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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南宁市供销合作社志》是以南宁市行政区划为范围，系统地

记述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反映市供销合作社系统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成绩和失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这是老一辈供销合作社工作者，留给我们的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温故而知新，从中受到教益。

抚今思昔，南宁的合作事业从抗日战争时期兴起，迄今经过50

多年的历程。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战

乱频繁，民生凋敝，合作经济始终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949年12月4日南宁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

下，供销合作社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市区职工人股办消费合作

社，郊区农民集资办供销合作社。40多年来，供销合作事业在前进的

道路上，经过曲折的历程。实践证明，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民的集体经

济组织，是同南宁市郊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这本志

书中可以看出，坚持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办社原则；发挥自主、灵

活、多样的经营特点；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经营作风；执行上级

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供销合作社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方针；采取又购

又销、综合经营的方式，都是适合南宁市情的，也是顺应广大城乡人

民群众意愿的o

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宁市两县一郊按行政区建立供销合作

社，供销社的干部职工认识到自己肩负办社的任务艰巨，意义重

大，埋头苦干，工作态度和蔼，买卖公平，经常派人送货下乡，流

动服务，农业生产需要的种子、肥料、农药、农具，生活上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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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供销合作社都尽力组织货源供应农民。农民群众称赞供

销合作社的干部职工是农业生产的好后勤。供销合作社在建社后的

一段时期，．办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到了60年代，受“左”倾

错误的影响，急于求成，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了

主观意志，把供销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结果使供

销合作事业受到挫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

正，供销合作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新出现在南宁市。城乡社

会变革，方兴未艾。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农民群众和农村经济发展

的要求，决定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这是加强和发展

供销合作社的正确决策，是对供销合作事业的关怀和重视。

回顾18年走过的道路，南宁市供销合作社在工作中获得显著

的成绩，也发生过失误，现在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这

18年是供销合作事业取得迅速发展，职工增加收入，生活水平提高

最快的18年。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网点遍布南宁城乡，它在南宁市管

辖的两县一郊的农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联结城乡经

济的纽带，它对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支援农业，支援工业，是一支

重要的力量，它在发展合作经济中具有广阔的前途。

中共南宁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2月20日批转市志办编

纂《南宁市志》试行方案，及其编目总体设计与任务分工草案。南宁市

供销社联合社承编《南宁市志·供销合作社志》。成立了社志编纂领

导小组，同时建立了社志编纂办公室，市供销社系统各单位均建立了

部门修志领导小组，全系统参加修志人员60多人。既为市志服务，又

为出这本社志服务。

这本社志的资料来源是经过市社系统各单位的修志人员，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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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左右的时间，反复深入各个部门搞调查，走访老干部、老工人、知

情人。派修志人员到广西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查阅有关合作社事业的

图书、报刊杂志；派人到市档案馆、市委组织部档案室查阅了市工商

局、商业局、供销社、财贸办公室等部门历年保存在馆的档案卷宗，还

抽查与合作社有关部门的一部分档案卷宗，收集了市社系统11个单

位的部门志(草稿)，共计收集各种文献资料500万字。编纂人员经过

9年多时间的筛选，几易其稿，采用了其中29万多字，历时9年编写

成这本志书。它有助于本系统职工了解本行业的历史，以史为鉴；也

有助于社会上各界人士了解南宁市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南宁市供销合作社志》所记述的发展事实，充分体现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的各级党政领导，对南宁市供销合作事业的关怀和支

持。它体现了南宁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干部职工艰苦创业，勤勤恳恳

为城乡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南宁市供销合作社志》的出版，不仅为

供销合作社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而且

也为后代保存科学的史料。它将激励和鼓舞供销合作社的干部职工，

继承光荣的传统，再接再厉，更加扎扎实实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努力

做好各项工作，发挥供销合作社系统的群体优势，在建立市场经济体

制中求发展，市场经济越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活动范围越广阔，这是

新的机遇和挑战。供销合作事业是光荣而豪迈的事业，供销合作社工

作者任重而道远，应当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深化改革，开拓前进，务

使老一辈创建的供销合作事业越办越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谨此为序。并致谢所有为编纂《南宁市供销合作社志》作过努

力的同志们、朋友们!

南宁市供销合作联社

3



凡 例

一、 《南宁市供销合作社志》按供销合作社的状况，除“序

言”、 “概述”、 “大事记"、 “附录"、 “编写始末”之外，立

“组织机构”、 “经营业务”、 “综合管理”等三篇，共计15

章，49节，28万字。

二、以叙事体行文，按篇、章、节、目结构编写，本着详今明

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南宁解放后，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史实。

三、内容涉及的时间起自清末民初，叙事主要从1951年起，

至1990年止，个别地方作适当延伸。

四、计数与计量单位，按公制，用阿拉伯数字，个别地方，尊

重历史以担(50公斤)为单位。

五、‘国务院批准邕宁、武鸣两县于1984年划为市辖县，邕

宁、武鸣两县供销社的业务随着划归市供销社管理，因此，统计资

料1984年以前不含邕宁、武鸣两县社。此后，则含两县社。

六、南宁市供销合作社曾用名，1952年12月称南宁市合作社

联合社，统一管理全市消费、供销、手工业等合作社；1962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全国供销合作社，同年10月1日

命名为南宁市供销合作社；1984年4月，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南

宁市供销合作社改称南宁市供销社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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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宁是广西古城之一，从晋朝建置算起，至1990年已有1672年历史。唐

贞观6年(632)为邕州，设都督府于邕州，是南宁简称“邕”的起源。元朝至

元十六年(1279)，改邕州为邕州路，于邕置邕州路总管府。泰定元年(1324)，

改邕州路为南宁路，是南宁得名之始。明朝洪武元年(1368)，改南宁路为南宁

府，隶属广西布政使司。南宁为府治所和宣化县治所。清朝宣化县隶属广西省

分巡左江兵备道和南宁府所辖。南宁城为道、府和宣化县治所。民国元年

(1912)撤销宣化县，为南宁府所辖。2年撤销南宁府制，为南宁县所辖。次年

6月南宁县改为邕宁县，为县治所。元年10月至25年10月南宁为广西省会，

是广西政治、军事、经济中心。30年1月广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

立，专署设在南宁。1949年12月4日南宁解放后，1950年1月建市，属省辖

市，并为广西省会。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南宁为自治区首府。

1979年3月南宁市设兴宁、永新、城北、江南、新城5个城区和一个郊区。

1983年10月，国务院批准邕宁、武鸣县划归南宁市管辖。1990年市区面积70

平方公里，人口达105万人。

南宁交通方便，自古以来，便是祖国西南通道。早在唐代，云南、贵州、

四川货物已在此集散，西南不少货物通过这里运销印支半岛及南洋各地，沿海

及国外商品经过这里销往西南各地。解放后，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建设，水

路、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和通讯已与全国连成网络，四通八达，并不断伸延

国外。随着南昆铁路的全线通车，南宁已成为祖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的

枢纽城市。

南宁是素以商贸发达著称的城市。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以水路通商

为主。南宁居郁江之畔，左、右两江汇合处，云、贵及桂西南各地的农副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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