⋯⋯⋯(IOO)

惠来县历年饮料酒生产、收购、调出统计表⋯⋯⋯⋯⋯⋯⋯⋯⋯⋯⋯⋯⋯⋯(101)

历年民用棉布定量分配情况表⋯⋯⋯⋯⋯⋯⋯⋯⋯⋯⋯⋯⋯⋯⋯⋯⋯⋯⋯⋯(102)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历年主要商品县内销售统计表⋯$·O@@@000 900⋯⋯⋯⋯·’．⋯⋯(104)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历年主要农副产，品调出统计表一⋯⋯⋯⋯⋯．．．⋯⋯⋯⋯⋯(109)

第五章饮食、服务业商办厂、场⋯⋯⋯⋯⋯⋯⋯⋯⋯⋯⋯⋯⋯⋯⋯⋯⋯(110)

第一节饮食业ooo@oo oo$o@@0@$⋯⋯⋯⋯⋯⋯⋯⋯⋯⋯⋯⋯⋯⋯⋯⋯⋯⋯⋯⋯(110)

第二节旅店业⋯⋯⋯⋯⋯⋯⋯⋯⋯⋯⋯⋯⋯⋯⋯⋯⋯⋯⋯⋯⋯⋯⋯⋯⋯(112)

第三节照相业⋯⋯⋯⋯⋯⋯⋯⋯⋯⋯⋯⋯⋯⋯⋯⋯⋯⋯⋯⋯⋯⋯⋯⋯⋯(114)

第四节商办工厂⋯⋯⋯⋯⋯⋯⋯⋯⋯⋯⋯⋯⋯⋯⋯⋯⋯⋯⋯⋯⋯⋯⋯⋯(115)

第五节商办农、牧场⋯⋯⋯⋯⋯⋯⋯⋯⋯⋯⋯⋯⋯⋯⋯⋯⋯⋯⋯⋯⋯．，．(116)

(一)惠来县商业局杜猴寮牧场⋯⋯⋯⋯⋯⋯⋯⋯⋯⋯⋯⋯⋯⋯⋯⋯⋯⋯⋯(116)

(二)惠来县食品公司苗种场⋯⋯⋯⋯OO$00@@·0 OO·@Q@⋯⋯⋯⋯⋯⋯⋯⋯⋯⋯⋯(117)

(三)其他一些农、牧场⋯⋯⋯⋯⋯⋯⋯⋯⋯⋯⋯⋯⋯⋯⋯⋯⋯⋯⋯⋯⋯⋯(118)

本章附表：

惠来县国营馀服务公司历年经营情况表(部分年份)⋯⋯⋯⋯⋯⋯⋯⋯⋯⋯⋯(120)

惠来县糖专公司糖饼厂历年产值、产量统计表⋯⋯⋯⋯⋯⋯⋯⋯⋯⋯⋯⋯⋯⋯(120)

第六章经营管理⋯⋯⋯⋯⋯⋯⋯⋯⋯⋯⋯⋯⋯⋯⋯⋯⋯⋯⋯⋯⋯⋯．．．⋯⋯⋯(121)

第一节国营商业管理体制⋯⋯⋯⋯⋯⋯⋯⋯⋯⋯⋯⋯⋯⋯⋯⋯(121)

第二节计划统计⋯⋯⋯⋯⋯⋯⋯⋯⋯⋯⋯⋯⋯⋯⋯⋯⋯⋯⋯⋯⋯⋯⋯⋯(123)

(一)商品流转计划⋯⋯⋯⋯⋯⋯⋯⋯⋯⋯⋯⋯⋯⋯⋯⋯⋯⋯⋯⋯⋯⋯⋯⋯(123)

(二)商品流转统计⋯⋯⋯⋯⋯⋯⋯⋯⋯⋯⋯⋯⋯⋯⋯⋯⋯⋯⋯⋯⋯⋯⋯⋯(125)

7



8

第三节财务会计⋯⋯⋯⋯⋯⋯⋯⋯．．．⋯⋯⋯⋯⋯⋯⋯⋯⋯⋯⋯⋯⋯⋯⋯(127)

