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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企业志》问世了!这是青海省

专门记载五金交电化工商业的第一部志书．它以翔实的史料，

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自1955年成

立至1987年各个时期的商品经营、企业管理的途程和经验，为

资治当代，惠及后世，发展五金交电化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

历史借鉴，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青海地处西北高原，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国民经济、社会形

态，都有很大的特殊性。建国前，旧政府腐败，旧制度腐朽，旧经

济结构落后，难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金省经济停

滞不前，城乡市场异常萧条。建国后，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成立的33年以来，经历了艰苦创业、曲折起伏的发展过程。1955

年至1957年，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五交化商业。但在1958年至

1978年的21年中，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曾造

成严重后果。1979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矽，

坚持改革开放，在组织五交化商品流通，支援工农牧业生产，稳

定市场物价，活跃城乡经济，扶持五交化商品生产，改善各族

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企业志》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广泛收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筛选，分类整

理，编纂成书的。全书包括：概述、组织机构、商品流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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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五金商品，交电商品、家电商品、化工商品、地方产品、

维修服务，计划统计、财务会计、物价、仓储运输、劳动工

资、企业管理、附录等。但是，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缺

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王治国

一九八九年九月



凡 例

一、本企业志只记述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本身，不包

括全省公司系统。

二、编纂时限。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因事而异，适

当追溯，下限断至1987年年底。

三、编写体裁。横排竖写，先横后竖，以事贯通。一律用

现代汉语书面语，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编写结构。本意分章、节两个层次，有的则不完全如

此，节以下因事而设若干档次。

五、编写内容。本志序列：概述、第一章组织机构，第二

章商品流通渠道、第三章五金商品、第四章交电商品、第五章

家电商品、第六章化工商品、第七章地方产品、第八章维修服

务、第九章计划统计、第十章财务会计、第十一章物价、第十

二章仓储运输、第十三章劳动工资、第十四章企业管理。最后

附录。

六、文字与标点符号。以198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重新

发表的《汉字简化方案》为准。标点符号则按《新华字典》附

载的标点符号使用方法。

七、数字用法。本志内统计表、计量、型号、代号、数字

等，一律以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

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省五麦化公可工商
联昔展销部(西宁

市建国路60号)





新建的省五变化公
目职工宿舍(位于

西宁市气象巷北口)

正在*建的青海

五变化大楼(六

层6300平方来)

化工仓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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