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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看

青海省百货公司始建于1952年1月，至今已经历了30多年

的商品经营发展史。30多年来，省百货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支持工农牧业生产、为各族人民生活服务

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然而，自建司以来没有一部反映企业商品经营发展的志

书。编写《青海省百货公司企业志》，无疑是广大干部职工的

共同愿望。这部专业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

反映了本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时代特色，又突出了本行业特

点。它有助于本企业干部、职工了解企业的历史，学习商业政

策，掌握业务知识；有助于各界人士研究本省百货市场，寻求

商业经济发展规律，有助于商业部门、特别是百货商业企业在

经营管理活动中参考。

《青海省百货公司企业志》的编纂，是一次新的尝试。在

编写过程中遇到资料不齐，记载失实等情况，加上机构调整频

繁等，为编纂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由于我们缺乏经

验、水平有限，在文风、体例、结构。内容、编排等方面都会

存在不少缺点，甚至错误。希望广大商业工作者提出宝贵意

见，并批评指正。

青海省百货公司企业志编审领导小组



凡 例

一、《青海省百货公司企业志》所记述的是本企业1952年

至i985年30多年来百货、文化两大类商品的经营发展史。

二、本书为三编十五章46节，约15万字，以编、章、节、

日体例编排。各类图片27张。

三、本书所用资料，以本企业档案资料为主，各科、室负

责人及部分职工提供了不少情况和资料。

四、本书中的各种数字，以本企业统计和财会历史汇编资

料为依据。对明显不实之处，经对口审查，已加以订正，但可

能有差错之处。



麓富

目 录

第 一 编

第一章 机构网点⋯⋯⋯⋯⋯⋯⋯⋯⋯⋯⋯⋯⋯⋯⋯(1)

第一节建国前的百货行业⋯⋯⋯⋯⋯⋯⋯⋯⋯⋯⋯·(1)

第二节建国后的百货行业⋯⋯⋯⋯⋯⋯⋯⋯。一⋯··(2)

一省百货公司⋯⋯⋯⋯⋯⋯⋯⋯⋯⋯⋯⋯’⋯⋯(3)

二西宁市百货公司⋯⋯⋯⋯⋯⋯⋯⋯⋯⋯⋯⋯(8)

三州、县百货公司⋯⋯⋯⋯⋯⋯·D O,Q
QO⋯⋯⋯⋯(8)

四集体、个体商业⋯⋯⋯⋯⋯⋯⋯⋯⋯⋯¨⋯·(11)

第二章 业务经营⋯⋯⋯⋯⋯⋯⋯⋯⋯⋯⋯⋯⋯⋯⋯(13)

第一节经营范围⋯⋯⋯⋯⋯⋯1⋯⋯⋯⋯⋯⋯⋯⋯⋯(13)

第=节经营方针⋯⋯⋯⋯⋯⋯⋯⋯⋯⋯⋯⋯⋯⋯⋯(15)

一支持农牧业生产⋯⋯⋯⋯⋯⋯⋯⋯⋯⋯⋯⋯(15)

二扶植地方工业产品⋯⋯⋯⋯⋯⋯⋯⋯⋯‘⋯⋯(16)

三满足各族人民生活需要⋯⋯⋯⋯⋯．．．⋯⋯⋯(17)

四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8)

五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j⋯⋯⋯(19)

第三节商品管理⋯⋯⋯⋯⋯⋯⋯⋯⋯⋯⋯⋯⋯⋯⋯(20)

第四节购销方式⋯⋯⋯⋯⋯⋯⋯⋯⋯⋯⋯⋯⋯·⋯··(23)

一购进⋯⋯⋯⋯⋯⋯⋯一⋯．-⋯⋯⋯t⋯··⋯⋯·(23)

二销售⋯⋯⋯⋯⋯⋯⋯⋯⋯⋯⋯⋯⋯⋯⋯⋯⋯(24)



2

第 二 编

第一章 洗涤用品类⋯⋯⋯⋯⋯⋯⋯⋯⋯⋯⋯⋯⋯⋯(29)

第一节肥皂⋯⋯⋯⋯⋯⋯⋯⋯⋯⋯⋯⋯⋯⋯⋯⋯⋯(29)

一概况⋯⋯．⋯⋯⋯⋯⋯⋯⋯⋯⋯⋯⋯⋯⋯⋯⋯(29)

二购销⋯⋯⋯⋯⋯⋯⋯，⋯⋯⋯⋯⋯⋯⋯⋯⋯⋯(30)

三几件事情⋯⋯⋯⋯⋯⋯⋯⋯⋯⋯⋯⋯⋯⋯⋯(30)

第二节香皂⋯⋯⋯⋯_⋯⋯⋯⋯⋯⋯⋯⋯⋯⋯⋯⋯(33)

一香皂的种类⋯⋯⋯⋯⋯⋯⋯⋯，⋯·⋯⋯⋯⋯··(33)

二经营品种⋯⋯⋯⋯⋯⋯⋯⋯⋯⋯⋯⋯⋯⋯⋯(34)

三历年销售⋯⋯⋯⋯⋯⋯⋯⋯⋯⋯⋯⋯⋯⋯⋯(35)

四香皂市场⋯⋯⋯⋯⋯⋯⋯⋯⋯⋯⋯⋯⋯⋯·”(36)

