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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物资志

镇江市物资局地方擞≯
一九九。年二月



《镇江市物资志》，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

下，经全体修志人员共同努力，现已正式编纂成籍。这是自辛亥革命至

今，较系统地反映镇江市物资流通和管理的一部专业志书。

．编纂《镇江市物资志》既是盛世年代的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物资管理和流通体制的需要，由于其是物资行业的

资料性著述，并作为记述镇江市物资流通历史和现状的传世之作，在编

纂过程中，编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理论为准绳，以历史史实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服务

当代、惠及后人的宗旨，将物资行业的经营品种进行横向分类，以物资管

理的自身发展顺序为纵轴，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立体地、网

状地记述了镇江市物资流通的起始和变化，以求全面，系统，真实、准

确地反映1911年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镇江市在各个发展时期的物资

流通状况和物资管理概貌，既注意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提供历史失误以

借鉴，帮助读者了解物资流通在联结生产和生产性消费中所起的作用，

了解建国后物资战线广大职工为镇江市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反

映物资管理的行业特色，探寻物资流通的客观规律，初步具备了·资

治，教化．．存史”的方志功能。

《镇江市物资志》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5年，对某些重实史实

必要地作了追溯和延续。行文上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述范围上，以

现市区为主，不涉及原镇江地区和现辖管的四县(市)。结构上采用章节

体，横排纵写，以类系事，全书共十二章，约十余万宇。



《镇江市物资志》是在提供《镇江市志》资料的基础上充实，完

善，整理而成。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档案馆，市图书

馆，市工商联等单位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市物资系统老同志的具体帮

助，特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参加修志的全体人员，几年来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镇江市物资志》的编纂成籍，．与他们含辛茹苦的劳动

密不可分，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镇江市物资志》在征集了三百万字文史资(材)料和口碑资料的

基础上，经鉴别核实，排比筛选，历时三年多终于编纂成籍。但囿于水

平和见闻，加之时间所限，所收资料缺项、错误、疏漏之处实难尽免，

祈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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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交叉的十字黄金水道上，从隋帝开通京口(镇

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镇江便“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四

通八达，，；至唐代镇江商业飞跃发展，大诗人李白在《丁都护歌》中写

道：懈云阳。(丹阳古名)上征去，两岸饶商贾，，，歌颂了丹阳至京口一

段运河两岸的繁华商业；元、明以后，镇江控长江、运河之锁钥，司南

北交通之枢纽，．帆樯幕密，紧追沪、汉。至清代，镇江已隐握大江南北

经济之权衡，成为长江下游以盐、木业、粮食、南北货、五洋、绸布、

百货、i煤炭“八大商品"转输为主的集散中心。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后妻上游五省一(川、湘、鄂、赣、皖)和沪、浙、、闽之客商纷纷来镇，

致镇江木业。煤炭业大为发展，～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镇江开辟为通

商口岸后，：海禁开放，华洋互市，镇江商埠，廛市繁殷，一时艳著。但随着

，。∥洋油，，的源源流入和外国洋行的插足、渗透，加之民族资本逐渐萎缩，

镇江的煤炭、’煤油、木材、水泥等重要生产资料几乎为外国洋行所垄

断分1937年后，日本侵略者封锁异国洋行，大量日货充斥镇江市场，抗

战胜利后，由于美国“援华物资”大量倾入，加之官僚资本的恶性膨

胀，镇江的生产资料流通实际已处于奄奄一息之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在接管外国商行、公司和登记私有行栈的基础上，

镇江先后成立了经营重要生产资料的国营公司，并分别开始有计划地组

织煤炭、石油、木材、水泥等物资供应；1960年为统一全市物资平衡和

供应管理工作，根据中央“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的物资工作方

针，中共镇江市委决定成立镇江市物资局，并相应成立了部分专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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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物资管理的合理化。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各级物

资管理机构，镇江的物资部门虽未撤销，但领导基本靠边，部分骨干被

迫下放，物资计划和管理工作大大削弱。1976年后，随着物资管理权限

的下放和工业部门供销机构的调整，镇江物资部门得到不断充实，资源

得到保证，管理得到加强，经营网点得到扩展，服务质量有了提两，业

务范围迅速扩大。到1978年全市物资销售额达到8084．5万元，比1962年

增长3．98倍；主要专业公司物资销售量：钢材6124吨，比1962年增长

10．56倍，煤炭248212吨，比1962年增长1．6倍，木材12020立方米，比

1962年增长1．37倍，水泥44435吨，比1962年增长27．55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物资工作在理论上冲破了生产资

