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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三商 业

概 况

汕头商业，清咸丰以前中心在府城潮州．早在唐宋年代，海运既兴，福建、广东等地商

贩，经常进出潮州口岸，商业日见活跃．明代沿海各县，将鱼盐及农产品运往潮州，换取内地

运来的柴炭、纸、瓷等物品；明末清初贸易不断扩大，航行于潮州各口岸与国内沿海各口岸乃

至南亚诸国口岸之间的商船，往来频繁．

嘉庆年间，欧洲人航海来华贸易者不断增加，濒海得风气之先，新商业中心逐步转到汕

头，取代潮州郡城的商业地位．同治纪元年(1861)，汕头被定为通商口岸，从此，。举凡潮州

出入1：2贸易，皆以汕头为吐纳”．1 9世纪60年代末期，外商纷纷来汕头开设洋行、商船会

社和航业公司等机构，据调查，当时英、德、日、美、荷等国在汕开设的洋行、商店，旅馆等共有

56家．那时的汕头已经成为商务繁盛的商业城市．民国1 7年(1 928)，汕头商业有较大发

展，已有出入口、绸布、日用品、燃料、食品、酒楼、茶楼，旅馆等64个行业，2000多家商号．

民国26年(1 937)“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9月，日本飞机轰炸汕头，商户、厂家、居民疏

散内地，市场萧条．民国28年(1 939)日本侵略军占领汕头后，商业一落千丈，货物输出入

数量，不及战前十分之二、三．日本人随时可在汕头市占据民店开业，汕头商业已完全落在

日本人手中。民国34年(1 945)，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商

品大量涌入，洋货充斥市场，官僚资本在汕创设了中纺公司、远洋公司，控制全市货源，操纵

市场价格，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打击．

1 949年1 0月汕头解放，中共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工作，迅速组建国营商业机构，

成为市场的主渠道．开展商品购销活动，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和市场物价，结束了从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至1 949年解放前夕持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生产

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灾难的混乱局面。经过调整工商业，进行对私营资本主义商业改进，合

理安排商业网点，促进生产，便利群众．汕头市1 95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86亿元，1 987

年达到43．65亿元，增长1 4．25倍，平均每年增长速度8．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9

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1 5．7％，比三中全会前的26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5．58％高1 0．1 3

个百分点．从总的来看，尽管商品生产与供应增长很快，仍然出现过商品供不应求现象．全

市的商品供求状况，大体可归纳为“三高两低”时期．三高是：1 950-1 958年共9年，1 963

灌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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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5年共3年，1 979—1 987年共9年．在这三个时期的21年中，国民经济形势较好，

市场商品供应比较充裕，许多商品。消费者可以自由选购，形成一个宽松的有限的买方市

场．当时，商业部门曾采取一些鼓励消费的措施，如实行商品(主要是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

短期赊销，分期付款，1 958年曾组织过烟酒商贩开展推销烟酒竞赛，给予短期赊销，并跨行

业在糕点，食杂、旅栈、饮食等行业设立烟酒销售点，还在机关、工厂企业单位设立香烟无人

售货点，节日猪肉八五折优待价敞开供应等。两低时期是：1 959—1 962年共4年，1 966—

1 976年及以后2年共1 3年．在这两个时期的1 7年中，或天灾人祸，或工作失误、生产赶

不上需要，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供应紧张，形成需求大于供给，市场被卖方支配，即所谓卖方

市场的局面。当时，商业部门采取了稳定价格的措施，对居民生活必需的18类商品(项目)

实行按牌价。保价”供应，并对其中部分紧缺商品如猪肉、水产品、食糖、煤油、火柴、肥皂、煤

炭等实行凭证定量供应．对部队、工矿区、病人、产妇、婴儿、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特殊

供应，对部分商品如高级糖果、糕点、自行车、针棉织品、钟、表、名酒等实行高价政策，以扩大

货币回笼，对社会游资起。泄洪”作用．此时，市场经常出现购买商品排队等现象．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改革、开放、搞

活”的政策指导下，建立了中国式的流通体制，出现了。三多一少”(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

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少环节)，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一齐上，以城市为中心，四通八达的新

局面．城镇主要街道两边新建楼房底层，过去一再强调要作商业网点使用皆未能解决，如

今，临街楼房，不论新旧，其底层多被打开做生意了，商业网点大增，仅汕头市区1 985年商

业网点和饮食、服务业等共1 1 1 51家，比1 979年增加2．1倍，市面呈现活跃、繁荣，人民生

活称便，社会效益很好．二是，商品丰富多彩，新、名、优、高商品不断增加、出现，尤其是过去

商品目录上没有的，市场上看不到的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电饭锅、收录机、电冰箱、电子石油

气炉、热水器，计算器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已通过商业部门大量进入城乡居民家庭，解放了群

众的繁重家务劳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三是，突破了传统的营销方式，

开设了自选商场．1 984年5月汕头商业贸易中心汕头商场，首先开设自选商场。接着

1 985年1 0月京汕商场，1 986年1月汕樟商场亦开设了自选商场，经营日用百货、糖果饼

干、酒类饮料、罐头食品，米面制品、茶叶、士特产等，敞开自选售货，很受群众欢迎．

解放后，汕头市场购销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商品总购进1 952年为7600万元，到

