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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志》经过5年的孕育，终于问世。

它的成书凝聚着市供销合作社领导同志和全体修志工作

者的心血。 ．

自1951年11月重庆市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以来，全市

合作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其间虽然也经历过一段艰难

曲折的历程，但总的来看是前进的，为全市工农业经济的

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

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全市供销合作事业更加兴旺发

达。1988年全市供销社系统国内纯销售为202756万元，

而1978年的国内纯销售才85690万元，仅10年时间就增

长136．6％。1978年至1988年国内纯购进由33482万元

增为118174万元，增长252．9％。1988年企业盈利5770

万元，为1978年的806．99％。现在，重庆市供销合作社系

统已发展成为市郊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之一，其机构

网点遍布全市每一个城镇和68％的村，为推动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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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方便城乡人民的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展现供销合作事业的光辉业绩和发展历程，为

了给当前的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参考材料，给子孙后代

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市供销社社志编辑室的同志们在

查阅大量资料、核实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五易寒暑，编纂

出了这本60万字的《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志》。该志指导思

想正确、对解放后各个历史时期供销合作事业的兴衰演

变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全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主体

内容共五篇四十三章，较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重庆市供

销合作社及备区县供销社发展概貌：志中篇、章、节的设

置较为合理，条理也较清楚；文风朴实，记叙简洁、明了。

市供销社的同志在重庆市商业系统中率先编纂出这

部志书，实在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它必将在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此，我们谨向重庆市供销社

的领导和参与编修该书的全体同志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1992年8月



序

刘嵬水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志的编纂工作，竟五年时间，现已完成。这

部志书，对我国近80年来的合作社运动思想和实践的史实，特别

是近50年来重庆市的合作社运动史实作了翔实的记述，在我通读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志》全稿后，令我这个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

与重庆合作社事业结缘，至年逾古稀仍十分关注此一事业的老合

作社工作者感概良多，心潮难平．

首先，要感谢市供销社党政领导和社志编辑室的同志，他们在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将重庆市的供销合作社运动史料

加以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之成为一部国际合作社运动与

重庆合作社实践相结合的教材，又是一部供销合作社业务工作手

册；它既有反映归口行业历史、现状和中心城市商品集散作用的

《经营篇》，又有反映各区县供销社特色的《区县供销合作社篇》；它

既反映供销合作社为主体的经营管理活动，又有供销社归口领导

的《合作商店》专章。具有内容丰富，编排科学，讲求实用的特点，值

得一读。

其次，这部志书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告诉我们；新中国的供销合

作社运动，是实现工农联盟最佳形式的成功探索，合作制是劳动农

民最乐于接受的形式。纵观历史，以合作互助为宗旨反对剥削压迫

的合作制，与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相联系时，尽管有人为之奔走呼

号，取得一点成绩，但不可能根本摆脱困境，获得成功。相反，合作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志

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如鱼得水，迅速地、大规模地、空前地获得

发展。而且，随着社会前进步伐而不断壮大。新旧中国的合作社运

动史，已经为此作证。我相信，合作制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一

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

第三、以史为镜，进一步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促进工农业生

产，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使“富民兴社”即富裕农民社员，振兴供销

合作社这一口号，变为更有丰富内容的实际。解放以来，供销合作

社经历了兴起、发展、曲折、缓进和大发展的途程。正反两个方面的

经验都是十分丰富的，供销社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

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仍然需要充分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供销合作社事业进入第二个春天，

众所周知，都是在“～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引下取得的，适当

调整生产关系，是增强经济活力的关键。因而，经常地、深入地进行

调查研究，不断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以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需

要，看来，应该成为合作社工作者，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合作社

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第四、祝愿可敬可爱的同道者，通晓自己事业的实际，借鉴先

进地区的经验，把供销合作社办好，把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事业

办好。《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志》较全面地、系统地为我们了解重庆市

供销合作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建议重庆

市的所有供销合作社工作者都来通过闭读社志，了解自己事业的

全局，并借鉴沿海地区发展商品生产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帮助

农民增进文化知识，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科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第五、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优势，带动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



和穷困地区致富。当前，这些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后，信

息闭塞，商品生产水平低下，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

决。我建议全市供销合作社组织对此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发挥供

销社联系城乡、连结工农，熟悉市场等多种优势，从多方面(如信

息、技术、资金、产品推销等)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逐步走

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以上数点，是我的读志抒怀，并以之代序。



凡 例

一、编纂《重庆市供销合作社志》(以下简称《社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为准绳，按照志体要求，存真求实，将历史资料整理成书，以

期达到“资治、存史、育人”之目的．

二、《社志》的年代断限，上限尽力追溯事物之发端，下限至

1988年。按重庆市供销合作事业沿革为主体表述的同时，编入

1983年4月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市后新行政区划的《区、县供销合

作社》篇和按新区划汇集的历史统计资料，籍以互为补充。

三、篇目结构分为四个层次，即篇、章、节、目。编排遵循通例。

四、《社志》中有若干简略用词。在不与几个省、市一同表述的

地方，出现的“全市”、“市政府”、“市××公司”等，均指重庆市。文

中有时出现的。总社”、。省社”、。市社”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四J WI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重庆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

简称。在业务用语中，“农资”系“农业生产资料”，“日杂”系“日用杂

品”的简称。“市××公司系统”指全市县以上该专业公司范围。

。市供销社系统”指全市各级供销社。

五、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解放前的度、量、衡单位和货币，按当时的历史习惯记载．

解放后用公制和现行人民币单位记载。

七、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记数与计量(包括正

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重废市供销台作总社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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