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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蛟河县商业概况

前言：

蛟河县地处吉林省东南部。蛟河县前称额穆县。清宣统元年4

月1 5日(1 909年6月2日)于额穆索罗驿站设治。直到1934年(伪康

德元年)11月1 5日县治所由额穆索(现敦化市额穆镇)迁置蛟河

街。1939年10月改县名称为蛟河县。在县境内有两条铁路线通过，

长图线横贯东西，拉滨线向西北矧申．有长图、长(白)哈两条国

防公路在县城蛟河镇内相交后分别向四方而去．拉法，蛟河两条河

流环其县城，富饶美丽的松花湖流经新农，青背、漂河，松江、

天南等五个乡界。纵观全县铁水公路交衔，交通四通八达，物产

资源丰富，农，工，矿、林并茂，城乡市场繁荣，可谓吉东之重

镇；也是军事之要地。

蛟河县商业由来以久。早在清朝宣统年间，设立额穆县制起，

私人商业就陆续增加，日伪时期私人商业又有一定发展，同时，还

设立了一些官方商业。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

义统治之下，物价飞涨，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购买力低下，特别

是日伪统治时期，施行物资配给，荷捐杂税，市场更加冷落。t945

年9月3日，蛟河解放，人民欢畅，广大城乡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先后建立和不断发展壮大了国营商业和

供销合作商业，在解放初期的反封建斗争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内战

中，为促进生产发展，保证人民生活，支援前线战斗胜利，发挥了

重要的保障作用。

1949年l 0，同l E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也不断发展。国营、供销合作商业网点增

多，职工队伍增加．购销业务不断扩大。但是，在1 960年后的困难

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十年动乱时期，商业处于停止不前

的状态．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特别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商业形势日益发展，繁荣兴旺，一年好于一年，一年胜于

一年。．

第一节 中华民国时期

(1 9 1 1～1 9 3 1年)。

宣统年间，蛟河镇只有私人商业。据宣统二年《实业统计表》

记载： 膏查额穆地区，地处偏隅商店，均系小本经营，无著名工商

店铺”·当时，主要店铺有：

商 号 经营品种 人员数

迸元长 百货日用杂货 l 0 0余入

和兴号 烧锅带杂货 l 0 0余人

瑞兴东 烧锅油房 l 0 0余人

东烧锅 养猪烧酒 1 0 0余人

聚丰厚 布疋、下杂货 5 0余人

福星栈 油房，杂货 5 0余人

天顺和 饮食 5 0余入

二和店 住客 l O余人

还有理发店四家、照像馆两家、五金店一家。饭店都是经营一

些豆付脑、尖饼、麻花之类的小店铺。药店有三、四家，都是先行

赊销，秋后要帐．

这一时期蛟河镇有约三千多人口，但是，由于蛟河所处地理条

·—一2·—一



件，商业比较发达。当时输出的特品有：大豆．木料、煤、皮张、

水稻和山货等· ，

输入的物品有：稠缎、钢铁制品，药材、茶糖，洋油，磁器，

颜料、笔墨。纸张、书籍、果品、鞋帽、靴袜和钟表等．

这个时期，市场物价情况据中华民国四年(1 9 1 5#-)《调查货

物两价简明表》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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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六月(1 9 l 7年)《吉林省额穆县辖境市场一览

表》中记载：蛟河镇柴草市场，牲畜市场一处，粮米市场．菜市

场，杂业市场皆无。可见当时蛟河镇商业处于农村集镇的状态。

第二节 日伪统治时期

(1 9 3 l～l 9 4 5年)

1．日本侵略者占领蛟河之后的商业市场

日本侵略者占领蛟河之后，极力开采蛟河煤矿，掠夺木材，从内

地招募工人，蛟河人口不断增加。煤矿和森林的开发，也促进了商

业的发展。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在蛟河地区政局不稳，对商业和

市场的控制尚属薄弱，因而私人商业没有受到排挤，而且还有发

展。据记载，满州国初期，蛟河有十四户比较大的商号。他们是：

种 别 商 号 代表者 资本金(伪币元)

制材‘ 蛟河制材公司 中元岛七郎 1 0 0 0 0元．

特产农园 协同农园 马场义兴 3 0 0 0 0，，

制米 公义合 安东烈 5 0 0 0 0∥’

