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红河哈J唠彝族fI治州编纂委员会鳓／／～

一蕊
，

-k

／



]



编纂委员会名单

曾任过副主

马国强、孙



凡例

凡例

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志》简称《红河州志》，以1985年底的行政

区划(2市J『』县)为记述范围。为记述方便，1957年J『J月红河州建立前。简
称“境内”。志中所谓“边疆县”指河口、金平、绿春、元阳、红河五县，其余称

二、本志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州各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功过并书，成败皆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基本按事物门类平头立志，志首设序、总概述、大事记，中间设

专志，志末设人物、附录和跋；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四、本志为红河州第一部州志，上限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下限断至

1985年。中共红河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下限延至换届的1988年，

少数1985年后成立的新机构，下限延至1990年。
五、本志设总概述，各篇之首设概述。有的章，设无标题引言。

六、大事记纵贯古今，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的方法，记述全州的

七、本志《人物》分人物传、人物传略、烈士统计表、英模名录四部分。

立传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也载对本州事业卓有建树的客籍人士，以卒年先后

排列。谨遵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英模名录系省委、省政府以上机关授予
者。

八、本志贯彻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注意详主略次和详独略同。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正式出版的文献和省、州、市、县档案馆及图书

馆，少数口碑资料已进行了考证。
十、本志除少数历史资料引用原文外，均采用语体文记述。

十一、本志数据，新中国建立前的以档案、图书资料为准；新中国建立后

的一般使用州统计局的数据；统计局没有的，采用各部门的数据。1955年2

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已折为新人民币。

十二、本志以大类为序编成七册出书，第一册设总目录，各分册之首设所
含诸专志的目录。

十三、为节约文字，常用语用简称，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简称“红

河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发展国民经

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一五’时期”。余类推。
十四、金融志中，固定资产投资拨款与贷款的数字，使用实际发生额；其

它存款(含储蓄)、贷款数字，使用年末余额。
‘

十五、各专志中的政区、机关名称、地理名称和贷币单位，均用当时名
称，必要时加注。 。门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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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篇

概述

明朝境内的临安(今建水)、弥勒十八寨(今虹溪)、蒙自县新安所等地是当时经济发

展较快、商品交换较早的地区，商业、饮食服务业有较大的发展。清咸丰、同治年间

(1851～1874)，建水、蒙自、个旧、弥勒虹溪等地已有商号。咸丰十一年(1861)徐新德

在蒙自开设的“利济堂”中药店，出售的各种散、丸、膏药，不仅当地享有盛名，还吸引着

文I山、邱北、广南、新平、思茅，通海、河西、曲靖、昭通的顾客。当时，境内商业虽兴

旺，但大部分商号多为境外商人开设。获利较多的大锡购销，长期控制在。广帮”手中。光

绪十五年(1889)蒙自开关通商，帝国主义国家在境内倾销其剩余产品，掠走境内的矿产

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境内部分地主、矿业资本家受外商影响，逐渐将资本投入商业，开设

各种商号，开关前，蒙自县有影响的商号仅10多家，宣统三年(191 1)大商号已发展到

83家。同时，个旧、开远、建水、弥勒等地的商业也有发展，有些县成立同业公会和商

会组织。。美兴和”商号，资本发展快，民国25年(1936)后，总经理黄美之不仅在建水，

个旧开设商号，还在昆明、柳州．武汉、上海、香港、缅甸、泰国等地设分号，在昆明建

立。美兴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直接与美、英等国进行国际贸易。

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省民众避难人滇，境内商号、货郎增多，开远县仅经营百货、棉

布、广洋杂货的大小商号就增到150多家。1939年，日军飞机相继轰炸个旧、蒙自、开

远、建水等地，商业经营受影响，生意清淡。民国29年(1940)，滇越铁路碧河段中断，

物资进出121受阻，境内的民族商业资本家有的向国外转移，有的濒临破产，民族商业逐渐

衰落。民国34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境内商业曾一度发展，但国民政府发动内战，

滥发钞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商号纷纷倒闭，市场又冷落下来。

1950年4月1日，国营商业机构——云南省贸易公司蒙自分公司建立，随后，各

市、县成立支公司．国营商业公司在内地对主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实行统一经营，在边远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随军贸易，供应群众急需的生活用品，稳定商业市场。为适应国民经济

恢复和发展的需要，国营商业不断增设机构、网点，增加商业人员，限制私营资本主义商

业的发展，对地方工业品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控制主要商品的批发，有计划地调配

商品，打击少数不法商贩的投机倒把活动，商品购销增大，市场井井有条，人民生活改

善，显示出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的优越性。国营商业的迅速发展，私营商业经营有困难，

1954年4季度起，国营商业集中力量搞好批发，零售大部分让给私商。1956年，掀起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将私营商业纳入社会主义商业的轨道，建立了

