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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湖南省商业专志’是由湖南省商业厅组织绽修曲。按照湖

南省地方态编纂委员会编纂‘湖南省志'的要求，编写工作从

1980年开始筹备，经历了搜集资料、试写；编纂、合编审稿阶段，

历时六年，至1986年12月总纂成册，逮是我省有史以来第一部商

韭专态。为了有助于各地正在开展的市县志商业部分的编纂工

作，并听取各方面对‘湖南省商业专志'的意见，先在商业系统内

郝发行。 ．

‘ ’ ’

； ‘湖南省商业专志'分4篇26章，约60万字，它全面地记述

了我省商业从1840年到1985年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起伏，

但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反映商业活动的资料缺乏，因而记述较

为倚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部分，则记述较为详尽。

薹个志书紧紧抓住了商品流通发展变化逮一中心内容，从商品

的购，销、调，存，赚和供应出口，商办工业生产的发展，管

理机构、经营企业，行帮商会、网点人员的变化，流通渠道，

流转环节、经营体钥，交换方式的演交，产销政策、经营政策、

管理政策，核算体制，各项制度的调整，以及文明经商，专业

教育，优质服务活动的开展等等诸方面，再现了近一个半世纪

的商业面貌，并窝规律，借鉴于记述之中，可为各级商业部门

研究发展商业改革，开拓掖活商品流通，改善提高企业素质，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提供丰富的史料和可资借

鉴的实践经验。 ．



奉书是采取分写合编的办法。行韭篇和市场篇分别由省级

专业公司，湘西自治州及有关市、县民贸局．商业局编写，概

述篇和管理篇以及合编任务，由省厅商业专志编写组担负。在

搜集资料和编写阶段，各主编单位曾召开二系列座谈会，许多离

休退休老同态和在职干部职工为本志编修提供了宝责的资料和

意见，直接从事本志采编．的工作人员曾达120余人，现在合编成

册，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各商业主管部门重视的结果。本书在

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地方志编纂委贡会的具体指导。省图书馆，

省档案馆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省志副总纂左开一同志警多

次亲临商业专志编纂工作会议，从志体，篇目到内容都给予了

具体辅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省厅商业专忘编写组由主编季代鹰，副主编肖宽裕，绩辑

吴中岳i苏琢如，刘仁溥，肖周文，胡笑春、王淑平、张明天

同志组成。瞥参加过省厅编写组一段时同工作的还有十四位同

态(名单附后)。上述同志为商业专志的编写合成尽心竭力，

作出了贡献。
‘

，

‘

由子编纂人员对地方志编修缺乏经验和历史知识有限，缺

满，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方面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

‘湖南省商业专志'编审领导小组
‘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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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_。第一篇‘概述
、 。

I
．

：～

： ．

·
t’ ：2

． 湖南毗邻赣，粤，桂，黔，川，鄂六省，位于洞庭湖之

南。清康熙三年(1664)置湖南布政使司，即为湖南省。民国

三十八年0949)六月，设2市，10行政督察区，77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政区几经调整，至

1985年，全省设6省辖市，8地区，1自治州，14市，80县、

l自治县，人口5，622万人，面积21r．18万平方公里。 ，

．全省水运称便，湘，资，沅，澧四水，注入洞庭湖，沟通

长江，至1985年，通航里程达10，164公里，铁路有京广，’浙

赣、湘桂、湘黔、枝柳等干线，连同地方铁路，省内通车营运里

程2536公里，公路四通八达，全境通车里程55，756公里。全年

水路、铁路、公路货运量8，789万吨，客运45，809万人次。民

用航空线从长沙可达国内各大城市。
‘

·

、 、
，

， j
’

，

_．，。

， ，⋯．(～。j ，⋯。：．
湖南，在鸦片战争前，长期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社会。

盯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

分手工业品’’①，自给有余，通过集镇圩场，进行商品交换。

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和府州治地的长沙、衡州(今衡阳)，

湘潭，岳州<今岳阳)，宝庆(4-邵阳)、常德、益阳，·津市，

洪汪，辰州(今沅陵)，永州，郴州，乾州(4-吉首)等较大

l



第一篇 概 述
．

城镇，商品集散较为活跃。“省内商业，素来握诸赣，粤．‘

苏，晋诸商人之手”@，江西商人矗几无市无之。劳@当时的商

品流通，主要依靠水路运输。湘潭地处湘江下游，并具天然避风

停泊之良港。清乾隆至道光年间，辟有码头三十余处，乃全省的

商业中心。顺江而下，北通洞庭湖、长江沿岸各大商埠，联结

华东，西北各省，溯江而上，商船至郴州过载，旱挑越骑田岭
。

至广东乐昌，再由北江船运而至广州。湖南广货之来源，系由

广东韶州(今韶关)转运郴州，由郴州民船转载直达湘潭，

o省城商人办广货者，无不由湘潭批发而来。一④桂、滇，，黔

．等省商品，来此集散。南北药材，聚此交汇，因有盥药都黟之

称。衡，永，郴、桂、茶，攸等=十余县所需之食货亦皆取给于。

此。贸易鼎盛一时。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二十=年(1842)，

五日通商，海禁大开，全省输出的商品增加，农副产品以谷米，

茶叶，桐油，木材为大宗，手工业品则以瓷器，夏布，编炮，．

±纸居多。如茶叶，自广州通商后，对外出口红茶，粤商乃至

安化传授采制技术，省内新化，桃源，临湘，平江，浏阳，长

沙，益阳，湘乡等地，也竞相仿制，产量尉增·据清同治十年

平江县志载， 口道光末，红茶大瘟，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

十万金"．威丰八年(1858)，汉口开为通商I：1岸，湖南茶叶

外销更旺，光绪六年至十五年(1880～1889)，朔鄂两省每年

出口茶叶值银一千余万两，其中湘茶占十分之六以上·@商品

经济逐步发展，封建的自然经济在缓慢解体·

． (：)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q，岳州开为通商口岸，五

年后(1904)，又开长沙商埠，接着(1905)常德，湘潭开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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