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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生产资料(俗称物资)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是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它随着生产发展而发展，随着城市繁

荣而繁荣，随着经济变革而变革。鸦片战争之后至1949年，武汉市

的生产资料市场。基本上是岛洋货"市场，外商倾销产品，掠夺矿

产。．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工业品生产资料与日俱

增， _洋货"垄断生产资料市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物资流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

．
． ：．， 。

’武汉位于全国腹地，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水陆交通方便，、万商

云集，历史上就是有名的物资集散地。南宋范成大《吴船录》记录

了武汉当时的繁华情景； 鼻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盖川，：

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

日可尽，其盛如此修。1861年武汉开埠之后，海禁开放。华洋互

市，市场面貌有了显著变化。‘张之洞督鄂，近代工业兴起，官办商

营生产资料的商号虽有发展，但品种范围相当狭窄，因而工业品生

产资料的经营，几乎为外商洋行所垄断；进口的铁、钢、锌，铜，

锡制品，各种机器，洋碱，玻璃等由武汉转销各中、小城市和农

村。。沦陷时期。日军封锁异国商行，日货充斥市场。抗战胜利后，

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美货大量倾销，民族工商业大量破产，生产陷

于瘫痪。．
‘

一

．

‘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武汉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把

，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城市，建设成为我国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

华中地区的贸易中心。武汉地区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的从无到

有。有的成十倍、几十倍乃至百倍的增长，除满足本地生产建设需
。

。 l



要外，还大量销往全固各地，有些远销国外。为了有计划地组织物

资流通，促进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交换，中共武汉市委子1955年决定

成立“武汉市物资供应局’’，负责对仑市物资进行统一管理、供应

和调度，在此前后，}l§家树行强氏汉}琶芝了物资分配、管理机构。

县、区相应建立了物资部门，推动物资流通合理化。 “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动乱，·使物资管理]：作醴到严霍破坏，1970年国家物资

管理部和省物资局撤销，专业公i寸划：0有爻工业部门；】972年徊

1975年先后霞新成立省物资局：：国家物资总局，所属公司相继恢

复。t985年，武汉地区物资部门的职一1：入数为15，997人，t另外，还

有武H、汉|j开、黄陂、新洲等四县物资部fj职f：1，249人。+。每

’，武汉市物资局(开始际武汉市物资供应局)是195弓年9月1日

正式开始L作的。建^1}初期中央直供比，农大，加之工业壤础还比较

薄弱，，因而物资销售额和主要物资销渣楚都不大，1955年物资销售

额11618万元，主要物资销售量：‘钢材4，030,}屯，工业用煤13．8万吨，

木材6。l万立方米；水泥2万吨，纯碱724吨。随着中央和省属企业

下放，物资管理权限相应下放‘r工、瞧部门的c}l销机构几经调整，，物

资部f'}不断充实：t963年围家物资管理邸甜省市实行垂直领导，资

源得剑保证，管理得到加强，经营网点得到发展，服务质置有了提

高，业务迅速扩大。e。十年动乱’’中，机构虽朱撤销，；但人员大部

分下放，t—C作大大削弱。’r 1973年物}7{“f：怍逐渐恢复。。这时，由于计

划体制变延，，分燃指标减少，物资缺∽醴来越火。为r满足生产建

设恢复i’内需要，市物资硒在落实中央，得分配资源的同时，千方百

计组织i}划外资源支持生产建浚。 j，
+

，。 ““‘：‘；1·‘

党的卜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物资工作在理论上冲破了生产资料

不足商z讯的束缚，提高了按商业办法组织流通的自觉恁，发展了物

资胁作，：增加了经营网点i采取了灵活的供应方法，加强了内部经

济核算，特别是1984年5月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

来，在-改革、放开、搞活"政策的推动下，端正了经营恩想，建

2



立了生产资料贸易中心，发展了纵横联系，探索了价格改革，促进

了物资企业由分配调拨型向经营服务型转变，生产资料市场日趋潘

跃，购销业务迅速增长。1985年物资销售额增加到118，119万元，

为1955年的72倍，为1978年的2．16倍；主要物资销售量：钢材达到

22．96万吨，为1955年的56．97倍，为1978年的2．93倍’工业用煤达

到153．82万吨，为1955年的11倍，为1978年I．14倍}木材达到24．9

万立方米，为1955年的4．1倍，为1978年的2．27倍；水泥达到44．16

万吨，为1955年的21．92倍，为1978年的2．05倍；纯碱达N2．82万

吨，为1955年的39．02倍，为1978年的3．06倍。随着指导性计划和

市场调节逐渐扩大，1985年自购物资销售金额45，060万元，占销售

一总额(剔除不可比因素)的49％。市物资局系统的职工人数1985年扩

’大到II，199人；为1955年103人的108倍。 一

’

