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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齐齐哈尔市志稿·商业志》编纂指导思想、体例结构、记述

范围、行文规范等，均按《市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则》执行。

二、本志稿记事，各个行业由于发端不同，上限不划一，下限均

断至1985年末。

三、本志稿的篇目层次采用条目式结构。《商业志》为志目，志目

下按照市区商业的实际类属进行分类，设置概述、综述和百货业、纺

织品业、五金交电化工原料业、粮油业、肉蛋食品业、水产品业、蔬菜

业、果品业、糖酒业、烟草业、中药业、西药业、土畜产品业、农业生产

资料·日杂业、煤炭业、木材业、石油业、化轻建材业、金属材料业、

机电设备业、工业生产资料服务业、旧物回收业、基层供销合作业、

对外贸易业等26个类目。综述和类目下共辖133个条目，条目为记

述实体单位，前后加“【 】"。条目下设若干子目，子目标目为黑体

字。

四、本志稿记述的空间范围，限于齐齐哈尔市区，不含市辖县，

但某些反映中心城市商业集散辐射作用的内容，不受此限制。

五、本志稿结合记述内容的需要，插配有关图、表和照片。

六、本志稿记述内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突出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区商业的状况。

七、本志稿内容，分别选自有关历史资料，各参编单位所编印的

志稿或提供的资料，以及编者实地考查的资料。统计数字以市统计

局编印的统计年鉴为准，地名以市地名办编印的地名录为准。统计

局未收的数据；均以参编部门数据为准。对各历史时期的货币、计量

单位，保留历史名称，不作换算。

八、本志稿对机关、企业单位的名称，第_次出现时均使用全

称，重复出现时则使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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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齐齐哈尔建城之前，民间贸易是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换。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齐

齐哈尔建城后，出现由官方组织的互市：当时，清政府每年春季在齐齐哈尔城附近的音沁

屯举行“楚勒罕”盟会(布特哈官兵纳貂后进行互市)，各地客商来此以物易物，交换的主要

商品有牛、马、羊、皮张、布绢、药材、食盐等。每次盟会历时月余，这是齐齐哈尔商业市场雏

型。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黑龙江将军府从墨尔根(今嫩江县)移驻齐齐哈舾，为解决

军需民用物资，由山东、山西、直隶(今河北)等地，招来一些手工业者和饮食服务人员，遂

出现流动商贩。当时“入城南门抵木城里许，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嘻?。清乾隆五年

(1740年)，公和厚杂货店开业，这是齐齐哈尔第一家坐商。乾隆十七年(1752年)’允昌发

等杂货店相继开业，城内商铺编为十二排(清代商业组织名称)。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年)，从山西招来商户24．家。这时“楚勒罕”盟会改在齐齐哈尔城内北关一带举行，开始形

成定期集市。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商吉野丰雄来齐齐哈尔开设富山堂药店，是进入

齐齐哈尔的首家外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五日“庚子之乱”，俄国军队入侵齐齐

哈尔，商户财产损失白银12万两、江钱1．1万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因清政府在

齐齐哈尔设黑龙江行省，中东铁路通车，‘齐齐哈尔筹划开辟商埠，商户逐渐增多。至清宣统

二年(1910年)，城内有各类商铺170户，其中外商9户。从业人员2100余人。年交易额约

300万元(江洋)。

民国初期，齐齐哈尔商业发展较快。民国7年(1918年)，进货额达1317万元(小洋)。

民国lo年(1921年)，各类商铺发展到1086户，从业人员4800余人。商业门类有杂货、粮
油、皮革等36个行业。商品除在省城销售外，还远销嫩江、讷河、呼伦贝尔、伯都纳(今吉林

省扶余县)等地。齐齐哈尔成为当时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经济中心。这期间外商增至70户，

市场上的“洋货”比重约占70％。民国2年(1913年)，外商销售额达17．4万卢布(羌贴)．

同年，在东城壕(今东市场一带)、西城壕(今永安街附近)、南市场、北关建立4处市场，在

城隍庙(今京剧院附近)建立牲畜交易市场，集聚商贩180余户，市场活跃。

沦陷阶段，日本商人大量涌入。民国25年(1936年)，市区有商铺1279户，比民国初

期增加20％，共有各类商业从业人员8131人。其中日本商户173户，占13％以上，比1933

年日商数量增长2倍。从业人员1567人，占19．2％。期间，城区又扩建中市场、南市场、龙

华路市场和牲畜交易市场。民国26年(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升级，经济

统制加尉。齐齐哈尔的商业经济日益殖民化，关内货源受战争阻隔，输出输入商品都为日

本人操纵的输入组合控制，市场上日货占70％以上。民国26—29年(1937—1940年)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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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总值达7076万元(伪满币)，年均输入1769万元。同时，伪满齐齐哈尔市公署公布伪

