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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腹地，古今交通要冲， 物产丰

富，人民勤劳，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商业贸易历史悠

久。
。

．

远在汉武帝时代，大理为“蜀身毒道”中经之路。自唐代南诏

至元灭大理国、建云南行省之前的五百多年间，又是云南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各族商人，经营于滇西北各地，贸易于西藏、印、

缅之间，南诏设管理商贾机构，名“禾炙”，当时已出现“其富与

蜀埒”的兴盛景况。经过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在这历

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努力开发，商业更加繁荣兴旺。特别是从十
、九世纪起，下关成为滇西商业重镇，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云

南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几大商帮，云南近代民族资本家应时崛起，。商

业盛极一时。古今商业兴衰，有着丰富史实。

大理州商业局商志办公室的曹之铎、赵光俩同志承担编写部门

志以来，在局党组及有关部门指导帮助之下，经过辛勤劳动，定稿
成书，作为大理州商业史上第一部资料全书，是乃盛进修志，精神
文明建设之壮举。I’ ，|

．

，，金志尊重史实：以志书体例，根据详今略古原则j记述了大理

卅古今商业史貌。一对建国后商业的发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既叙
’述了成就方面，也记载了某些失误。古云“以人为镜，‘可以知得

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阅读全志，使商业战线同志，知历

史取教益，为开拓商业工作，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改革开放中，观今鉴古，继往开来。史志可勉励后人，激发和教育

我们，值得全州广大商业干部职工及研究经济工作者阅读，能起到
一定俾·益。限于．水平关系，难免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望读者批评指
巳
'r o

大理州商业局长 石 彦

． ．一力。八力．年力。月



凡．例

一、《大理白族自治州商业志》，是大理州商业局部门志，文

内范围以现属商业局系统为主，不包括外贸、粮食、医药、烟草、
供销等商业单位情况，1与商业专志不同。

二、根据“详今略古”原则，大事记和古代、。近代商业章、

节，从简从略。1志书下限到1 9 8 8年。。
‘

三、志称“解放前”、 “建国前”，指l 9，4 9年l o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解放后"、 “建国后”亦同；十一届三中
全会或三中全会，即中国共产党1 9 7 8年l 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文革”或“文化大革命”，‘指l 9 6 6年至1 9 7 6

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动乱的十年； “大跃进”即1 9 5 8年至
1 9 6 1年的大跃进运动o ．

四、志中计量单位，从l 9 5 0年以后，以公斤(千克)、公
尺(米)计量。人民币不分新旧一律以新币计算。1 9 5 0年以前

通用的度、量、衡、币各，仍按当时直写，不加折算。
五、志中附表数据来源，原则上根据大理州统计局的统计年报

资料，在州统计局资料中缺少年份、项目、数据时，则根据州‘商业

局或专业公司的资料。
一

大理州。商业局商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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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记

公元1 950年以前

公元前l o 9年(汉武帝时代)就有“蜀身毒道?， “北起蜀地(四川)，中经ot
榆(大理)，过博南(永卓)，进寻传(缅甸)到身毒(Elj度)。在这条古道上就有贸
易来往。

一

公元了’3了年，南诏统一大理地区后，当时生产工具己使用铁器，手工业有j’发

展，。。饲养柘蚕植麻，并织绢丝、麻布，擅长制毡0

公元8 2 9年，南语政权自成都掳来两万多人中，有不少是手工业者，以后在纺墨
的生产和技术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当时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机构nLl“工馆”，管理商

业的机构Hq“禾爽"。 ．．÷
公元1。2 5 3年(元宪宗三年)，元灭大理国!置元帅府于大理，1 2 T 4年正擎：

设云南行省，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真，并实行“屯田”=制度，大理地霉
开始由奴隶制进入领主经济，．商业较前有发展。

j

公元1 3 8 2年2月，明军攻克大理后， “改土归流’’，废领主制度，开始进入新

的封建地主阶段。明代对“屯田”制度方面，除“军屯”、 “民屯"外，还实行“两

屯"，把外地商人迁来云南集中在若干点，在负责军供的同时，可以自由经商，．促进了
●

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公元1 5 2 1一一l 6 1 9年(呐嘉靖、万历以后)，．商品交易以钱币及+银为主要
货币(明初仍沿用以前习裕，以贝和缯帛为主要货币)。

。

公元1 7 2 3年以前，下关虽早在明代就是大理白族地区交易场所之一，但当时物

资交流仍是通’过赶街形式进行。尚无商号出现。‘l 7 2 3年至1 8弓。年之间，滇J|l、

滇藏奠易加强，下关成为迤西的商业交通要道，省内商人?才陆续前来定居，开设堆店
．‘和商号，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蓟道光末成丰初年(1 8 5 0年前后)，堆店增至七、八

家，商号发展到三十多家。

公元1 8 5 6年，。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地区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攻占大理后，出于战

争影响，迤西商业一时陷于停顿。到l 8 6 1年杜文秀统一迤西后，对商业、工业和亏=二

工业采取了许多鼓励措施(如减轻商税；．派遣军队驻扎交通要道保护商旅等)，大理地
区商业又有了恢复。杜文秀并以大理政权的名义，在缅甸瓦城开“元兴"棉花店，这是

大理地区设在国外最早的商号。为换取缅甸的棉花，大规模开采赵州(凤仪’)虿磺矿和
●

．
· 1 。·



加强四川黄丝收购运销缅甸。 ·

公元1 8了5年，杜文秀反清斗争被镇压后，因战争的破坏和清政府的关卡林立，

大理地区商业，曾一度倒退，但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迤西，商业又很快得到恢复和发
、