杂货 源茂盛 郭士昌 5 0 0 0 0．∥

杂货 源茂东 王少勋 ，， ∥

杂货 永和恒 苏舆周 ∥ ∥

杂货 和顺祥 赵秉义 ∥ ∥

酱油制造 久康酱园 杨仙清 ，， ∥

果实贩卖 协成舆 赵惠峰 ∥ F

制米 玉成米厂 李鸣歧 ∥ ，，

杂货 义聚昌 战协五 l 0 0 0 0元

烧锅 瑞兴东 ， 郭继东 ，， ∥

_7，



杂货

烧锔

同义盛

醴泉涌

潘复本

谢连成

2、日本侵略者的控制和搜刮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蛟河后的第三年即康德元年(1 934年)，完

全地把蛟河的商业和市场控制起来。日货运到蛟河，很多商店卖的

日常生活用品，如布疋服装、烟酒糖果，家俱用具、以及成菜，大

酱调味酌材．不少是从日本运来的。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控制、搜刮更多的财富，采取敲骨吸髓

的办法，于康德五年(1 938年)有的商店被迫不得不代卖配给品·

大部分商店靠自己进货，品种少，利润低，销路窄，致使商业逐渐

衰落． ：

工农业生产决定商品流通·日伪的统治使蛟河农业生产停滞不

前，农村购买力极度下降，工商业发展受到影响，加之“配给制”

严格地限制了工商业的经营活动。据1936年统计，蛟河县的苛捐

杂税不下五十余种·，名目奇异，甚至养狗都要缴税．日本垄断资

本，利用国家机器控制蛟河县主要经济部门，排挤民族工商业，主

要厂矿全为日本资本或满州国所有，日商资本占全县资本的二分之

一左右，达八万七千余元(伪满国币)。较次要的工商业多为汉奸

资本。所余民族工商业大部是小店铺和小作坊，中等企业和商店为

数不多。据蛟河档案馆资料记载，并请在当时商业从业人员的回

忆：伪满时期蛟河镇经营酱菜业有五家，主要的两家是《久康》和

<肇泰》·《久康》资金三万元(元)、 《肇泰》资金四万元

(元)；经营百货业较大的有(<之兴东》从业人员五十多人；鲜



货业较大的有《协盛兴》从业人员二十多人；经营旅店业主要有

《福安栈》和日本人开的《兴华》和马翻译开的《复光》旅店；经

营照像业的主要有《文芳》；经营理发业的主要有《美容新》和亚

州理发店l经营浴池的较大的是《蛟河浴池》；经营饭店的主要有

《东会友》和《盛友居》，经营医药业较大的有《永兴厚》，《大

德昌》和《顺发长》，经营肉铺较大的有《泰发》、《同发业》，

《永发》和《四合》四家；经营烟酒较大的有鬈庆元祥》。《义和

恒》和《同兴利》三家；经营五金业较大的有《义泰长》．这些勉

强维持下来的民族商业，经常遭受敌伪企业的排挤和敌伪警察的敲

诈，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绝无发展的希望。 ．

3、1 945年9月3日前蛟河商业 ．‘

满州国末期，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大东亚战争，履遭失败。日

本经济发生危机，日常生活用品满足不了日本本国人民的需要，没

货物再往《满州国》运输，致使商业货源断绝，商品短缺，很多商

店只能卖一些另星杂货和当地土产品。米面，洋油，油火，甚至更

生布都实行了配给，不许商业随便买卖．农民交_出荷粮"者，按

比例配给棉布和胶鞋。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若是吃些大米

饭，被警察特务查知，就是“经济犯”。太平洋战争暴发后，日本

帝国主义积极扩军打仗，筹集战争物资，拼命压缩配给物品，没有

棉布，配给更生布，又叫麻袋布，胶鞋也不配给了，弄得人．民吃不

饱，穿不上o

4，日伪时期蛟河《商公会》和《组合》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进一步控制我国的经济命

