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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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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贾 然

副 主 任：王葆华 刘力夫 王同林 靳茂儒 卫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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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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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斌徐增厚 梁友录I赖祖德I魏春芳
顾问杨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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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高永桢

副主任 刘铁侃 周启富 成 立 ．‘

成 员 于凯旋 王’卫 王文娟 杨文涛 陈典秀 李新铭

周 莘 高 健 梁 勇

1990年1 1月14日调整

沈志峰

李建英

王盛邦 王富玉 徐增厚

孙永生医圈
(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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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李山林 李天印 狄天顺 李景林 李藏柱

徐英杰褚明海檀振英

主 任

副主任

秘书科

编审一科

编审二科

邢彦南

李藏柱

科长

科员

科长

科员

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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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侃

王晓莉

苟志俊

郭尚武

李新华

周少玲

刘建洲

刘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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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辉李耀峰

刘铁侃

赵长拴

马福香

韩 芳

赵振献

(1996年6月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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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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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侃马福香
’

邢彦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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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石家庄人口

渐增，商贾聚集，工商业日趋繁华，逐渐成为

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到民国22

年(1933年)，市区有商号2000余户，40多种

行业，多工商不分，前店后厂。

民国26年(1937年)10月10日，日军侵

占石门市后，商品匮乏，物价飞涨，工商业很

不景气。到民国30年(1941年)9月末，市区

有工商企业1700户，另有日本、朝鲜人开办

的商号800家。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

民党军占据石门，在通货膨胀、人口流徙的情

况下，商业日趋萧条。

1947年11月12日，石门市获得解放，

1948年6月，成立了市供销合作社，对促进

城乡商品流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9

月成立了中国粮食公司石家庄分公司，负责

市内区及周围各县的粮食购销与市场粮价管

理。1948年末，全市私营商业由1947年解放

时的2067户增加到2195户。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扶植民族

商业。到1950年，石家庄民族工商业由解放

前夕的不到2000户发展到3800户，社会主

义国营商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占据市

场的主导地位。

从1953年开始，随着国营商业的发展壮

大及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任务的完成，石家庄市日用工业品商业和

副食品经营，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1954

年，对肉、禽、蛋实行国家统一经营。1957年，

一批新建成的中型商场开始使用，成为工业

品零售市场的骨干。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石家庄商业贸易系

统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稳定18类商品价格

的决定，稳住了占城市居民生活支出60％的

商品价格。同时在商品供应上，对部分有限商

品，采取凭证、凭票限量供应，对部分针棉织

品、钟表、自行车等商品，在短期内实行高价

敞开供应；对部分特殊工种和对象，在商品供

应上给予照顾。这些措施，对保障广大人民的

基本生活需要和一部分人的特殊需要，及时

回笼货币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4年以

后，除少数商品外，，全部敞开供应。t．

“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家庄市的商业遭

受破坏，一些商业机构陷于瘫痪，有的被撤

销。虽然广大商业干部职工，为促进工业生

产，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做出很大努

力，但由于流通不畅，物资匮乏，仍属力不从

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家庄市进

入了有史以来流通设施规模最大、投资最多

的兴旺时期。跨地区、跨国界、高档次、多功

霎熟篇嚣嬲觋／广大型商场拔地而起；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

#，素≮套#*》七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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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灵活的商业网点，遍布石家庄各个区域，

商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商业设施大为改观，流通规模日益扩大。

在建国后兴建的人民商场、解放路百货商场、

长安路商场和石家庄百货、针纺、五金交电批

发站及一大批中小型商业中心的基础上。又

新建了建华百货大楼、五交化大楼、河北贸易

大厦、燕春饭店、国际大厦、劝业场等一批规

模大、档次高、功能全的大型商业设施。同时，

集体、个体商业迅速发展，已成为流通领域一

支较强的力量。商业设施整体面貌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1990年末，全市共有商业、饮食、

服务业“三业”网点2．76万户，从业人员达

6．6万人，千人拥有网点10．4个，初步形成

了大中小型配套、网点布局合理、经营门类齐

全的商业服务网络。1990年全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37亿元，其中市区29亿元。

服务功能日臻完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商业、饮食、服务行业，不断拓展领域，增加服