料不是商品的束缚，开始按商业办法组织生产资料流通，发展了物资协

作和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了经营范围和经营网点，采取了灵活的供应方

法和经营手段，加强了岗位责任和内部经济核算，特别是1984年企业整

顿之后，随着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市区物资企业的潜力得到进一步挖

掘，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

先后成立了物资商场和物资交易中心，发展了纵横经济联合，探索了物

资价格改革，促进了物资企业由分配调拨型向经营服务型的转变，物资

购销业务迅速扩大，生产资料市场日趋活跃。 “六五”时期，市物资部

门积极组织资源，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工农业

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以煤炭为例， “六五"期间，我市市属企业实

际需求量为289．88万吨，而国家分配我市煤炭仅为141．15万吨，占实际

需求量的48．69％，市物资部门通过物资协作和横向经济联系，“六五矽

时期实际组织供应煤炭为247．88吨，占全市需求量的85．51％，基本弥补

了计划内煤炭的不足，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1987年，市属公司全年物

资销售额达到61970万元，]：匕1978年增长6．67倍，‘主要物资销售量：钢
2



材69873吨，比1978年增长10．41倍，煤炭862640吨，比1978年增长2．48

倍，木材89123立方米，比1978年增长6．42倍，水泥119003吨，比1978年

增长1．68倍。1987年市物资部门已拥有干部和工人2358人，是1962年的

2．59倍，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000人，占总数的42．4％；拥有仓

库24座，年吞吐能力达224万吨(米)；拥有固定资产2464．87万元，流

动资金1146．75万元，并自己集资600万元，建成了主楼15层，局部17层，

建筑面积达11840平方米的物资大厦一期工程，既为古城镇江增添了光

彩，又为开放式的物资流通提供了功能较为齐备的交易场所，基本形成

了以市区为枢纽，多渠道自由幅射，纵横交叉、城乡结合的物资流通网

络。

建国38年来，物资部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其

间几经波折，几经变化又几经扩展，在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变更

的条件下不断趋于成熟。当然在经营管理上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加强；在

职工文化和业务素质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

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的风口浪尖上，物资部门一定会锻炼得更加坚强；

物资流通也必将为镇江市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更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为镇江市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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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资管理



第二章 物资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建国前，镇江无物资经营管理机构，市场物资皆为私商、外商所控，

爱价值规律支配。1950年4月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镇江支公司成立，开

始经营煤炭、木材和建筑材料。1960年12月1日成立镇江市物资局，对物

资实行行政管理体制，至1960年末，镇江的物资专业机构，隶属于省的

有江苏省物资局镇江建筑材料二级站，隶属于市的有镇江市五金化工交

电公司，镇江市煤建石油公司。1960年11月底前，市公司由市商业局管

辖，12月起归属市物资局。

1965年，市区共有5所物资专业机构，其中隶属于省的有中国木材公

司江苏省镇江中转站，隶属于专区的有江苏省物资局镇江木材建材分公

司、江苏省物资局镇江金属设备分公司，隶属于市的有中国煤炭石油公

司镇江支公司、江苏省物资局镇江生产资料服务分公司。

“文化大革命"初期，市物资局改制为“镇江市物资系统革命委员

会”，专业公司有撤有建，有的改变隶属关系，各公司组织体制均为

‘‘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军_1971年，．市物资局恢复建制。

当年市区仅有4所物资专业机构，其中隶属于省的有镇江木材转运站，隶

属于市的有煤建石油公司、物资公司、金属机电公司。

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原镇江地区与所辖镇江市的物资行政，专

业机构合并，重新组建市物资局，当时机关设有办公室、政工科、计划

业务科、财务科、经营管理科和协作办公室。至1985年，市物资局除管
5



理丹徒、丹阳、句容．．扬中四县和京口、润州两区的计划物资分配外，．

还辖有燃料公司、木材公司、建材公司、金属材料公司、机电设备公司，

化轻公司、生产资料服务公司、金属回收公司、物资交易中心、物资商

场共10个市属物资企业，并代管江苏省物资局镇江木材转运站。

第二节计划管理

1949年前，镇江的煤炭、石油、木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主要被外商、

官僚资本和封建性行栈所垄断，分散在各行各业，既无专业经营，又兼

物资奇缺，价格自由上涨，市场极度混乱。镇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接

管外国商行、公司和登记私有行栈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经营重要生产

资料的国营公司，并分别组织供应煤炭、石油、木材、水泥等重要物资。

1953年。按照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程度，国家将物资

划分为“统配物资”、 “部管物资"和“地方管理物资，，三大类，并对

重要生产资料实行由国家统一平衡的制度(即统筹统支)，时镇江在物

资供应上主要有计划和市场两个供应体系。1955年随着“统配”、 “部

管物资”计划分配和供应范围的扩大及重要物资的高度集中，物资供应

由计划和市场两个供应体系逐步演变为单一的计划分配体系。
’