满州国的《酒税法》、《原棉、棉织品统制法》、《家畜及畜产物统制法》等一系列“法规”。至民

国29年(1940年)相继成立批发、卸卖(零售)、肉商等29个商业组合和协会，粮油、布匹

等生活必需品和建筑物资实行配给制，指定瑞庆和、昭和祥、大东洋行等78家商户经营配

给商品并实行限价。市场物资奇缺，大批民族商铺无货经营，被迫倒闭，仅民国31年(1942

年)，就有258家商户停业。到民国即年(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各类商户不足

千户。
‘

民国34年(1945年)8月齐齐哈尔解放，沦陷阶段倒闭的大批民族工商业户尚未复

业，商品货源渠道受阻，市场供应趋紧。市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发布《齐齐哈尔旋政纲领》，

废除敌伪经济统制制度，实行买卖自由等一系列保护私营商业的政策，并在银行贷款、安

排经营场所等方面予以扶持。民国37年(1948年)，市区商户发展到2210户，比解放初增

长1倍多，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5932人。市政府组建共同商场、联合商场等8处商

场。市场供应明显好转期间，嫩江省政府拨款4000万元(嫩江省银行券)。成立嫩江实业公

司，成为齐齐哈尔第一家国营贸易公司。不久又办起一区、三区合作社等一批合作商业。齐

齐哈尔市国营贸易公司、嫩江省百货公司、嫩江省煤建公司也相继成立．经营粮食、煤炭和

百货等，办理对合作社的批发业务。仅用三年时间，除省专业公司外，共办起国营(公营)商

铺19户，公私合营商铺10户，合作社门市部30户。这些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积极组织货

源，共供应粮食2212万斤．占市民需要量的20％；豆油30万斤i占需要量的30％；还有食

盐144万斤、棉布29万尺、棉花6．8万担、煤2．4万吨。缓和了市场物资紧张局面，控制物

价上涨势头，保证人民生活需求。

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商业掌握了各类商品的批发业务。1953年，开始执行统购

统销政策，粮油、棉布、棉花实行计划供应，主要农副产品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经营。“一

五”时期(1953—1957年)，国营商业体制日臻完善。因齐齐哈尔车辆厂、第一机床厂等大

型工厂的迁入，市区人口增加，市人民委员会成立财贸办公室，撤消市工商局，设市商业

局、市粮食局、市服务局、市供销社，市计委增设物资计划科，管理各类商业企业。市商业

局、市粮食局、市供销社系统先后成立24个专业公司，同时在百货二级批发站的基础上，

增设针织、文化、医药批发站，负责市区和市周围18个县的商品采购批发业务。市区新建

联营百货商店、第一百货商店等大型商店。国、合商业网点增加到229处，职工人数12654

人。国、合商业商品销售比重，曲1952年的61％上升到1957年的74．1％。在国营商业不

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21个行业的

165户私营商户(785名从业人员)。3704户小商贩(4690人)，改造成575个公私合营商店

(后来调整为216个商店)、47个合作商店、1003个合作小组、2204户经销代销店。组成19

个公私合营总店，管理各类合营企业，各总店分别隶属各国营商业专业公司，统一纳入社

会主义商业管理转道。私营商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调动了广大

职工的积极性。1956年，市区公私合营商店零售额比1955年增长72．36％。但因组织形

式单一，组合步伐过快，商业网点骤减，群众购货不便。这一时期，铁东、南市场、北大桥、富

拉尔基、梅里斯镇等地开设23处固定农贸市场，允许干鲜蔬菜、瓜果、鱼、蛋、禽、淀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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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肉等三类物资在市场自由出俘。城乡商晶流通渠道畅通，物价稳定。市场供应是建

国以来最好时期。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6625万元，比1949年增长7．5倍，国、合商

业五年共为国家上缴利润2230万元。

1958年起，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市区商业机构实行政企合一，市商业局

和市供销社合并。撤消百货、贸易、医药、五金等13个专业公司，农村供销社由集体所有制

变为全民所有制，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变为国营商店，集市贸易停止。商业开展“大购

大销”，当年农副产品采购比上年提高28．4％。对地方工业品贯彻“工业生产什么，商业收

购什么”的规定．商业部门当年收购地方工业品金额达580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52．2％，

造成库存积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市场物资匮乏。可供商品特别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缺口

大。在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实行计划供应的基础上，对食糖、卷烟、肥皂、香皂、火柴、糕

点、胶鞋等多种商品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对肉、蛋等副食品采取压缩平日。保证节日、限量

供应的措施。1962年起，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着全国工农业

生产形势的逐渐好转，市区商业纠正和调整“大跃进”中一些错误作法，恢复一些专业公

司，调整地方工业品、农副产品收购政策，恢复农贸市场，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销售，增