务项目，完善服务功能，对满足人民群众生活

多方面、多层次需要，对提高中心城市的吸引

辐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用工业品和

烟酒副食、土产杂品行业，建立起具有一定吞

吐和辐射力的批发体系，形成了以大中商场

为骨干，以小型门店为依托，以专业商店为特

色的零售网络，方便了群众。在饮食服务行

业，建立和完善了高中低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接待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我国传统的川、鲁、

苏、徽等八大菜系及冀、京、津等数百种地方

风味，已在石家庄市的许多饭店落户，“不出

石家庄市，尝遍天下菜”已成为现实。

从1984年开始，财贸系统在全河北省率

先开展的文明经商、优质服务为主要内容的

“如意杯”竞赛活动。推动了全市商业优质服

务水平的提高。

商业企业活力明显增强，规模化经营迈

出步伐。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商业

企业冲破旧的经营模式，积极推进内部分配

用工、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竞

争和市场变化的经营机制。商业改革的深化

和开放的扩大促进了规模化经营的发展。一

些企业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优

势，广泛开展了工商、农商、商商之间的横向

联合。

加强集贸市场建设，繁荣城乡市场。1980

年以后，投入市场建设的资金达4462．08万

元，改善了经营环境。1983年建成的广安市

场，开河北建设大型集贸市场之先河，受到省

内外注目。1987年建成开业的新华集贸中心

和1989年建成开业的南三条小商品批发市

场，已跨入全国十大集贸市场行列。

1990年，全市有各类市场111个，初步

形成布局基本合理，大中小型结合，专业市场

与综合市场结合，方便群众购销的市场网络，

全年集市贸易的成交额达13．63亿元，占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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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用工业

石家庄市日用工业品商业在20世纪初，

随着平汉铁路、正太铁路相继修建，渐形繁

华。

．民国22年(1933年)《石门指南》记载：

石门面积43平方里(华里)，人口63156人，

民户12605户、商户2249户，计40余行。经

营洋广杂货集中的有劝业场、石门商场、西花

园、游艺场、民生商场5处，均为临街小店及

摊贩集中的场所，附设剧场、书场、澡堂，小饭

铺叫卖其间。其中经营绸缎布面疋业为30

家、洋广杂货业43家、首饰业8家、自行车业

12家、鞋帽业28家、钟表业21家、电料业4

家、新衣业9家，均为小本经营。民国26年

(1937年)10月10日石家庄被日本侵略军占

领，民国28年(1939年)石门市人口57990

人，其中商业11468人，工业3685人，农业

10066人，无业及失业者11423人，共有商号

1847家计46行(不包括小摊贩)。到1941年

商号增到1936家计49行。加上日本、朝鲜商

号，全市近3000家。其中经营日用工业品商

号计183家，资本少则70元，多则15000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同年11

月国民党在石门“受降”的军政官员与日军勾

结，利用职权，囤集物资。操纵市场，终饱私

囊。1946年6月，石门物价一日数涨．法币贬

值，有的商号被迫停业。1947年石门解放前

夕，交通中断，市内严重粮荒，国民党军队给

养，只能依靠飞机空运，空投维持，物价飞涨，

人民生活极度困难。1947年11月12日，石

门市获得解放。随即成立晋察冀边区石门市

工商管理局。12月第一家国营商业大众商店

(人民商场前身)诞生，1948年2月，民主政

府大力扶植工商业，截止到年底私营商业发

口
口口

展到2231户，公营商业已有4z户，合作社

31户。

1949年10月29日，由市工商局分离

出，建立石家庄市商业局(1950年8月又合

并为工商局)。1950至1954年，全市先后成

立五金机械公司、零售公司、医药公司、百货

分公司、花纱布分公司、煤建公司、石油公司、

畜产公司、百货站。

1955年，全市私营工商业者，积极创造

条件，争先纳入公私合营。1955年2月，已纳

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有9行222户。同年

6月，由市工商局分出，成立石家庄市商业

局。1956年2月，对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同年，相继成立车站商场、文化站、纺