1958年，物资管理权限下放，全国实行以地区管理和地区平衡为主

的物资调拨制度， “统配"和“部管物资"由1957年的532种减少到132

种，时镇江物资平衡调度工作量增大，加之商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均组织

物资供应，造成物资管理分散，在此基础上市委决定由市计委副主任张

炎同志负责筹建镇江市物资局，以统一掌握全市物资平衡调度和管理工

作。1960年根据中央“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的物资工作方针，根

据市委“关于加强物资工作和物资管理机构”的指示，镇江市物资局于

12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并开始负责统一组织订货，妥排地方调剂。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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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物资分配实行“统一计划，综合平衡、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体

制，中央收回了下放给地方的物资管理权限，大部分物资重新实行’’统筹

统支和统筹统支-9差额调拨相结合”的方法，到1965年， “统配“和

“部管"物资增加到592种。1966年后受“文革"冲击，镇江市物资局

及下属公司机构瘫痪，计划指导和综合平衡的思想被搞乱，管理己无法

正常进行。1970年，物资分配曾一度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的办

法，时“统配"和“部管”物资下降到217种，1971年后又经历了几次放

与收的反复，到1977年“统配"和“部管”物资又增加到617种，由于过

度强调计划管理的重要，致使我市原先三类物资的协作供应关系有的打

乱了，有的中断了，造成了资源落差大，供应跟不上的被动局面。1955年

以来，国家对物资计划管理进行了多次地调整改革，但主要集中在对物

资是集中还是分散管理，是中央管理还是乜方管理上面。1960年前，镇

江市对物资的计划管理主要是通过专业公司以“条条下达’’的方法进

行。镇江市物资局成立以后，物资的计划管理是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变

动，对指令性物资计划管理主要采用“两下一上"的办法，按照物资申

请、平衡、分配的顺序进行安排，即由计划主管机构逐年下达编制物资

计划的指示、表格、要求和有关计划控制数字，市属各企业根据实际需

求向市物资局报送物资需求计划，由市物资局汇总后逐级上报有关主管

部门，再由上级主管物资的计划部门进行复核平衡后编制出正式物资计

划下达到市，由市物资局和市计委综合平衡后下达各主管局和重点厂矿

企业执行。这种物资计划管理体制，对于集中有限的物力保证重点建设

和合理分配资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暴露出

集权过多，国家对企业的物资供需统得过死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资料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

缚，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物资管理也开始逐步按商品流通的规律，



实行了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办法，物资计划亦以分配制度

为主改变为以商品交换为核心，到1985年， “统配"物资已减少到23

种，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量物资实行指令性计划分配外，其他大量的

物资开始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自由购销，时市物资局分配的计划

物资逐年减少，企业经营权逐步扩大；在“简政放权，搞活流通"改革

方案的指导下，市局在加强计划管理，宏观指导和对物资流通实行行业

管理职能的同时，亦强化了为基层服务的职能，使改革以来的物资进销

总额和税利年年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枢纽，多渠道纵横交

叉，自由幅射，条块城乡完全通开的物资流通网络。

第三：常价格管理

解放初翘，由于物资管理分散在中央各工业部门，物资收费标准高

低不一，有的层层加费，有的不收费而转由地方财政预算报销，造成同

样产品几种收费标准和任意收费的现象，给生产企业成本核算带来很大

不便。1963年国家开始对物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国家经委对各类物资

收取管理费的标准作了如下规定：金属材料2．5％，机电产品1．8％，化

工产品2％，轻纺、火工、木材、建材产品3％，同时规定物资系统内部

调拨不收管理费，不论经过多少中转环节，对用货单位只能收取一次管

理费，此举对稳定工业生产成本起了一定的作用。1966年3月，物资管理

部和物价委联合颁发了“关于物资系统整顿收费标准和进一步推行供应

价格的试行办法"，规定了统一供应价的制订原则、组成内容、实行范

围、适用对象和审批权限等，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物资、物价机

构受冲击，镇江市推行统一供应价的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5年，镇

江才开始推行统一供应价格[以地区统一供应价(或综合费率)为主要

形式]。1978年前，根据“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统一领导，分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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