(一)财务管理⋯⋯⋯⋯⋯⋯⋯⋯⋯⋯⋯⋯⋯⋯⋯⋯⋯⋯⋯⋯⋯⋯⋯⋯⋯⋯(127)

(二)会计核算⋯⋯⋯⋯⋯⋯⋯⋯⋯⋯⋯⋯⋯⋯⋯⋯⋯⋯⋯⋯⋯⋯⋯⋯⋯⋯(130)

第四节物价管理⋯⋯⋯⋯⋯⋯⋯⋯⋯⋯⋯⋯⋯⋯⋯⋯⋯⋯⋯⋯⋯⋯⋯⋯(132)

第五节劳动工资一⋯⋯⋯⋯⋯⋯⋯⋯⋯⋯⋯⋯⋯⋯⋯⋯⋯⋯⋯⋯⋯⋯⋯(137)

(一)人事管理⋯⋯⋯⋯⋯⋯⋯⋯⋯⋯⋯⋯⋯⋯⋯⋯⋯⋯⋯⋯⋯⋯⋯⋯⋯⋯(137)

(二)职■队伍⋯⋯⋯⋯⋯⋯⋯⋯⋯⋯⋯⋯⋯⋯⋯⋯⋯⋯⋯⋯⋯⋯⋯⋯⋯⋯(138)

(三)职工工资⋯⋯⋯⋯⋯⋯⋯⋯⋯⋯⋯⋯⋯⋯⋯⋯⋯⋯⋯⋯⋯⋯⋯⋯⋯⋯(139)

第六节文化技术培训⋯⋯⋯⋯⋯⋯⋯⋯⋯⋯⋯⋯⋯⋯⋯⋯⋯⋯⋯⋯⋯⋯(142)

本章附表；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部分年份主要财务指标完成实绩⋯⋯⋯⋯⋯⋯⋯⋯⋯⋯⋯(145)

惠来县历年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表(牌价)⋯⋯⋯⋯⋯⋯⋯⋯⋯⋯⋯⋯⋯(146)

惠来县历年主要农副产品销售价格表(牌价)⋯⋯⋯⋯⋯⋯⋯⋯⋯⋯⋯⋯⋯(147)

惠来县几个年份主要工业品零售价格表⋯⋯⋯⋯⋯⋯⋯⋯⋯⋯⋯⋯⋯⋯000 000(148)

惠来县惠城市场集市贸易成交价格表⋯⋯⋯⋯⋯⋯⋯⋯⋯⋯⋯⋯⋯⋯⋯⋯⋯(149)

惠来县几个主要年份零售物价指数表⋯⋯⋯⋯⋯⋯⋯⋯⋯⋯⋯⋯⋯⋯⋯⋯，(150)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几个年份人员及工资情况⋯⋯⋯⋯⋯⋯⋯⋯⋯⋯⋯⋯⋯⋯(151)

惠来县商业局系统1987年职工队伍基本情况⋯⋯⋯⋯⋯⋯⋯⋯⋯⋯⋯⋯⋯(151)

急来县商业局系统八十年代干部职工参加各类型学校学习人数⋯⋯⋯⋯⋯⋯(151)



概述

概 述

惠来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北倚大南山，南濒南海，属丘陵地带。全县总面积(现

有)1253平方公里(注)，总人口741151人(1987年底统计数)。经济以农为主，兼有山、

海之利，平原、坡地，饶有经济作物，山区盛产林、果，滨海为鱼、盐产区，向来农副

土特产品输出县外颇多。沿海多港口，海运方便，神泉、靖海诸港，可与沿海各城市通

航，商业兴起较早。据《惠来文物志’考证，唐宋年间，就已有闽、粤商船到神泉等地

贸易。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之世，商贸尤为发达。惟因地处海隅，北阻大

南山，陆路交通不畅，内河水运也不甚发达，沿海港口狭浅，大船不能停泊；加上长期

封建统治，生产落后，实业不兴，经济不振，故惠来商业之发展也相对较慢。

建县之初，各处圩市渐次形成，县内商业逐渐兴起。但其时，地僻人稀，治安不宁，

海氛不靖，商业未能很好发展。明末清初之际，兵荒相仍，斥海疆，禁海运，经济日蹙，

商业更趋衰落。
‘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渐趋安定，复海疆，弛海禁，经济逐渐复苏，惠来商