1 987年发展到31 9759万元，增加42倍，社会商品总销售1 952年为1 1 700万元，到

1 987年为41 6091万元，增加35．56倍。国营商业系统机构，干部职工，零售网点发展很

快，商品购、销、调、存数量及经营成果增加很多．1 951年5月仅有商业机构52个，干部职

工1 086人，到1 987年商业机构发展到3370个，增加63．8倍，干部职工391 55人，增加

35．05倍．商品总购进由1 952年6439万元，到1 987年24061 8万元，增加36．37倍．

其中：纯购进由1952年5335万元到1 987年105789万元，增加69。20倍；总销售由

1952年5335万元到1 987年291”2万元，增加53．57倍，其中纯销售由1952年4460

万元，到1 987年1 74446万元，增加38．1 1倍．商品零售额由1 952年的1 881万元占社

会商品零售额的6．58％，到1 987年83075万元增加43．1 7倍，占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扩

大到19．03％．商品库存由1 952年末的1 021万元到1 987年末的37923万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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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倍．向国家提供的利润1987年达到5236．9万元．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商业工作

认识不全面，缺乏调查研究，在执行上级指示和开展工作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和问题．

1953年初，刚推行经济核算制时，曾片面地把经济核算当成压缩库存，以加速资金周转，犯

了。泻肚子”的错误，造成国家商业批发库存下降，把已经扩大起来的批发阵地又缩回去．据

汕头市区调查，国营商业(包括合作社)批发公私比重，从1 951年1—5月份占10．74％，
1 952年同期扩大到26．65％，1 953年同期又降到22．37％，私商乘机占领批发阵地，削弱

了国营对市场的领导作用．助长了资本主义商业同国营商业对抗，形成市场某些价格混
乱．1 958冬，掀起了一个以巩固人民公社为中心，以大购大销为内容的发射商业。卫星”运

动，并采取大挖，大烧、大爆破战术，大兵团作战、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结果仅1 2月份，全

区出动806万人次，突出收购18959万元，相当于前”个月的总和，后来检查发现许多是

弄虚作假，有的是。指山买柴，指海买鱼”等严重错误．1 959年在工业品收购上又提出。生

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错误原则，全市”个月就盲目收购地方工业产

品29000多万元，比增63．7％，助长工业盲目生产，造成商业库存大量积压，招致严重浪费

社会财富，据后来清理损失达3000万元左右．1 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强调劳力集中，关

闭了农贸市场．1 959年春把小商贩按行业归入各国营公司为职工，实行。一步登天”．。文

化大革命”期间，农贸市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开开关关，反反复复，说群众上街赶集会影响

劳力归田，。农贸市场越冷冷清清越好”，到1 975年全市各地采取统一圩期，规定每月逢一，

六为圩日，堵死远道运输、毗邻交流．1968年，又动员。退壳。出去组成合作商店的小商贩

退职，有的迁移到农村去落户，有的向国营过渡或给国营商业供调．这样盲目的。关闭”、。升

级。、。过渡。一再造成商业经济成分和流通渠道单一化，使国营商业失去助手和必要的补充，

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一、商会

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商业行会组织

汕头市商会组织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称为汕头保商局．光绪三十年(1904)

农工商部令行各省商埠组织商务总会，翌年6月，保商局改称为汕头商务总会．中华民国3

年(1914)又改称汕头总商会，民国14年(1925)汕头部分小商号另组成汕头商业联合会，不

久并人为商民协会，同时各县也成立了商民协会，至民国16年(1927)，商民协会被取消．民

国19年(1930)，依照工商部颁布商会法改组为汕头市商会．地址设商平路六邑会馆内(今

为商平路小学)．汕头市与各县商会联合，成立了潮梅商会联合会，会址设在汕头．

抗战时期，民国28年(1939)日军占领汕头，当年6月21日，汕头市商会随同国民党军

政机关迁往内地．8月，萧植庄等被日伪军政当局指派筹备伪汕头市商会，并定为伪商会执

行委员．10月1日正式成立汕头市伪商会，萧任伪商会会长，后为李炯之．抗战胜利后，民

甥。豺缀缀笏搿缉．一缚

㈣笏：鳓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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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34年(1945)9月3日，原汕头市商会主席陈焕章回汕接管商会，当月18日发出第l号通

