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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物产丰富，山川秀丽。全省面积

10．18万平方公里，1987年末人口为4121万人，是我国面积最小、

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

分明，港口海运条件优越，陆路交通方便。全省共有9个省辖

市，2个地区，9个县级市，58个县，22个市辖区。

浙江的经济开发较早，商业历来比较发达。杭州在宋、元两

代即为通商口岸，宁波、温州是中国东南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历史上商业的发展对商品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建国前，民族商业

资本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商品生产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本

世纪30年代，全省商业曾出现过一个兴旺的时期，但由于外国资

本主义和官僚资本长期垄断经济命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国民

党发动内战，使工农业生产低落，商业渐趋萎缩，市场物价飞

涨，人民生活困苦。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

浙江。从此，党领导浙江人民开始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本省国营商业面对国民党政府遗弃下来的

烂摊子，从稳定物价和市场着手，恢复城乡交流，促进了工农业

生产。1949年5月，建立了浙江省贸易总公司及所属13个贸易

分、支公司。这是全省第一批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的领导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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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接着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改组并建立了新型的商业

经营机构。同年8月，成立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商业厅，翌年4

月，省贸易总公司所属机构改组为8个专业省公司，国营商业队

伍不断扩大。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1949年5月至1950年初，全省曾

出现四次物价大波动。国营商业部门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积极

收购农副产品，抛售、配售、零售生活必需品，加强市场管理等

措施，稳定了市场物价，安定了人民生活。在中央政务院颁发了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全国统一财政收

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后，国

营商业掌握了大量重要物资和主要商品的批发业务，使稳定市场

物价有了可靠的保证。在城乡物资交流上，以1951年4月规模盛

大的首次“浙江省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为起点，各地、市、县

商业部门相应举办各层次的物资交流活动，恢复了传统的业务往

来，建立了新的商路。在这同时，先后两次调整商业。第一次重

点调整经营范围和价格政策，国营商业零售机构以能稳定市场价

格为限度，让出一部分农产品给私营商业收购，保持适度的批

零、地区差价，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得，发挥其经营积极性；第二

次以缓和公私关系、调整公私比重为主，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包

括私营商业)的正当经营。经过两次调整，私营商业的经营比较

活跃。

1953年起，本省和全国一样，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

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浙江商业围

绕经济建设，一方面调整机构体制和重要商品的购销政策，充分

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国营商业比较活跃、繁荣的一个时期。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任务日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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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国营商业机构进一步分细，有的相应作了调整和加强。1953

年已有12个省级专业公司，职工逾万人。 “一五”时期建立的商

业机构有专卖事业管理局，在省商业厅对外业务处基础上组建的

省对外贸易局，后来又改为省农产品采购局。此外，为适应业务

和对私改造的需要，还建立了一批专业公司。有些单位虽历时短

暂，但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这五年中，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按商

品、地区进行了3次分工。在商业管理体制上，从1953年起国营

商业逐步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了一批二级采购供应站，实行按

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并逐步建立了各种制度和办法。在这时

期还强调学习苏联的商业管理经验。在商业购销政策上，继粮

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生

猪实行派养、派购。在农产品中，统一收购的商品品种逐步扩

大，到1957年已达61种。这对安排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保持市场

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五"期间，党中央针对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中国民族资

产阶级的特点，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对私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赎买政策。金省从

1955年起分别按照批发商、零售商、小商小贩的不同特点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对私营批发商基本上采用由国营商业代替的办法，

国营商业批发比重从1953年的68％上升到1955年的90．6％；对私

营零售商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通过经销、代销和全行

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过渡形式，由国营专业公司按行业统一领

导，对资本家则分别情况进行安排；对小商小贩则采取团结、教

育、改造的措施，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1955年夏季以后，

由于对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以致在

长时期内遗留了一些问题。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使社会主义商业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建立了以国营商业

为领导、合作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商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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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体系。

(二)

1958"-'1976年，浙江商业经历了“大跃进"时期、调整发

展时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因“左”倾错误影响，

使商业工作走了弯路，由于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才能在曲折

中缓慢前进。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由于国家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的失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商业工作也受到了挫折。在机

构上，浙江商业进行了大合并，实行政企合一，省商业厅和省供

销社等3个省级单位的经营机构合并，撤销了8个专业公司，废

除了一部分制度，削弱了管理工作；在流通渠道上，受“一大二

公"的影响，把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及个体商贩

进行升级或并入国营商业，减少了商业网点，关闭了农村集市贸

易，形成了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极大部分商品由国家统购包销

的单一流通渠道。1960年商业网点4．27万个，人员21．2万人，分

别比1957年减少69．7％和38．4％，商业人员占全省总人口比例由

1957年的1．4％下降为1960年的0．8％。在商品购销、市场安排

上，由于“左”的错误倾向和自然灾害影响，剐食品、工业品全

面趋向紧张。工业品不分主次、大小，大包大揽，开展“大购大

销"，即“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市场

上商品短缺，扩大了凭票凭证供应商品范围。在这样困难的条件

下，广大商业职工千方百计开展购销工作，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

和努力做好市场供应。特别在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等方

面都做得较好，给社会风气带来好的影响。

针对“大跃进"时期的问题，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

院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1～

一、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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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浙江商业进入一个调整发展时期。1961年6月起，党中央