． 为了提高物资利用率和方便用户，市物资局在发展木材和民用

煤加工工业上作了大量工作，现拥有一批中型的机械化的加工工

厂。形成了一项新的业务。1985年加工工业职工发喂到3，613入，总

产值达到5；590万元，为1955年的3．69倍。 ，

经过长期努力，武汉地区物资部门的服务网点遍布三镇，储运

设施已具规模，科技教育迅速发展，职工素质不断提高，一个专业

化的物资管理祀经营体系逐步建立，一个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

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市场正在形成，一支勤鼽恳恳为生产建设和人

民生活服务的物资工作队伍正在成长壮大。 。 。

。当前，．物资部门的广大职工，正在继续进行物资流通体制改

革，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提高服务质量，注．I琶社会效益，为

促进生产建设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努力。‘’} ’．：
’

‘‘1‘：
t一。’ ’一t·’～．，：’ ：·．1，j，n t虢，-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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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沿革．

【解放前物资商行简况】7
‘‘

， 。 一 ， r {
．

t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i当长江汉水合流之处，隔江河分为武昌、

汉阳、汉口(原名复口)三镇，交通便利，。紊称九省通衢。明来清

初汉口即为全国四大名镇(汉口，佛山、景德、朱仙)之～，是外

省和本省货物的集散地，贸易以农付土产产品为大宗。随着武汉城

市的发展，手工业逐步兴盛，邻近各地手工艺人来汉建坊传艺，竹

木、铜器、铁器，炉坊等手工业不断增加。所需燃料、原料多由湖

南、云贵输入。1861年汉口辟为商埠前的闭关自守时期，煤炭、木

材的经营均属行商。湖南木商在清道光年间，就自采自运木材，经

洞庭湖入长江顺流而下，泊汉阳鹦鹉洲销售。随后江西帮、湖南帮

‘简称南帮)、湖北帮(简称北帮)木商贩运木材至白沙洲、鹦鹋

洲出售。贩运煤炭的商人有四川帮、江西帮，湖南帮，他们运来的

煤炭大都聚集在集稼嘴、南岸嘴、鲇鱼套一带销售．也有煤炭牙行

沟通买卖双方成交，收卖方货价百分之一的佣金。随后湖南的裕利

煤矿、邵阳煤矿、常宁大堡煤矿、协成煤矿等在汉设点销售。经营

钢铁及有色金属的商号聚集在汉口河街和长堤街一带，有洪正茂，

韩褙5祥、顺记，永裕记等。还有湖南商人运有少量的铝矿砂，锑矿

砂以及土铁来汉销售。
’

清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汉口辟为商埠，

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商来汉试探，次年在汉口设立洋行，法，

俄、美商接踵而来，当时先后来汉口通商的共有17个国家。由于海

禁开放，洋货倾销，洋务派为挽回利权，主张实业救国。清光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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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1889年)十一月张之洞任濒广总督，热心实业救匿·先后在

武汉三镇创建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纱，布，丝、麻四局等一些
．， 近代工厂：其设备均从英国，德国进口。

，{ 武汉商办近代工业，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上海

l 商入宋炜臣在汉口创办燮昌火柴厂，拥有排梗机38部，月生产火柴

l 150箱(600篓，7，200d',合)o，生产所用木材来自江西，．湖南，盐
私， 酸加里和磷由英国输入，硫磺及纸从日本输入。到1911年，已有扬

i 子机器厂，周恒顺机器厂、金龙面粉厂，汉口既济水电厂等41家。．

；
7 、

随着武汉三镇官办、官商合办，商办近代工业的兴起，对原材
。

料、：燃料和机电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从汉口开埠的1&
。 ，’61年到1901年，华洋互市，市场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d ‘

， 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二十七旧，汉阳铁厂投产，生铁出

’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汉阳铁厂招商承办，改称汉冶萍煤铁

厂矿有限公司，钢铁生产不断增加，设有商务股，负责供销经营业

务。·。， ，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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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北方的六河沟煤矿

公司’，福申煤矿公司，开滦煤矿公司等相继来汉销售煤炭，与湖

北省的富源，富华、利华，荆南、楚新、惠民等煤矿公司争夺市

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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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商兴建，铁路开通。．木材经营在清末民初盛极‘时。仅

湖南省木商在鹦鹉洲经营木材的，就有五府十八帮鼢五府系长沙、
’

衡州‘宝庆、常德、辰州府。竹＼帮为宝庆、常德i靖州、歧埠、’
一． 洪埠，：都、’同利，益阳、上益、辰州，永顺、三里、：沅州、桃埠、

敷沂、’长衡，清埠，郴桂等帮。木庄商号达919户，其中较大一的有

曾万利，义顺长、声本利，汪振记，宋裕和i代荣庆，唐恒太等19

；”‘ 户。⋯ 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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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之后，官办商营生产资料的商号虽有发展，但由于品种范

4围相当狭窄，因而经营工业恐生产资料的市场，几乎为外商洋行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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