织站、针织站、市百货公司、五金站、市五金公

司、解放路商场、和平路商场、长安综合商场

等国营批发、零售企业，全市形成了国营商业

为主导的统购统销、计划分配流通体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业局逐

渐名存实亡，1973年3月12日，石家庄市革

命委员会第一商业局成立(包括供销社)，

1981年8月15日更名为石家庄市第一商业

局，主管百货、纺织、五交化等日用工业品的

行业管理，直至1990年底。

石家庄市国营商业，从1958至1978年

的20年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日用工

业品的经营，相应有显著的提高，也曾有过两

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

贯彻“大购大销”，提出“工业生产什么，商业

收购什么，工业生产多少，商业收购多少”的

口号，商业大包大揽，库存逐年增加。截止到

1961年6月，不适销商品积压4125．94万

元，占国营商业全部库存的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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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的被销毁，损失浪费严重。第二次是

1976年，工业盲目追求产值，不顾市场需要，

迫使商业收购，导致“工业报喜，商业报忧，库

存积压，财政虚收”，给商业造成严重的经济

损失。1981至1982年，集中处理有问题商

品，达2579万元，才基本缓解了库存结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形势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渠道，

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的新流通体制，取代了

多年的统购包销．计划分配的旧体制。国营商

业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研究对

策，更新观念，开拓市场，扩大经营，加速企业

内部的机制改革。1981年9月，百货公司、五

金公司、人民商场、矿区，微水所属33个基层

单位，推行国家征税，联利计酬，自负盈亏，工

资浮动的经营责任制，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积

极性。1982年为加强核算，改善企业管理，局

所属企业，层层建章立制，实行定员定额管

理。中型商场建立场、部、组三级管理三级核

算．均取得显著效益。1984年先后成立了石

家庄市贸易公司(建华商场)，工业品贸易中

心、华侨友谊公司等中型企业。3个省属二级

站(百货站、针纺站、五交化站)下放到市，由

一商局领导，并将二级站与市内三级批发合

并，减少中间环节。把原市公司所属21个集

体门店，17个年利润7万元以下的国营门

店，下放到所辖区商业局管理。把年利润15

万元以上的39个国营门店，实行国家所有、

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

局直属13，个企业．全部实行经理负责制，下

放管理权限，企业呈现新的活力，商品流通出

现新的转机。1984年后，组织和加入各种联

合群体、集团31个，遍及全国28个省、市

7800个工商企业，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业务网

络，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城、乡、农、工、

商流通体系。经营针织、纺织、百货、文化、五

金、交电、家电、化工8大类，逾4万多种商

品。截止1990年底，年吞吐量25亿元，年销

售额13亿元。拥有百货站、针纺站、五交化站

3个大型批发站和1个综合型批发的工业品

贸易中心，以人民商场、解放路百货商场、五

交化大楼、建华百货大楼、长安路百货商场为

代表的36个综合性商场及商店，遍及全市，

营业面积约12万平方米，仓库约21．8万平

方米，4条铁路专用线，运输汽车217辆，干

部职工10417人。

第一节 百货业

·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石家庄的百

货业随京汉、正太两铁路通车而兴起。由于交

通的发展，商贾云集，洋广货、杂货、梳篦化

妆、金银首饰、文具纸张、钟表眼镜、衣箱伞席

等百货业逐渐发展。但多为小本经营。到民

国22年(1933年)，商户计2300余家，其中

洋广货业43家，鞋帽28家、杂货业18家、钟

表业21家。经营洋广杂货集中的场所有劝业

场、石门商场、西花园、游艺场、民生商场5

处，均为临街小店。民国28年(1939年)日本

侵占时期，洋广货业发展到58家、鞋帽业45

家、杂货业34家。民国31年(1942年)洋广

货业又增到81家、鞋帽业51家、杂货业58

家，多为日货。民国34年(1945年)；日本投

降以后，美货取代了日货，尼龙和塑料制成的

玻璃丝袜，玻璃牙刷，头梳皂合、腰带、化妆品

等充塞市场。民国35年(1946年)国民党发

动内战，法币贬值、物价暴涨、苛捐杂税、兵匪

横行，达两年有余，后交通中断、货源枯竭，百

货被迫歇业者，仅朝阳路(现中山东路)占三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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