以社会主义国营商业为主体的商业市场，使商品价格稳定，商业购销两旺，市场兴旺繁
荣，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1958年，开始。大跃进”，商业部门。大购大销”，派人四出采购商品，对当地工农业

产品“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对外地产品盲目采购，购进了部分不

适销商品，使商品库存上升，造成积压；收购采取预付，销售实行赊销；推行“以单代

账7、。无人售货台”等所谓外地经验。同时，把集体和个体商业升、并、转，向全民和大集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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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过渡。结果，造成经营网点减少，企业管理混乱，给商业带来巨大损失。1959年后，

国民经济遇到较大困难，市场物资减少，商品供应紧缺，商业部门对部分物资不得不实行

凭证限量或高价供应。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经过。三清”(清资金、清账目、清

商品)，仝州国营商业(含供销社)财产损失3 786万元。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后，重新调整商业机构，’网点、人员和商品流通渠道；商办工业得到初步恢

复，市场供应有一定好转。1963年在改善经营管理活动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开展。五

好”企业(政治工作好，’执行政策完成计划好，经营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干部作风好)，

。六好”职工(政治思想好，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好，团结互助服务态度好，爱护公共财物

好，业务技术好，经常学习好)竞赛，商业工作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整个市

场物资供应从紧缺趋向全面好转，凭证供应商品减少，物价下降。1965年，市场购销两

旺。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夺了各级商业单位的领导权，使企业管理混乱。1968

年，州内群众的派性斗争发展为武斗，交通受阻，市场物资又趋紧张。为做好人民群众生

活必需品和出国部队及民工的物资供应，商业部门的职工作了艰苦努力，但由于条件限

制，国内纯购进、调入均比1966年下降，商品可供量减少，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又

恢复凭证限量供应。
’

‘1970-1978年问，受“左”的影响，限制个体商贩，缩小集市贸易。集体商业纳入国

营管理，国营商业一统市场，商品流通渠道单一．经营方式呆板，企业管理不善，官商作

风突出，服务质量下降，商业工作进展速度缓慢：

1979年后，国营商业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对外积极扶持集体、个体商业的发

展，改变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对内改革管理体制和商品流通体制，通过扩大企业自

主权、划小核算单位、简政放权、承包、租赁、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等形式，逐步使

商业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国营商业与集体．个体商业一道，参与市场竞争，互相促

进，使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的购销同时增长，活跃和繁荣了城乡市场。

商业体制的改革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

开放式的流通体系。国营商业的机构、人员、销售额在全州商业中的比重虽然下降，但自

身的购进、销售却连年持续增长，主要的和大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商品的购、销、调、存和

批发业务仍掌握在国营商业手中，国营商业在商品市场中仍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

：
一

第一章市场7一

第一节 市场综述

明代，临安、弥勒-tA．寨(虹溪)、新安所、个旧受。军屯”和。商屯”及政治文化、矿

业开采的影响，出现较早并形成较有影响的市场。清光绪九年(1883)，迤萨人王科甲等

到越南莱州地区经商，打开迤萨与越南民问通商的通道。



商业篇 3

清光绪十五年(1889)，蒙自辟为商埠，外商侵入。宣统元年(1909)，滇越铁路从河

口通车到碧色寨，蒙自成为云南省进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个旧、开远、建水的商人到蒙

自贩运日用工业品去贩卖，’外货充斥市场。中、越交易物资多由河口出入，商业市场也随

之发展。民国3年(1914)，迤萨的孙重等人到澜沧、耿马一带购买大烟(鸦片)，运回迤

萨销售。民国7年，浪堤、大羊街等地的商人，也到泰国和缅甸边境收购大烟到迤萨出

售，掀起“走烟帮”的热潮。民国11年，泸西有座商53户，大商户沈兆、侯凤、张凤歧、

刘小庭等，在泸西大量收购鸦片，组成烟帮，人挑马驮，少的有三五十驮，多的有百余

驮，雇商团保护，运往昆明、广西，广东等地经销。民国19年，开远已是滇越铁路的中

途大站，南来北往的物资部分在此中转，商业、饮服业逐渐发展起来。30年代后期，与

四周邻县的公路修通，遂成为滇中南的物资集散地。

民国24-34年(1935--1945)，泸西、迤萨鸦片生意活跃。迤萨有字号的座商有15

家，街天，小商小贩的摊点摆满街场，商品有金银首饰，手工艺品，国外运来的手表、香

皂、化妆品、毛呢、西服、皮鞋、留声机等。民国35年(1946)后，内地囚国民政府滥

发钞票，物价飞涨，商业市场日趋冷落，迤萨市场仍兴旺活跃，被人称之为“江外的小香

港1。

1950年4月，国营商业建立，’领导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组织物资，供应市场，平

