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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烟台市商业志》，集全市商业百多年的史实，囊括于一册，为现

代化商业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将有所补益o

《烟台市商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商

志办公室的同志，在商业局党委领导下，在烟台市志办公室的指导

下，历时四年，广征博采志书资料350万字，经多方考证，探本溯

源，切磋琢磨，去伪存真，对建国前商业的历史发展和兴衰起伏作

了概括的追述，用大量事实和例据，对建国后30多年来烟台商业的

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备的记实，几易其稿，终于大成。

本志记载了烟台市商业124年史实，上限断至1861年(清成丰

十一年)，下迄1985年，个别内容亦上溯下延。全书分为12章，布

66节，约45万字。整部志书是采用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办

法，横排竖写，纵横交错，以文为主，图表并用。在志书内容，资

料取合，篇章结构，编纂方法等方面，都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在撰写文风上，严谨、朴实，简洁，通俗。志书结

构合理，特点突出，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可靠，是一个经过浓缩的

信息库，资料库，情报库和数据库。

《烟台市商业志》，是烟台市商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志·



它不仅有助于全市商业干部、职工系统地了解本行业的发展史，而

且对推动商业改革，加速商业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将产生重大

影响o

《烟台市商业志》是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编写的，谬误和疏漏

之处在所难免，请阅者及知情人批评指正。

翻彳弦．’．：。．I‘
。

198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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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坚持真理，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o

2，编纂原则t实事求是，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突出地方、

时代特色和商业特点，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3，本稿体例。采用记、志，表、图、传、录等，以志为主。

全稿设十二章乖附录。分章、节、记述，图，表随文走，主要数据

依商业行政统计和会计数字为准。

4，本稿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号( )

内o

5、时间断限：上自1861年，下至1985年，个别内容亦有上湖

奔下延至1986年者o

6，名称运用t 1983年11月烟台地区改称烟台市，对原烟台市

凡能用芝罘区说清楚的地方，则一律采用芝罘区名称记述，个别地

方亦有用“原烟台市矽来记述的。

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至19 56年对私改造完成之间，组划的临时

县的名称仍有运用o

7，计量单位，凡未注“公斤"、“公尺”者，均是市斤、市尺。

8，资料来源t依靠有关历史档案，有关刊物，以及知情人提

供的口碑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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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概 述

烟台市位于山东半岛东端。东，南，北濒临黄海、渤海。西与

潍坊市，青岛市接壤，境内丘陵连绵，沟壑纵横，属低山丘陵地

形，总面积18，932．5平方公里。交通发达，公路纵横交叉，蓝烟铁

路横贯全市与胶济路相接，海运拥有烟台，龙口，石岛，威海等13

个港口，码头总长3，，885米，已形成了公路，铁路，海运互相连接

的交通运输网。物产资源丰富，盛产海产品，食盐，蚕茧，花生、

水果，禽蛋，肥猪、皮革，粉丝及其他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

烟台市的商业历史悠久，从春秋末期开始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商业店肆即已形成。公元前二世纪至北宋时期，登州(今蓬

莱)已成为我国北方贸易大港。以后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

变化，均有兴衰起伏。在1840年商业虽有清初的恢复，发展，但由

于历史“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在烟台市内亦不重视商品生产的

发展，广大的农民群众，仍过着封建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购买

力低，交通不便，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很低。 “奸商”， “买卖

鬼”的流言深广，还有幺千买卖万买卖不如老驴搬泥块"的说法9所

以，买卖人占数很少，座商廖廖，百业不兴，商业萧条。群众的买卖

主要依靠市集，出卖自己生产多余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买回自

己需要的生产工具和日用消费品。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逐渐

兴旺，到185o年，芝罘已拥有商户千余家，其中包括手工业作坊，

当铺、大烟馆，剧院，妓女院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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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来商业类别有。

