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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修<南靖县

商业志>是一项“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文化工程。

它全面反映南靖县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它的出

版发行，是南靖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

也是南靖县商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一大喜事。

南靖县国营商业起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现在已具一定规模。40多年来，国营商业在全社会商业

经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作出

重大贡献。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客观地记述这

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保存了大量历史

资料，而且将对今后商业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
借鉴6

‘

<南靖县商业志>是南靖县商业系统首部志书。我

有幸在县商业系统工作期间为编写工作尽点责任，感到

十分欣慰o<南靖县商业志>的出版发行，是全体编写

人员共同努力、各科室同志互相配合的结果。在成书之

际，我谨向在编写<南靖县商业志>中做出贡献的所有

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南靖县商业局原局长 曾连省

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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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9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系南靖县国营商业部门志，为全面客观反

映历史情况，全志分概述、大事记以及机构设置、商业

体制、商品流通、商业管理、饮食服务业、职工队伍、

党群组织、先进集体和个人等八章，另设补遗、附录，

并辅以图表。

三、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力求追溯到事

物的发端，下限断于1992年，少数内容延伸到1997年。

四、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文字采用国家正

式颁布的正规简化字。

五、本志历史纪年表示法：清朝及其以前采用帝王

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朝代年号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中华民国年序和括注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

字。月、日表示法：汉字表示阴历，阿拉伯数字表示阳

硒。

六、本志数字以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准。入志的统计数据，大部分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

字为准，一部分采用本单位提供的数据。所用产值除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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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外，均为当年价。

七、历史上典章制度、地理名称、政府、官职，均

按当时、当地习惯称呼。

八、本志中历史上的货币均按当时习惯使用的货币

单位记述。1949年10月至1953年流通的以万元为单位

的旧版人民币，一律换算为以元为单位的新版人民币。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商业系统档案材料，部分是

有关人士口述资料，经考证鉴别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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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南靖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市西北部。属亚热带气候，物

产丰富。土地面积1961．58平方公里，全县耕地面积20383公

顷。1992年底，全县共有77434户、331359人；行政区划分为

8个镇、2个乡、1个国营华侨农场。
‘

t县内农副产品有粮食、甘蔗、花生和烤烟、晒烟、黄麻、生

猪、水果、柴、竹、炭、茶叶、中药材等。地方工业品有食糖、

罐头、味精、糖果、糕饼等。县内商业具有悠久历史。民国时

期，由于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物价昂贵，商业经济每况愈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靖县商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

展时期。1950年7月，建立国营贸易公司南靖营业处。1956年，

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5月，成立县

商业局，专业公司也先后建立。全县商业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

象。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1467万元，比1952年增长

99％，年均递增14．8％。

1958年，由于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国营商业与供销合

作社合并，取缔农贸市场，搞单一经济成份和单一经营方式，打

乱城乡商业市场供应的必要分工。后来又遭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

袭击，农业歉收，商品奇缺，物价猛涨，管理混乱，出现了商业

部门“批条子、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同时，还开展“大购大
销”运动，收购大量不适销商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962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迅速恢复各专

业公司，扩大商品流通渠道，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提高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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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购价格，实行奖售和派购政策，稳定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十

八类商品”价格，缩小凭票供应范围，扩大市场供应商品，商业

经济获得转机。1965年，商业系统商品销售额达到2028万元，

比1957年增长38％，年均递增4．20％。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管理体制重走

1958年的老路，并关闭集市贸易，取缔个体商贩，搞官办商业

的“商场”，服务质量下降，商业经济再次遭到严重摧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

指导下，商业部门开始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

经营方式、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使长期以来工业品由国

营商业统购包销的形式，逐步转向统购统销、计划收购、选购、

代购代销等多种形式。肉、禽、蛋等副食品，也通过开放集市贸

易、议购议销。逐步取销统购、派购，实行市场调节，商业经济

得到迅速发展。1978年，国营商业系统商品销售实绩达2962万

元，比1965年增长46％，年均递增3％。

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

国营商业企业进行人事、计划、财务、物价、业务、经营责任制

等六方面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985年，

国营商业全系统商品销售总额为4284万元，比1978年增长

44％，年均递增5．4％。

1987年，贯彻省政府(86)闽政72号文件，30家(34个

门点)国营商业小型企业全部放开经营，实行个人租赁或集体租

赁，其中采用“租”的形式29家，“改”的形式l家(百货大

楼)。同年7月，中型批发企业也实行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以

“固定基数，递增包干，超收全留，歉收自补”的原则，签订经

理承包经营合同。1988年，继续深化改革，全县市场出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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