对商业工作陆续作出了若干决定。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重新明确了社会主义商业

的地位、作用和基本政策，促进了浙江的商业工作。在机构上，

1961年8月，省商业厅和省供销社分开设置，1962年10月，省商

业厅恢复了省级专业公司，设置了二级采购供应站，对商业管理

体制作了必要调整，加强了集中统一。在农产品收购上，除对主

要品种继续执行统派购外，采取了奖售、换购、提高收购价格等

多种经济办法，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市场供应上，首先稳

定重要商品价格，使人民生活必需的占70％左右的18类商品价

格，能在当时的基础上稳定下来，还降低了部分商品销价。在这

同时，做到合理供应商品，对部分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供应，使

有限的物资得到妥善安排；对糖果糕点等10种商品实行高价供

应，以适应一部分较高层次的消费需要；对一部分需要照顾的人

员做好特需供应。在商业管理上，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

开展清理库存、清理在途商品、清理资金和改善经营管理的“三清

一改”运动。因此，1961",-'1965年是浙江商业比较兴旺发达的

时期，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得到了发展。国营商业的购销总额

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9．29亿元，比

1961年增长18．97％。

1966年5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浙江商业也遭到严重破

坏。在机构体制上，“文革”初期全省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

战’’的混乱局面，全省各级商业领导机构也都陷于瘫痪，体制和

企业管理受到严重干扰。由于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商业基

本职能，把商品流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作为“流通决定生产”批

判，甚至将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当作全民观点进行批判，从

而影响了商业的服务方向和质量。在购销政策上变动较多，凭票

凭证商品增多，市场供应偏紧。尽管受到“文革"的破坏，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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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业]．：作人员仍坚守岗位，

全省商品购销额还是增长的，

坚持营业，做好收购羽J供应工作，

基本保证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路线指引

下，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本省逐

步对工农业产品的购销政策、商品流通渠道、商业管理体制进行

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市场繁

荣、兴旺、活跃。

在商业机构上，1977年分别设置省商业局和省供销社；1981

年工商行政管理从省商业厅中贫出，单独成立“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1979 1980年先后恢复成立饮食服务、商业工业、华侨

商店、友谊商店、杭州国际大厦等省级公司和企业，把医药、丝

绸、卷烟等单位和商品划出，组成产供销合一的企业。煤炭划归

物资部门管理。

在城市商业上，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试验。主要有商业企

业管理体制和流通体制改革，购销政策改革，商业结构改革，商

业行政管理改革。商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把扩大商业企业自

主权、搞活企业作为简政放权的重点，使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

的经济实体。从1979年起，本省对64个商业企业进行试点，分别下

放一批批发、零售企业。批发体制的改革，主要从少环节、开放

式入手，打破一、二、三级批发环节限制，把省属二级站下放与

同地三级批发企业合并，实行站批合一，成立批发公司，并建立贸

易中心，促进改革的深入发展。1981，年，在扩大试点和利润留成

的基础上推行多种形式的商业经营责任制，实行独立核算的商业

企业共有1415个。商业经营责任制的基本出发点是解决权、责、

利的适当结合。1983年，为了处理好企业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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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企业中吃“大锅饭"的弊病，逐步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4

年又：芷小型国营商业、饮食服务企业进行“改、转、租”的试

点，加快了本省国营商业企业改革的步伐。在商品购销政策上，

取消了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和对日用工业品的统购包销制

度，这是商业上一项根本性改革。在农产品上，推行确定收购、

调拨基数，恢复议购议销，并两次较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1985

年取消了生猪派购制度，进而放开猪肉、鲜蛋、蔬菜市场，实行

多家经营。在}j用工业船上，随着计划商品的减少，改变统购包

销，实行多渠道批发和多种购销形式，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

商业结构和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是在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

前提下，调整社会商业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商业，让国家、

集体、个体一齐上，促使国营商业和其他商业得到协调发展。
1 979．／,f-，根据国家政策，积极恢复和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苒‘先