第三节洗衣粉⋯⋯⋯⋯⋯⋯⋯⋯⋯⋯⋯⋯⋯⋯⋯⋯(36)

一经营情况⋯⋯⋯⋯⋯⋯⋯⋯⋯⋯一⋯⋯⋯⋯·(37)

二地产洗衣粉⋯⋯⋯⋯⋯⋯⋯⋯⋯⋯⋯⋯⋯⋯(38)

第二章 取火照明用品⋯⋯⋯⋯⋯⋯⋯⋯⋯⋯⋯⋯⋯(41)

第一节火柴⋯⋯⋯⋯⋯⋯⋯⋯⋯⋯⋯⋯⋯⋯．．．⋯⋯(4l>

一建国初期火柴情况⋯⋯⋯⋯⋯⋯⋯⋯⋯⋯⋯(41)

二1958～1979年的火柴市场⋯⋯⋯⋯⋯⋯⋯⋯(42)

三1980年后的市场状况⋯一⋯⋯⋯··⋯⋯⋯⋯·(43)

第二节手电池手电筒一⋯⋯一⋯⋯⋯⋯⋯⋯⋯⋯”(46)

一经营品种及规格⋯⋯⋯⋯⋯．⋯⋯⋯⋯⋯⋯⋯(46)

二购销概况⋯⋯⋯⋯⋯⋯⋯⋯⋯⋯⋯⋯⋯⋯⋯(46)

三地产电池⋯⋯⋯⋯⋯⋯⋯⋯⋯⋯⋯⋯⋯⋯⋯(49)

第三章 钟表和缝纫机⋯⋯⋯⋯⋯⋯⋯⋯⋯⋯⋯⋯-⋯(52)

第一节钟⋯⋯⋯⋯⋯⋯⋯⋯⋯⋯⋯⋯⋯⋯⋯·O
b O D Q B O D(52>



3

第二节手表⋯⋯⋯⋯⋯⋯⋯⋯⋯⋯⋯⋯⋯⋯⋯⋯⋯(55)

第三节缝纫机⋯⋯⋯⋯⋯⋯⋯⋯⋯⋯⋯⋯⋯⋯⋯⋯(61)

一市场演变特点⋯⋯⋯⋯⋯⋯’⋯⋯⋯⋯⋯⋯⋯(61)

二经营发展变化⋯⋯⋯⋯⋯⋯⋯⋯⋯⋯⋯⋯⋯(61)

三开展售后服务⋯⋯⋯⋯⋯⋯⋯．，．⋯⋯⋯⋯⋯(65)

四价格调整⋯⋯⋯⋯⋯⋯⋯⋯⋯⋯⋯⋯⋯⋯⋯(66)

五供应政策⋯⋯⋯⋯⋯⋯⋯⋯⋯⋯⋯⋯⋯⋯⋯(66)

第四章 家用器皿⋯⋯⋯⋯⋯⋯⋯⋯⋯⋯⋯⋯⋯⋯⋯(68)

第一节铝锅⋯⋯⋯⋯⋯⋯⋯⋯⋯⋯⋯⋯⋯⋯⋯⋯⋯(68)

一从省外购进时期的铝锅经营⋯⋯⋯⋯⋯⋯⋯(69)

二当地铝锅投产后十年经营概况⋯⋯⋯⋯⋯⋯(70)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铝锅经营⋯⋯⋯⋯⋯⋯⋯⋯(71)

第二节搪瓷面盆和搪瓷口杯⋯⋯⋯⋯⋯⋯⋯⋯⋯⋯(73)

一1952-v1962年两次销售高潮⋯⋯⋯⋯⋯⋯⋯(73)

二1960-'--'1977年两次供应紧张．．⋯⋯⋯⋯⋯⋯．(74)

三1978．---,1985年供过于求⋯⋯⋯⋯·⋯⋯⋯⋯．．(75)

第三节保温瓶⋯⋯⋯⋯⋯⋯⋯⋯⋯⋯⋯⋯⋯⋯⋯⋯(76>

第五章 鞋类⋯⋯⋯··⋯⋯⋯⋯·⋯⋯⋯⋯⋯⋯⋯⋯．．．(80)

第一节胶鞋塑料鞋⋯⋯⋯⋯一⋯⋯⋯⋯⋯⋯⋯⋯·．(80)

一胶鞋⋯·⋯⋯⋯⋯⋯⋯⋯⋯⋯⋯⋯⋯⋯⋯··⋯(81)

二塑料鞋⋯⋯⋯⋯⋯⋯⋯⋯⋯⋯⋯⋯⋯⋯⋯⋯(84)

第二节布鞋皮鞋⋯⋯⋯⋯⋯⋯⋯⋯⋯⋯、⋯⋯⋯⋯(86)

一货源及经营品种⋯·⋯⋯⋯⋯⋯⋯⋯⋯⋯⋯··(87)

二供应政策和销售情况⋯⋯⋯⋯⋯⋯⋯⋯⋯⋯(89)

．第六章 纸张油墨和笔··⋯⋯⋯⋯⋯⋯⋯⋯⋯⋯⋯．(96)

第一节纸张⋯⋯⋯⋯⋯⋯⋯⋯⋯⋯⋯⋯⋯⋯⋯⋯⋯(9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