告，要求全市各业同业公会、各业商号自应同时总复员，并提出各同业公会复员办法．当年

九、十月间，各业同业公会纷纷申请复业．1946年8月17日，广东省政府社会处指定陈焕

章等9人为汕头市商会整理委员，同年10月15日，汕头市商会召开代表大会，选出张声彤、

林玮岩、张华馀任商会常务理事，陈焕章任常务监事。1950年6月25日，汕头市工商联合

会筹委会成立，旧商会随宣告结束。

汕头市商会历届负责人更迭名单
表43一l

成立(变更)
届次 单位名称 姓名 籍贯 职称 任职起止时间

时间

l 1899年 汕头保商局 萧鸣琴 广东省潮阳县 董 事 1899--1904矩

2 1905年 汕头商务总会 萧永声 广东省潮阳县 总 理 1905年

3 汕头商务总会 黄子佩 总 理 1906年

4 汕头商务总会 萧墀珊 总 理 1907焦

5 汕头商务总会 臂尉甯 总 理 1908年

6 汕头商务总会 王少卿 总 理 1909年

7 汕头商务总会 高绳芝 广东省澄海县 总 理 1910年

8 汕头商务总会 赖礼园 总 理 1911年

9 汕头商务总会 林邦杰 总 理 1912一1913年

10 汕头商务总会 蔡明南 总 理 1914一1915年

11 1916年 汕头总商会 蔡明南 会 长 1916年

12 汕头总商会 高凌汉 会 长 1917年

汕头总商会 林玉书 广东省潮阳县 会 长 1918燕

13 汕头总商会 陈雁秋 会 长 19l旷1920年

14 汕头总商会 陈黻廷 会 长 192l—1922年

15 汕头总商会 陈坚夫 广东省潮阳县 会 长 1923一1924年

16 汕头总商会 徐子青 广东省澄海县 会 长 1925年

汕头总商会 林玉书 广东省潮阳县 会 长 1926年

17 汕头总商会 林玉书 广东省潮阳县 会 长 1927一1928年

18 汕头总商会 郭华堂 广东省潮阳县 会 长 1929年

19 1930 汕头市商会 陈少文 广东省澄海县 主 席 1930—1932年

20 汕头市商会 陈道南 广东省潮阳县 主 席 193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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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次
成立(变更)

单位名称 姓名 籍贯 职称 任职起止时间时间

21 汕头市商会 郑岭星 广东省潮阳县 主 席 1934--1935年

22 汕头市商会 陈焕章 广东省饶平县 主 席 1936--1937年

23 汕头市商会 陈焕章 广东省饶平县 主 席 1938年

24 1939年 汕头市伪商会 萧植庄 广东省潮阳县 伪会长 1939---1945年

汕头市伪商会 李炯之 伪会长 1939-一1945年

25 1946年 汕头市商会 林玮岩 广东省揭阳县 常务理事 1946--1947年

汕头市商会 张声彤 广东省普宁县 常务理事 1946--1947年

汕头市商会 张华馀 广东省汕头市郊 常务理事 1946--1947年

26 汕头市商会 张声彤 广东省普宁县 理事长 1948年

27 汕头市商会 张华馀 广东省汕头市郊 理事长 1949年

二、同业公会

汕头市商会所属的同业公会，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就有布业公所，参加的同业有

20余家，民国16年(1927)改为同业公会，加入者160余家．但大多数是成立在30年代，如

1930年有薯粉业，南商，火柴、鲜鱼业、酱园出口业，鞋业、麻袋业、汇兑业、绸缎布业、南北港

货物运销业，中药生药业、银业、果业、土糖业、颜料业、西药业、酒业、煤炭业、甜料业、杂粮

业、经纪业、中药熟药业、杉业、典业i生猪业、烟草业、茶业等27个同业公会成立．1932年

有暹商业、酒楼茶居茶馆业等2个同业公会成立．1933年又有柴炭同业公会成立，至此共

有33个同业公会，会员达13834人．随着商业的发展，行业逐步分细，同业组织不断增多，

到1937年同业公会增加到49个，比1933年增加了16个．其中减少银行和生猪业2个同

业公会。新增了北商业、电轮业、土制煤油业、苏广、粮食业、自来水公司、南洋烟草公司、地瓜

粉、榨油、糖业、蔬菜、陶瓷业，皮胶鞋料业、出口纸料什货、鸡鸭业、油业、侨汇、萝卜于业等

18个同业公会．汕头市解放后，组织了工商联合会，同业公会成立为工商联合会领导下的

专业性组织．据1950年1月的调查，汕头市商业同业公会达66个(即：苎麻业、绸缎布业，

侨批业、土糖业、粮食业、什粮业、苏广洋杂业、暹商业、南商业、棉纱业、南北港业、酒楼茶室

业、茶业、薪炭业、生药业、蔬菜业、海味业、颜料业、闽赣业、地瓜粉业、碾米业、旅业、金银首

饰业、新药业、锡业、佣行业、酒业、熟药业、烟业、陶瓷业、烟草业、食堂业、油业、果业、酱料输

出业、鞋业、纸簿业，华洋家私、煤炭业、电轮业、咸鱼业、屠牛皮业、印刷业、台浙福运输业、戏

剧业、港沪业、火柴业、鲜鱼业、田料业、麻袋业、铁业、旅馆业、竹蓬业、纸料业、汽车业、轮船

业、甜料业、抽纱业、建造业、针织业、土制煤油业、棉、织业、烧灰砖瓦业、日用品业、屠猪业、

杉业)．有会员2836家，其中本销商2455家，占9l-35％，进出口商38l家，占8．67％(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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