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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志·商业志》综合反映了明清以来几百年间我区商业

的兴衰起伏，记录了我区商业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展现了毕节地区商

业从萌芽到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恢宏的历史画卷。

是毕节地区商业发展史中极为宝贵的材料，为我区未来商业的发展提

供了最好的借鉴。

本志的编纂，遵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力求真实、准确。涉及重大历史背

景，以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上述指导思想

和方法，始终贯穿于全志的编修过程。

由于历史上我区交通不便，贸易落后，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封闭半

封闭状态，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商品优势，地未尽其利，货不畅其

流，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解放后的40多年间，我区

广大商业干部职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商

业，为组织物资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为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促进各民族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探索贫困落后地区商办工业的发展路子，为国家

建设积累资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全区商业改革进入了重要

关头，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是“困难

和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期o

“以史为鉴，能知兴衰"。文明昌盛总是在社会变革中不断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才得以不断提高和发展的。在深化商业改革和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毕节地区志·商业志》能够作为一面镜子，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达到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社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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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区商业工作的发展和振兴商业

经济提供有力的启示。

’毕节地区商业局局长王玉屏

1994年12月l 5日



编纂说明

编纂说明

一、《毕节地区志·商业志》是《毕节地区志》的专志之一，《毕

节地区志》“凡例’’的统一规定适用于本志。

二、本志记载的商业活动，上限始于明代，下限止于1 993年。

三、本志中的“区内"、“境内”专指毕节行署辖区，1 971年前资料

包括水城县，1 971年后水城县划入六盘水市，不再属毕节。

四、1 949年1 1月下旬毕节地区各县解放，本志中“解放前"、

“解放后”以此为分界线。

五、1 993年，在产权制度变革中“国营商业，，概念已转化为“国有

商业”o为保持前后一贯，本志仍沿用“国营商业"概念。

六、1 9 55年以前流通的旧人民币与新人民币的币值换算，旧人

民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o ·



气誉蔷≮i1-三,

靼节地区五交化公司

毕节地区百货公司、黔百
百货大楼在黔西举行商品联展

织金县百货大楼

}’营矗 一一一i主



大方县纺织品购物

中心服装自选商场

民族贸易

毕节地区百货大

楼床上用品柜



毕节地区百货公司食品柜

毕节地区五交化公

司家电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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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区商业局局

长沈中(右一)代表
省商业厅为毕节地区

民族贸易公司发奖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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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毕节地区商业贸易中一心

毕节地区民贸公司大楼

毕节地区百货公司



毕节市商贸公司

毕节地区百货大厦

毕节地区百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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