1，行商：行商没有固定的经营地址，往返于产销两地之间，

是长途贩卖商品的商人o

2，代理商：即代理店，是专为外地商人，代存物资，代买，

代卖商品的商号，主要赚取客户手续费和物资保管费，有的也自营

小部分业务o
、

8、牙商。牙商有牙帖者谓之宫牙。或称官店，否则为私牙，

皆为行货经纪，居间定价，收取佣金，并代征牙税。这是一种中间

性的商业。清未牙商有额，不得擅增，生监之家不得充任。

4、小商小贩，主要是串街叫卖，赶集摆摊。

5，外商，在1861年烟台开埠之前，就有外国商人来烟进行贸

易。1875年外国商人在芝罘成立了“西商务会”。1910年以后，外

商逐渐增多，盛时在芝罘的英，美，德，日等国家的商号已达四十

多家。

商人组织：为行、帮、会。行在商业来说，是以经营的商品类

别划分的。如布行，五金行、杂货行、内行，蔬菜行等。行有行

规，行市涨落以及同行业的争论，都有行的组织来公断。

帮：大批贩货运销者谓之帮，帮除以经营之商品组划外，主要

是以地方区域组划的。当时在芝罘经商的有广州帮、潮帮、福建

帮，宁波帮。东北有关里帮、锦州帮。市内的有z牟平帮、福山

帮，蓬莱帮q日本在此的商户也称日帮。．

会是会馆，是商业行、帮组织在经营驻地建立起来的办公场

所。在芝罘区建立的，有福建会馆，潮州会馆。

商业经营s烟台市三面环水。中、小港口近30处，水上运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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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便利。南方产的毛竹，杉木，大米，水果，水产品，布纱，绸

缎，纸张，桐油，土产，手工业品等都是由海运至芝罘、石岛、威海

等各港口的。东北三省产的粮食，木材，山茧，蘑菇等山货也是水

运芝罘的。胶东各地特产的山茧，花生米，水果，猪肉，皮革，禽

蛋，粉丝以及水产品等也是汇集于芝罘再转运各地或出口的。由于

各地商品在芝罘聚散和外国货的涌进，到1870年以后，芝罘发展起

数家私营代理店，也叫“客栈"“大屋子"。1875年芝罘形成的商

业八大家中，就有五家是代理店。

自1863年至1905年，外国的鸦片，棉布，棉纱、毛织物、金属

品、煤炭、石油，海菜、大米以及化妆品，大量的涌进烟台。烟台港

开埠初期百货的进出口几乎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市场上的日用消

费品90％是洋货。当地商品生产不佳，出口量很少。据1901年芝罘

港口的统计，进口是19，256，466海关两(银子) 出口额只有

III，046海关两o(1933年始以国币为出口货值计算单位)。每海

关两=1．558元国币)o

随着商号的增多，到1902年芝罘区成立了商人的第一个组织机

构，名日露大会”，1906年改为“烟台商务会，，。这时芝罘区已有各

种商号1650家，各种公司8家o 1906年牟平，黄县、荣成，文登都

成立了商务会，掖县的沙河，莱阳，龙口也在1900年建立了起来。

1916年前后，掖县，蓬莱、招远、栖改，文登，福山县的商务会

也先后建立。商务会建立后，国家的政策，任务都是通过商务会向

商人贯彻。工商之间的争议纠纷也由商务会来调处解决。

1905年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铁路，公路的开通，商业

亦开始逐渐兴盛活跃，一直到1936年兴隆不衰。全市各个城镇的

3



座商，饭馆、浴池，理发业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据1936

年调查，芝罘区共有私人工商业4730户，洋商17户(只统计小部

分)。内有饭店358户，店栈业168户(其中外国旅店lo家)澡塘

业19户，理发店70户．．照相业25户。新世界商场，公利市场，海防

营商场，大昌永代理店、中华栈、大罗天中西饭馆等较大的商家，

也是在这个时期内建立起来的。黄县全县集镇以上的商业户数、

1936年有2，211户，其中龙口747户。荣成县1936年以前，石岛，俚

岛、成山卫、崖头四个镇有商号438户，2694人。其中石岛224户，

1537人。莱阳县城在抗日战争以前，有商店193P，店员1229人。

其中饭店12户，68人，旅馆9户，126人J理发馆6户，16人。中

型以上的商店34户．191人，兼营进口货的9户。掖县沙河镇，全镇

共有1，268户。抗日战争以前有商店160余家，饭馆30余户，中型

以上的杂货业有：源裕栈、源裕兴、轻聚同等五家，每家有店员20

人左右，经营的品种有布匹，粮食，木料，皮革、干果等日用工业

品。牛皮销住英国，夏布、花椒等销往朝鲜口这时各主要沿路村庄

也都开设了大小车店和饭馆，以便供来往客商食宿。此时，城镇经

济繁荣，商业活跃。开设商店的资金来源：一是小商贩资金积累

后，转为座商。二是有些行商改为座商。三是利用外国商人资本，

代购土特产品、代销洋货而设的商店。四是地主、富农的资金

投向工商业。据掖县沙河镇的调查，全镇共有地主富农八户，就有

五家投资经营工商业，占地主富农总数的61％。但一般的农村，这

个时期的商店仍然很少，农民生产多余的土付产品出卖和自用工业

品的购买，主要依靠：一是到城镇买卖，二是靠赶集出卖后购回需

用的商品I三是靠肩挑小贩串乡叫卖。此时串乡的小商小贩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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