抑物价，市场逐渐活跃。1952年，境内社会商品零售额7 977万元，人均实现购买力92

元。国营商业零售额407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1％，纯购进229万元，纯销售

828万元。当年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挎包、水笔、胶鞋称为干部的三大件。1953年，实行

计划经济，国营商业对棉纱、棉布、糖、食盐、油料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逐步统

管．批发比重上升。1954年，百货业批发比重占99％，其它业批发占90％以上，国营商

业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1956年，对私改造基本结束，形成国营商业为主体的商业市

场，国营商业纯购进746万元，国内纯销售5 205万元，分别比1951年增氏3．17倍和

9．56倍。

1958年，州内形成13个城镇中心市场和228个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的初级市场。同

年，开展“大跃进”，大部分初级市场处于关闭和半关闭状态，中心市场因合营商店并国

营，个体商被限制，经营网点减少，市场交易商品小到针线、大到牛马、拖拉机均由国合

商业和少数合营店经营。1959年，市场物资减少，商品价格上涨。1960年，商品短缺，

红糖、白糖、香烟．茶叶、酒、糕点、鱼、肉罐头、棉布(絮)、各种鞋子、毛巾、枕

巾、锦纶、尼龙、丝袜、木纱团、绸、缎被面、好棉布、化纤粘棉布、火柴、毛线等凭票

证供应。市场开放，集市物资少，价格昂贵，一只鸡由四五元涨到二三十冗，一公斤红薯

卖到二三元，比平常价格高五六倍。

1961年，调整国民经济，生产回升。州内调整商业网点，恢复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

37个，安排小商小贩4 030人，恢复农村集市197个，市场物资渐多，价格回落，商品

交易额不断增长。1963年后，凭证限量供应商品逐渐减少。1966年，市场供应基本恢复

到1957年的水平，国营商业纯购进6 675万元，纯销售12 5ll万元，比1962年分别增

长2．46倍和96．16％。

“文化大革命”初期，商品交易受限制，“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

义)商品被停售，1968年，生产不正常，交通受阻，商品可供最减少，部分商品供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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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又恢复凭证供应。当年，国营商业纯购进4 975万元，纯销售9 248万元，比1967

年分别下降16．5％和26．66％。

1970年后，受。左”的影响，集体商业纳入国营管理，个体商业又受限制，商业流通

渠道单一，市场失去活力，肉食长期低定量凭证供应，部分商品时有时无，商业部门“走

后门”现象时有发生。

1979年，市场放开，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市场的局面，集体、个体商业迅速发展。

198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副产品上市量增多。1981年，调整日用工业品购

销形式和农副产品收购政策，25种农副产品退出统派购，生产者自由上市交易，允许私

人经商和长途贩运，市场商品交易日淅活跃和扩大，除商业部门外，其它行业也参与经

商，经营网点迅速增多，城镇商业网点增加甚猛。除原有市场的网点外，一些新集市应时

而生。1985年，全州有集市263个，其中万人以上的39个，各市、县机关所在地终日为

市，星期日市场尤其活跃。省外人员到州内来经商的较多，行业以百货为主，服务业(理

发。修理等)次之。

1985年，全州有商业机构26 083个59 080人，饮食业机构7 090个，14 689人，

服务业机构2 992个，6 215人，实现国内纯购进53 023万元，国内纯销售84 755万

元，社会商品零售额98 609万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1．43倍、74．10％和90．67％。其

中国营商业占全州国内纯购进、国内纯销售、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分别为41．51％、

36．52％和25．91％，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全州人均购买消费品为246．8元，比1951年增

长1．68倍，比1980年的127．28冗增长93．9％，农民对消费品的购买额达42 487万元，

占购买消费品总额84 722万元的50．15％，首次超过非农民购买力252万元。见表1。

表，

红河州社会居民购买力表

。六五”时期
五年平均

指． 标 单位 1980年

198l 1982 1983 1984 1985
递增％

一，当年购买力总数 万元 54 704 56 937 66 666 76 596 96 831 112 692 l 5．6

．(一)已实现的购买力 万元 5l 717 53 023 60 075 68 860 79 684 98 609 13．8

l、居民消费品购买力 万元 43 356 46 555 5I 597 58 728 66 959 84 722 14．3

其中：农民 万元 14 654 19 337 22 609 27 728 3I 516 42 487 23．7

非农业居民 万元 28 702 27 218 28 988 3l 000 35 443 42 235 8

2、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 万元 3 263 2 82l 3 346 3 75l 4 863 5 355 10．4

3，农民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 万元 5 098 3 647 5 132 6 38l 7 862 8 532 10．8

(二)人均消费品购买力 兀 127．28 142 156 175．8 196．9 246．8 14．2

其中：农民 二，C 55．55 72 84 101．2 113．4 151．2 22．2

非农业居民 兀 433．76 439 469 516．7 57I．7 677．9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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