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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东方来风满眼春。在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之际，景德

镰市商业局子1992年9月15日通知，要求各专业公司都要编

纂商业志．而且要在1993年4月底成书上报。时之所急、任

之所重，责之所在，修志人员日夜兼程，在调查和分析资料

的基础上，终予如期完成了(<景德镇市五金交电化工商业

志》的编写工作。
。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由于历史资料不全．以致志

书记述不完整，这主要体现在对解放前行业的起源叙述很

粗。建国后，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司机构撤

并频繁，许多原始资料失散，能搜集到的资料不是很多，因

此，志书中某些情节实例不够丰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打

破了五交化商品由国营专业公司独家经营的格局，出现了国

营，集体、个体的经营群体，形成了“百家争营’’的局面，

市场错综复杂，故对社会经营状况也只能作粗略记述。但

是，总的说来，收集的各项资料是翔实的，概括了五交化行

业的历史面貌，将对企业经营管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重点记述了专业公司成立以

后发展壮大的情况，对于景德镇市五交化公司在经营管理方

面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既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谤l有助予公司今后改善

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素质，增强竞争意识，搞活商品流通提

·7。



供有益的借鉴和分析资料。

在((景德镇市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志》出版之Iil；，我写了

以上一些文字，就作为志书的“序一吧l

‘8·

望停筚

1993年8月3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是在市商业局的具体指导下

进行编纂的。修志人员在编纂过程中，查阅了存放在市档案

馆，省档案的大蟹历史资料，分析了各种数据近2千个。才

编写成七章、二十一节的成书，共11万余字。这是修志人员

辛勤劳动的结果。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

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献精神为准绳，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在尊重厉史事实的前提下，

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建国前的行业状况，由于年长

日久，有些史料无从查考，只作了简略叙述，重点记叙了建

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交化行业的发

展、壮大情况，突出本专业志经营、管理的特点．横列竖

写，上溯行业起源，下限断至1992年底，基本做到了横不缺

项、纵不断线。是一本较好的行业史记。

((景德镇市五交化行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商

业厅，省档案馆，省五交化公司，省百货公司，市档案馆以

及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才完成了这项

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极有意义的工作。在此。谨向他们致

以诚挚的谢意。

·9-



修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加之业务、文

化水平有限，在内容安排和文字叙述，难免出现缺点和错

误。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10·

石晓珍
‘

】993年3月31日



序 (三)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新时期

“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件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大

事。《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的编纂工作，经历了搜集资

料、内查外调，分析资料，撰写正文四个阶段。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是根据市商业局关于编纂商

业志的通知，结合本行业的具体情提面编写的。在编纂过程

中，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根据已经搜集到的资

料，重点记述建国后我市国营五交化商业行业的发展过程，

对建国前的五交化行韭只俸了慨路的追溯。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分为慨述，建国前行业状况，

建国后行业的发展变化三个部份。主要内容有：行业的形成

和兴衰，经营机构，网点设置，商品经营．晶种变化，市场

特点，购销形式；企业管理，经济效益。

《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志》在编纂过程中，工作人员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分

析，细心取材，反复考订，力求正确反映历史和现状，较好

地体现了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的真实面貌。

研究本行业的发展战术战略，必须立足改革。由于多年

来指导思想“左”的影响，虽经十多年的体制改革，但仍存

在着各种弊端，不同程度地防碍着商品经营的发展。为了探

索经营体制改革的路子，我们编写了《景德镇市五交化商业

志》，这就是目的所在。

范谆生

1993年3月31日

·11·



凡 ：例

l，所引用全市综合数据，是统计局提供的。鉴予1992

年各项资料尚在整理中，志书上所用的综合数字均为1991

年。
’

‘

t，
．

，
t

2，涉及货币计算的资金额都折成人民币。

8，本志下限时间断至1992年，个别项目延_'至1993年2

月底。

4，多渠道经营单位只是包括坐商，尚不包括摊贩。

5，本志有些章节的数据是以“时期"进行撰写的，多

数是五年，少数是三年(如调整时期)，在计算百分数时，

其“时期"比较有年份之差。 ．。

8，凡表中未打露——一属资料无法搜集蓟或统计报表

投有项目，打了材一修者属未发生数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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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景德镇市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志

概 述 ．

景德镇概况

l古城新姿1景德镇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全市面积

5200平方公里，辖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珠山区。市区

面积为124平方公里，人口36．25万。其地形属丘陵地带，海

拔200至500米。发源于安徽祁门大洪山的昌江河碧波粼粼穿

城而过，流至鄱安县境与乐安江汇合成鄱江，再注入鄱阳湖。

景德镇具有悠久的制造陶瓷的历史，索有“瓷都"之称，明

代就为中国的四大名镇之一。据史载：景德镇春秋时属楚东

境，秦为九江郡番县辖地，汉属豫章郡鄱阳县．三国期间属吴

地，东晋时改昌南为新平镇。据市档案馆Ⅸ浮梁县志》记

载：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南朝陈时已有制瓷业。唐天

宝元年“新平”镇更名为浮梁县．镇属县辖地．当时已有较发

达的窑场．所制瓷器有“假玉器”之称。清代康熙、雍正，

乾隆年间，陶瓷生产盛极一时。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受帝

国主义、清朝政府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摧残．陶瓷生产日益

衰落。解放前夕．全市陶瓷工人只剩下8千余人，瓷业濒于

破产’城镇破旧不堪，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瓷都”处于奄

奄一息状态。

建国43年来．景德镇市国民经济各部门经过一系列改造

_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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