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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安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人员

主 任

第一任王实克

第二任王建章(兼)

第三任黄锡章

第四任陈文道

副 主任

第一任 田中和吴培泉(

第二任王世恩(主持工作

第三任焦从贤刘振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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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篇

经济综述



篇前照片：古代农耕图



盘庚迁殷后，安阳成为长达273年的殷商都城。其时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

沃，森林茂密，农牧业生产发展，初步出现了以农为主的农牧业分工。素称“五谷”的禾、

黍、麦、稻、粱皆已具备，酿酒业发达，曾有“酒池’’“肉林”的记载。手工业也渐次从农业

中分离出来，具有10多种行业。特别是青铜冶铸，气魄宏大，种类繁多，造型庄重。制

陶、织帛、玉器、骨器等产品，工艺精湛，质地精美。殷时出现了进行产品交换的‘‘市井"。

交通四通八达，出现了车、船等交通工具。殷人擅商，贸易范围东达朝鲜，西至新疆，南

涉四川，东南抵浙江，四方商人云集，交易品种繁多，殷都被称为“大邑商"。适应商

品交换的需要，殷人已广泛使用贝币和少量的铜币。殷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

中心。

战国初年，西门豹为邺令，改革陋俗，除“河伯娶妇"之害，发动百姓修渠灌田，使邺

地百姓深得灌溉之利，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为魏王争雄列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条件。

公元216年，曹操据邺称王后，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疏

白沟，贯联黄、漳、洹、淇诸河，大力发展水运，加之畅达中原腹地的南北驰道，使邺城成

为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史书载“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煤炭、冶铁、纺织、建

材、造船、雕刻及日用品等手工业达到可观的规模和相当高的工艺水平。邺城专置有东

西商市，并设商业区和手工业区，作坊店铺林立，各地名产特产荟萃。左思《魏都赋》曾

载，邺都有：“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笱、信都之枣、雍丘之

梁、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缌清河"。市场繁盛面貌，由此可见。邺

城鼎盛时，人口一度高达百万，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大商城。公元580年，杨坚焚毁邺城，

将其民及相州、魏郡、邺县治所均迁徙至其南20公里的安阳城，安阳随继其后发展成

为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经济中心。 ．

安阳冶铁始于汉，曹魏改畜力鼓风为水力鼓风，北魏、东魏官办冶铁，魏武库兵器

主要在水冶制造。北齐，安阳仍为主要的兵器制造基地。唐，设铁冶处。其后历代，安阳

冶铁经久不衰。

隋、唐时，安阳瓷器制造兴盛，著名的相州瓷窑占地9万平方米，曾是中国北方瓷

器的重要产地。

明、清时期，始于元代的棉花种植，除农民自用，已有较多剩余卖到市场，增大了自

然经济中的商品经济成份。同时，民间矿业兴起，西部农民自办煤窑、炼铁者增多。社会

生产分工趋细，手工业门类增加，安阳从事专业手工业者曾达5000多人。工农业生产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集镇贸易的繁荣兴旺。清朝后期，仅安阳县境内就形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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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市，较大的有18集。同时有林县的任村、姚村、合涧，汤阴县的宜沟，滑县的道口，

内黄县的楚旺、井店等大集镇，商贾云集，市场兴盛，发挥着沟通城乡商品交流的桥梁

作用。城区商业行当分工也渐趋明细，粮行、棉花行、药材行、山货栈、绸缎庄、百货店、

钱庄等相继产生，成为豫北工农业产品和山货的主要集散地。此时期安阳已培育和形

成了一批历史悠久、闻名遐尔的名店、名品，如锦泰恒的蓼花、彰德陈醋、三不沾、血糕、

曹马芝麻糖、道口烧鸡、道口锡器、老庙牛肉、姚家狗皮膏药、滑县油纸折扇、龙泉桂花

等。19世纪末，安阳从商者达4000多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立安阳商会。

近代农业中，安阳棉花种植面积发展较快，栽培技术有重大改良。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清政府由美国引进美棉棉种(斯字棉)，1919年开始传播于安阳，并成立安

阳模范植棉场和白璧植棉公司。1936年，棉花种植面积仅安阳县就达到71．55万亩，占

全县耕地的41％。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占河南全省面积和产量的11．8％和13．8％，

居河南各县首位，安阳成为京汉线上最大的棉花市场。1935年，安阳县粮食种植面积达

到148万亩，单产56公斤，总产量8290万公斤。小麦、谷物均沿京汉铁路向外省输运。

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烟叶，由上海、汉口等外埠商人收购外运。花生、干鲜果、大枣、药材、

羊毛等农副土特产品也开始运销全国。

1901年，安阳出现近代工业。先后创建广益纱厂、六河沟机器官煤矿、洪河屯翻砂

厂、宝兴煤矿公司、中兴电灯有限公司等机器工业。至1936年，安阳先后共建立85家

厂(矿)企业，职工达到1．2万人。其中煤炭、棉纺织及粮食加工三个主要行业占全部厂

矿数的79％，资本占94％，职工占92％。1936年，主要工业产品由10种增加到25种，

工业产值5226万元(1952年不变价计算)，约占当时河南省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特

别是六河沟煤矿年产煤炭曾高达75．2万吨，为当时全国十大煤矿之一。

抗日战争前，安阳城区工商业户达1700余户，许多专业交易市场逐渐形成，工农

业产品及土特产品销售地域日益扩大。30年代中期，城内有棉花行28家，年收购、运销

棉花约1750,---2000万公斤，销往汉口、上海、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安阳成为外埠纺

织工业重要的原料供给地。城内及四关有100多家粮行，除满足本地需要，多运销外

省。药材素为安阳重要特产，抗日战争前，城内药材行、中药店数十家，有七行八栈之

说。1918年开设了安阳第一个照相馆——振华轩照相馆。1928年创办了第一个女子百

货商店——明秀商店。1937年，城区商业店铺700余家，大小饭庄(铺)200多家，旅店、

照像、洗染、浴池等服务业有6个行业89家。先后开辟有各业具备的平市商场和中山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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