业渐趋发展．神泉、靖海诸港，与省内外沿海城市，远至苏州、杭州，常有商船往来，贸

易颇盛。清乾隆年间，神泉设立海关正税口，辖靖海挂号口，足见其时海运贸易之发达。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国弱民穷；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兵祸频仍，灾荒相继，社

会经济凋蔽，惠来商业之发展，转入低落阶段．至1931年以后，社会相对稳定，水陆交

通也渐趋通畅，加上连年自然灾害较少，农业有较好收获，农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惠

来商业又逐渐振兴，对县外输出、输入产品增多，县内市场日渐繁荣。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计民生日渐困难，市场渐趋冷淡。1939年六月以后，汕头、潮

安、潮阳等地先后沦陷，商民星散、转徙，商业渐向内地发展。其时，由于潮汕沿海港

I：I大多数沦陷，惠来之神泉、靖海诸港，为潮汕非敌占区仅存港口，逐渐发展对香港的

贸易。1940年开始，神泉设海关机构，正式成为I=l岸，进出口贸易活跃，惠来商业盛极

一时。但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香港陷于日寇，海运受阻，惠来商业又转

向衰退。1943年，又遭饥荒，农村经济破产，商业愈益凋蔽。

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腾，人心振奋，经济开始复苏，市场呈欣欣向荣之势。汕头

光复之初，海运未复，神泉与香港之贸易，再度兴起。从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底，惠

来商业又转兴旺发达。但至1946年底，汕头海运已渐恢复，接着神泉‘‘封港”，惠来商

业又转趋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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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以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货币信用崩溃，市面以米易物，

金融一片混乱，社会经济日益衰竭，市场不景气，殷商富户，大肆投机垄断，买空卖空，

高利盘剥，正常经营日益困难，小本生意停业倒闭，惠来商业遂一蹶不振。

1949年5月，惠来全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惠来商业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前进。

解放之初，人民政府迅速成立和发展国营贸易机构，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主体，发

挥对市场的领导作用。同时，着手整顿市场，逐步扭转市场混乱状态；接着，打击投机

倒把，取缔不法奸商，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相结合，刹住了由投机分子刮起的涨价

风，稳定了市场物价．1950年5月，县人民政府设工商科，加强对全县商业工作的领导

和管理。1951年，开始建立各级供销合作社，逐步占领农村市场，成为国营商业有力助

手．对私营商业，保护其合法经营，发挥其积极作用。在国营商业领导下，各种经济成

份的商业，积极开展经营，大力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促进本县经济恢复发展，市场日渐

繁荣。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商业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资金统一调度，商

品统一调拨。在当时，对于集中财力物力，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打击投机倒

把，稳定市场物价，起了重大作用。 j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进入有系统的社会主义

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本县国营商业迅速发展。商业机构方面，继1952年建立百货

公司之后，1953年起，先后建立专卖、纱布、糖业、食品、油脂、药材等专业公司。管

理体制上，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观能

动性，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有利于国营商业更好发展。在购销政策上，对部份关

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或计划收购，对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或统购包销；对

商品的分配和供应，实行统筹兼顾，有计划地分配，并对部份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

品，采取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从而加强了国营商业统一领导和调节的作用．这个时期，

供销合作社也有较大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先后几次调整经营分工，协调关系，共

同做好全县的商品收购和供应，安排好城乡市场，加强对私营商业的改造．

对私营商业，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系

统地进行改造。在做好整顿、安排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其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1955年

底至1956年初，掀起对私改造高潮，全县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小贩，纷纷组成公私合营

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1957年，基本完成对私营商业和小商小贩的所有制的改造。

对私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县形成以国营商业为领导、供销社为助手、有公私合营

和合作商业参加、农贸集市作为必要补充的，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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