从饮食服务业入手，然后发展到各行各业。在恢复和发展城乡集

l膏贸易上，除了农村和县城的集市贸易种一些专业市场外，火，『i

城市的农贸市场、小商l钴批发市场、众多的个体商户和一大批新

办的集体商业迅速增加。随着市场j；fll价格的搞活，1979年以后jn二

供销合一、工业自销和其他部门办商业的经营形式迅速发展，横

向经济联系也开始起步。在流通体-；hik一，温州市作了探索性的试

验。各种所有制商业有机结合，城乡市场形成较为畅通的流通网
络。

商业改革给市场带来了活力。商品供应状况不断改善，省内

市场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1979年以后，供应状况率先改善的

是副食品，随后棉布取消布票，日用工业品、五金交电化工商品

除少数优质、名牌产品外，货源也较充沛。凭票凭证定量或限量

商品逐步减少。N1985年，除粮食、食油、卷烟、肥皂、豆制

品、煤制品等外，大部分商品敞开供应。但不同时期部分商品偏

紧的状况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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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国营商业队伍建设及设施建设都有发展，经营机

构和网点增加了不少。至1985年，全省有商业网点1．43万个，比

1978年增长7．3叻，拥有固定资产9．52亿元，比1978年净增5．8亿

元。年末商业职工共拥有住宅面积179．8万平方米，平均每个职

工14．57平方米，比1979年的3．89平方米增加10．68平方米。

新中国建立40年来，浙江省国营商业在建立、壮大和发展过

程中，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在为工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省20多万国

营商业职工正在为繁荣稳定市场、继续深化改革、开创新的局面

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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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国前的浙江商业

浙江省是全国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省会杭州自隋朝开

凿京杭运河之后，经济文化逐渐发展，至宋、元两代即为通商口

岸n’。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在历史上越窑青瓷产品

曾通过宁波港口运销东南亚各地，赢得与“丝绸之路”齐名的

“瓷器之路"称誉。北宋太宗至道年间，宁波设立了海外贸易署

——市舶司，到明代，它已成为我国3大市舶司之一。市舶司订

有检验靠埠外国船舶的制度，并设有招待外商的“来远亭"。市

舶司设置530年后，明世宗即宣布海禁，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公

元1683年)才开禁。1685年宁波设立海关，成为当时全国4个海

关之一’也是中日贸易最重要的港口，每年开往日本的船只长期

居全国首位。由于宁波开放较早，宁波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及海

外，所以有“无宁不成市"之说曙3。

自近代资本主义入侵我国后，宁波、温州、杭州分别于1844

年、1877年和1894年在不平等条约下辟为商埠。宁波开埠前，海

外贸易仅次子广州，超过上海。开埠后航运日益繁荣，刺激了商

业的发展。一些进口的消费品倾销市场，而贱价收购的工业原料

大量出口，进口远远超过出I=l。据1926"-'1931年统计：每年进出

口贸易总值，宁波为4200"-'5800万海关两，杭州为1800一,2900万

海关两，温州为1000"-'1600万海关两噶’。据宁波市1930年进口值

计算，出口值仅占进口值的1叻。

抗日战争前，浙江经济一度复苏。据1936年各县商业登记统

计，全省从事商业的有122870户H1，占全省户数的2．59％。由于

各地经济水平不一，商业户占总人口的比例差别较大。其中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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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1．6％，余姚为2．36％，而山区松阳为0．025％，淳安为

0．014％。抗战爆发后，浙江各口岸相继沦陷，对外贸易停顿，直

至解放各海关均未恢复通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买办资

本与外国资本主义一起操纵物价，导致工农业生产日’益衰落，

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失业人员增加，使浙江商业遭受严重破

坏。

第一节政府和民间商业管理机构

国民党政府商业管理机构

(一)商业管理机构

国民党政府在商业管理上有专门的行政机构。1934年8月，

经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第698次省务会议通过设立商务管理局。该局

直属于建设厅噶1。1936年6月，商务管理局与建设局第三科合并

而成为工商管理处旧1。其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展本省工商业，

制订并实行有关统制政策，逐渐引导改进土产品生产和加工质

量，提高商业信誉盯1。其职责范围有以下内容：

1．调查研究事项。包括工业商业及其沿革发展，进出口货物

台噼类、价格、数量及贸易情况，土产物与制造品的种类、数量
及其行销情况，研究及设计土产的改良；人民必需商品消费量情

况，各县(市)商业盈亏比较，各项新兴企业发展的状况；关于

各商号的组织设备与管理现状；职工福利、劳动、培训情况，编

制物价指数及金融统计，办理工商业征信。

2．管理事项。包括督促工商各业遵照中央法令办理公司登记

及商业注册；依照单行法规办理各种商业登记；督促各地商会及同

业公会严密组织，加强对工商业的保护与救济及商业公断事项的

执行；取缔商业垄断、投机倒把、劣质及不适宜货品的制造与贩

·l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