展。 、
．

公元1 8 8 5年至1 9 0 8年之间，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各种洋货尤其是洋纱大量输入下关，下关成为各种洋货集散地，

四川、临安、鹤庆、腾冲、昆明、喜洲等地商人和大理地区的一些官吏，纷纷在下关设

号，堆店增至十多家，商号增至七、八十家，当时下关已形成为四川、临安：迤西(包

括腾冲、鹤庆、．喜洲、迤西各地商人)三大商帮。并在下关财神殿成立．了“丝花会

馆力。1 9 0。6年左右，云南“总商会”成立，下关“丝花会馆"改名“下关商会”，
1 9 1 3年改为“云南下关商会力，1 9 3 0年改为“云南下关商务委员会”，1941年

改为“云南省风仪县下关商务委员会"。

公元1 9 1 9年起，唐继尧为筹办军饷，’驰禁鸦片，颁布所谓“寓禁于征”的办

法，即种植内运、出口j只要交纳罚金后，即可以自由种植贩卖。这一害民政策，‘为种

植、贩运大烟大开了方便之门，如永平县自1，g 2 0年以后，一种植面积高达五千多亩，

少则也有三千多亩，鹤庆县的弟登村，共有七百多亩耕地，种植鸦片有三百多亩。’同时

给资本家贩运鸦片创造了条件，鹤庆、腾冲、喜洲三大商帮中不少大商号甚至以贩运大

烟为主要业务，有的因而资金增殖到几十倍或百倍。

公元1 9 2 2年，各商帮许多商号因在1 g 1 1年以前开始向英帝国主义的《汇

丰”银行和他控制的“启基"贷款，月利率为百分之四，不取现金只提洋货，还贷以黄

金、白银和黄丝等工业原料偿付，黄金：白银滚滚流出，国内银价上涨，而英帝国主义

又趁机提高卢比对银元价进行掠夺。因此鹤庆帮到i 9 2 2年开始，在三、四年之内，

共倒闭商号有十六家之多，同时腾冲帮、四川帮也先后倒闭一些商号，．这次倒闭的商号

约四十家。到1 9 2 9年以后，下关市场才又逐渐活跃起来，有的恢复了经营，有的

因贩运大烟中获得了暴利，因而到抗日战争以前，大商号恢复到三百多家，小商号增至
●

到七百多家。

公元1 9 3 7年，抗日战争开始，滇缅公路是对外进出口唯一通道，下关成为物资

转运枢纽和集散地，本地外地资本家，纷纷前来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时是下关商业发

展史上空前鼎盛时期。商业资本家趁物资缺乏之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空买空卖或

走私大发国难财，出现了不少暴发户。主(1 9 4 2年，因腾冲失守，保山相继沦陷，下
关市场有一年多的冷落)。

公元1 9 3 9年，，滇缅公路全线通车。

1 95d一1 988年

1．9 5 o．年
’

。

3月，省派张万夫等一行1 3人来大理专区筹建贸易公司，4月6日．“云南省贸易

。2 ·



总公司大理贸易分公司p正式成立，开门营业，经营一揽子业务。
’

5月起，全专区1 4个县有：大理、凤仪、洱源、X}lJl J、宾川、祥云、弥渡、蒙化

(巍山)、漾濞、永平、云龙等1 1个县成立了贸易支公司。顺宁(凤庆)、云县、缅

宁(临沧)三县，其时因不通公路，交通不便，时有土匪扰乱，社会秩序差，’于7月份

才成立顺宁贸易支公司，继后，云县、缅宁设立贸易小组，属顺宁贸易支公司。

9月大理专区专员公署成立工商科，科长由贸易分公司经理张万夫兼任。各县人民

政府相继成立工商科。成立时间是：大理县1 1月1 0日；凤仪县7月．6日；永平县

1 0月；漾濞县1 2月2 0日；云龙1 0月1日；云县1‘1月；顺宁县1 0月2 0日。

缅宁县在1 0 5 0年尚未成立工商科。下关区于1 9 5 2年改为下关市时，成立了工商

科。

1 9 5 1年

3月T日成立“中国百货公司云南省公司下关百货商店"，同日成立“中国花纱布

公司云南省下关支公司"，宾Jii县相继成立“宾川花纱布小组”。随后成立了“大理专

区下关粮食公司”、～“大理专区专卖事业管理局’’。 卜
· 二季度，国家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花纱布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到1 9 5 5

年，花纱布公司合并百货公司后，棉纱布由百货公司经营。．到1 9 7 0年改由工业内部

调拨。 。

三季度，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经地委、专署批准，在全专区各县招收第一莩

社会青年和学生8 0多名，成立贸易公司学生队。1 g 5 2年又招收了第二批5 0．多

名。此两批学生，经过3至6个月的学习，分配到全专区贸易公司系统工作。

1 g 5 1年底，全专区县以下贸易机构，成立了l T个贸易小组。

1‘9 5 2年

三季度，下关粮食公司合并粮食局。
’

8‘月?云南省搿业厅在下关成立r：下关石油推销组’’。到1_g 5 6年成立“下关石

油公司"和“祥云县公司”。同年成：立了州级煤建公司；县级除漾溃、云龙外，均成立

了煤建公司。 +

。
．

●

缅宁县成立了贸易支公司，同年随着行政区域的划分，划归临沧专区。

5 3年

i 1月l 8日开始筹建“下关公营屠宰场”，由银行贷款1亿元(币制改革届，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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