加商品流通渠道，133种凭票限量供应的商品，有68种敞开销售。1965年，市区社会商品

零售额2．3亿元，比1957年增长72％。副食品供应大体恢复到1957年水平。

“文化大革命”阶段，市区商业机构再次大精简、大合并，市食品公司、蔬菜公司、水产

公司、果品公司、糖业烟酒公司合并为市副食品公司。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砸烂”，

企业经济核算观念淡薄，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批斗或下放劳动，横扫“四旧”对商业冲击很

大，把老商店的招牌砸烂，停售所谓“封资修”商品，取消传统的服务项目．批判“利润挂

帅”、“物质刺激”和“管、卡、压”，企业管理混乱。商业部门广大职工坚持同“四人帮”的干扰

破坏作斗争，积极组织货源，尽力做好市场供应。“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社会商品零售额仍

逐年有所增长，平均每年递增4．4多6左右。197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4亿元，比1966年

增长31％。但人民生活必需品货源紧缺，尤其是副食品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十年

中家禽、生猪年均收购量仅是1965年的30％左右，继续采取凭证限量供应等行政性措

施，维持最低需要。市革命委员会发动有条件的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办副食品-生产

基地，补充市场供应的不足。商业部门采取以蛋换料的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养鸡生产。

1967年，市区年人均供应鸡蛋3．7斤。1970年增至4．7斤．1975年增至6．7斤。供应状况

是黑龙江省内城市中最好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市区商业进行一系

列改革，市场发生新变化。1980年起，改变国营商业对地方工业品长期实行的统购包销政

策，分别实行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和代销。在农副产品方面，对市郊粮食征购量实行“一定

三年’’和“一定五年不变”；改变猪、禽、蛋、鱼i菜的派购政策，实行派购、议购相结合，允许

农民完成征购、派购任务后自由销售；过去计划供应的主副食品，除粮油外均敞开销售。计

划供应的工业品，1981年有150种，1985年只有食糖、棉布、化肥、农药等14种；工业生产

资料只有钢筋、水泥、纯碱等16种，其余均放开经营。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商品

流通体制，允许零售商店自选进货单位．直接从二级站、工厂采购商品。在国营商业和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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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经营分工上，改变了城乡分割的经营模式．实行城乡通开，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在对外

贸易方面．1983年起开展同苏联的边境小额贸易，三年边境进出口贸易额1 lo万元。1985

年，实行市管县的体制后，统一安排市区和市辖县的外贸出口商品，扩大出口供货。当年全

市出口商品供货额1．5亿元．居全省之首，是市区和市辖县出口供货额的历史最高水平。

出口商品打入英、美、日、德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商业所有制结构由过去国营商业为主体转变为国营、集体、个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1985年，市区商业、饮食服务业的国营、集体和个体企业发展到14588户，比改革开放前

的1978年增长14倍。其中集体商业由1978年的185户发展到1480户，增长8倍；个体

商业由1978年的122户发展到12'355户，增长100多倍；国营商业、饮食服务企业由1978

年的651户发展到753户，增长13．5％。1985年．商业、饮食服务业从业人员共有80775

人，占市区当年人口总数的6．4％，比1978年增长1．1倍。其中集体职工34419人．个体

从业人员16739人。在发展多种商业经济形式的同时，市区修建和扩建17条商业街。兴办

农贸市场47处．轻工市场11处，早市、夜市10余处。除此之外．市区已有40个专业公司，

33个工业品批发站，54个农副产品采购供应站．‘2031个商店、饭店、旅店。形成大中小网

点遍布城乡，批发零售配套．主要商业街和农贸、轻：I二市场相结合，国营大商店和街巷小网

点疏密相间的新型商业网络。1 985年，市区商品购进总值为3．13亿元，比1978年增长1

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63亿元，比1978年增长1．27倍。1978—1985年，社会商品零

售额平均每年递增10．8％。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各种所有制商业所占比重发生变化，

国、合商业占57．2，0／o．比1978年下降32．8个百分点，集体和个体商业则由1978年lo％

上升到42．％。市直各商业主管部门。普遍向企业下放业务、计划、人事、财产处理、小型基

建等项管理权限。企业实行经理负责制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分配方式，体现多

劳多得，从多方面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1983-1985年．市区商业为国

家上缴利税1．6亿元，其中．1985年盈利4388万元。按国、合商业商品纯销售额计算．百

元商品销售利润率为3．4元。改革开放后。市区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取得显著成果，但一些

企业在经营机制、竞争意识、管理方式、管理体制等方面。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市

商业、粮食、供销社等系统．还有1 7％的亏损单位，1985年亏损额达6230万元。此外．还有

20％左右的徽利和处于亏损边缘的中小商业企业，历史包袱沉重，经营较为困难。这些都

需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加以解决。以提高市区商业的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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