脉，实行了经济统治。先后在各地组建了《商公会》．《商工公



会》和各种《组合》等同业公会，同业组合等形式，就是把所有的

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集中网络其组织之中。这些组织的核心人物，

主要是日伪政权的财团人物；其次是充当汉奸，依仗日伪势力，发

国难财的奸商，他们依仗权势，横行街坊，扬威乡间，大肆盘剥农

民，从中渔剂；再次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参加活动的。其会员、组员

都是按行业关系被迫参加这些组织的。他们受该组织的束缚和支

配，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立经营企业活动的自主权力。

这些组织严密地控制和束缚了我县民族工商业经济活动，掌握

了全县的经济命脉，从政治，经济上充当了对中国人民进一步压迫

和剥削的工具。对人民日常生活必须的粮，油、盐，棉、布，烟，

酒等商品以及农村的土特产品也都在他们手里垄断和支配着。

日伪的经济统治使我县解放前夕商业横遭破坏，市场严重地萧

条冷落，不少商户被迫停业，小商户更是纷纷破产倒闭．

日伪统治时期《商公会》、《商工公会’等行业组织状况是：

蛟河商公会 电话：一。三号

一、所在地：蛟河县蛟河街

二，分事所及所在地：新站分事务所，新站，额穆索分事务

所，额穆索。

三．地区：蛟河街、新站街．额穆索。

四、会员数：一。二二名o

五、营业税总额：一。四。六四，九八丹。

六．商工公会斌课率2 3％。

七、康德八年预算额t三oooO丹·

八、设立年月日：康德五年四月十三日 (1 938年)。

一lO一
一



职员职名 代 名

会 长： 潘辅本

付会长： ．赵魁一

付会长： 孙瑞峰

常务理事； 金田信近

理 事。 井口良香

理 事： 安东烈

理 事： 高子馀

理 事： 龙泽正

理 事： 唐慎恩

理 事： 全泽瑶

参 事： 唐仁原菜

／／ 金秉燮

∥ 杨品一

／／ 王尽臣

／／ 刘井山

／／ 小山俊雄

／／ 中山久治

／／ 王乃轩

∥ 青柳等

，， 腾井重考

／／ 廉宗谓

／／ 幸弥三吉

职 业 住 所

同义盛经理 蛟河吉祥街

裕六源经理 新站大街

庆丰原经理 额穆索中央街

岩域
’

蛟河洛新街

宏盛粮栈经理 蛟河大马路

公盛和经理 ’蛟河大马路

庆茂和经理 新站中央街

蛟河县开拓科长 蛟河学习胡同

福兴厚经理 蛟河吉祥街

鲜光洋行经理 蛟河原兴街

满州林业蛟河支店主任蛟河大马路

大同农村社 ．蛟河康德路

天顺东经理 蛟河吉顺街

德源东经理 蛟河吉祥街

源兴永经理 额穆索中央街

日满商事蛟河派出所主任蛟河康德路

郎 石炭贩卖所主任 新站中央街

永河经理 蛟河永康胡同

石炭贩卖所经理蛟河大马路

．蛟河经济股长 蛟河治新街

大兴公司经理 ，。
∥

，1协和会本厂事务长。 ∥



蛟河县商工公会

康德九年十月(1942)年成立

会 长：高俊卿 付会长：马福聚 常务理事：金田近信

蛟河县胶皮鞋组合

一，所在地：蛟河县商工会内。

二。电话番号：二二五番、二二六番。

三、设立年月：康德七年一月八日。(1 940年)

四～组合长：潘忠堂

。五，理事：史善一、权泰元、王署斋、王绍勋，杨福顺·

．六、监 事：王霭轩·曲云亭、孙书航。

蛟河县棉花配给统制组合

．一，所在地：蛟河县商工公会内·

二、电话番号：二二五番，。二二六番。．

三、设立年月日：康德五年八月一日。(1938年)

四、组合长：潘辅本 付组合长：赵魁一、王丰芝

五，委员；高俊卿，岳文浦、王输卿，赵化南、张汉臣，张祝

．： 三．刘井山。

蛟河县棉系布贩卖商组合

一，所在地：蛟河商工公会内。

二．电话番号：二二五番i二二六番．

三、设立年月日：康德六年十二月一日。

四、组合长：高俊卿。付组合长：刘井山。

五、理事。王卿、王尽臣，杨品一。

六．监事：潘辅本、赵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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