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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北省商业简志》是按编纂《湖北省

地方志》的要求组织编修的·内容包括省商业厅
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建国以来的主要业务发展

变化情况和有关历史资料，是一套比较系统的商

业史料．

二，根据详今略古的精神和资料搜集的情
况，重点编写建国后的部分，对建国前只作了适。
当地回顾与追溯·

三．由于商业厅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的情
况各不相同，有专业公司，工厂，学校等。因

此，在编修体例和内容上都不宜统一规范·于

是，采取了统一序列，分单位编修的办法·’
四，全书共分十二册·第一册综合卷；第二

册，～百货商业卷；第三册，纺织品商业卷；第四

册，五金商业卷；第五册，副食品商业卷；第六 ，

册，食品商业卷；‘第七册，石油商业卷；第八册，

武汉石油站卷；第九册，商业储运卷；第十册，

汉口蛋厂卷；第十一册，湖北商业学校卷；第十
二册，饮食业、服务业卷·

·

． 一九八六年

』
’

， ’易幻
如”二可 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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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品商业志》是《湖北省商业

一个组成部分．按照统_的要求，主要记述了建

国以来我省国营纺织品商业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工+

作，，．对建国前我省纺织品行业的情况，作了简要’

的回溯。全书记述时问的下限为一九八五年。。。
． 《纺织品商业志》的编纂工作，是在省贸易
志编辑室和省商业志编纂办公室指导下进行的．

具体编纂，遵循如实反映史实，力求详略得当的

基本要求，。按照横分竖写的方法，经过了拟订篇一
目，整理档案，搜集资料，‘试写条目，撰写修正

等过程，“制作资料卡片约一百三十万宇．_ ，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各地

纺织品公司的大力支持．初期，沙市黄枫、宜昌
姚顺良同志就主动贡献了他们保存的五十年代的
宝贵资料。一九／＼--年六月，省档案馆同意我们

借用存馆的我公司五十年代档案．武汉市、宜昌
市、+襄樊市，老河口市公司(批发公司)，襄樊

市商业局商业志办公室、武汉市商业服装公司和



济县公司的项豫生同志先后为我们搜集或提供
解放前有关纺织品行业的史料．『省商业志办李
之，省商业厅曾繁荣、费荣光、张忠恕，武汉

织品批发站陈转运等同志，审阅了部分试写稿

提出了意见．商业部纺织品局周履澄同志和省

业厅计划业务处，基层教育处提供了我们需要、
资料。在此，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一九八七年八月，召开了审稿会议。苏涌’：

德三、狄丹芬同志和部分地市公司(站)的下

同志出席了会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少

、石新云，刘纯甲、刘顺人、杨元臣， 吴伯

、张守敏，张安义、袁本敬，蒋雨樵， 熊德

．省商业简志编审领导小组张水山、李省之同2
也参加了会议指导。根据会议提出的三百多条

见，对送审稿作了最后修正。，’一

由于我们没有修志的经验，加之史料不全，
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阅后予以指正，以
增补．．．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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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是人民生活必需品， 。布帛菽粟，不可须臾离开’．

其重要性不亚于粮食．人民的衣着状况．从来就是反映国民经济

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侧面．纺织品中的棉纱、棉布又是许多工业

产品的原料或辅助材料，或是不可缺少的配套材料、物料，在工业．

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事业中，有着广泛的用途，与工农业生产

息息相关，纺织品还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在发展对外贸易和促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纺织品，尤其

是棉纱，’棉布，既是商品．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
。

我省生产纺织品迄今已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四千年前．已

有丝绸生产．并于二千多年前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输往海

外．宋末元初推广种植棉花以后，手纺棉布随之成为主要的衣着

用料，逐步发展为商品生产。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闭的封建

自然经济时期，直至近百年前才开始建立民族机器纺织业．但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发展极为缓慢。、地处内地棉区的湖

北，是建立机器纺织业最早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一年曾拥有纺锭

27．4万枚．由于日寇侵华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一九四八年

仅有16．27万枚，实际开工只l二．22万枚．到解放前夕，花纱布生产

都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市场纱布投机猖獗．广大人民消费水

平低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旧社会人民

衣着状况的真实写照． ．，

、 。

r。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我国

纺织品生产和消费的崭新时代．在国家的规划下，经过置十六年

的努力，我省棉纺织，印染、化纤，丝织，毛织，针织各业都得

到巨大的发展．成匈全国主要产区之一．一九四九年，湖北纱布
1



产量仅占全国2．9％和l％，一九八五年已分别占8．5％和7．9％。在

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衣着绚丽多采，档次迅速提高．一九八五年

与一九五O年比较，全省人口增长87％，而布匹的人平销售量增

长了8．2倍，针棉织品增长数十倍，丝绸、毛线增长一百多倍，

呢绒增长一千多倍．纺织品的出口也位居各类商品之首。无论生

产和消费．都进入了～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

．湖北省纺织品公司(前身是中国花纱布公司湖北省公司、中 一

．．

国纺织品公司湖北省公司)一九五O年七月一日成立以后，三十
‘

i

六年来认真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 t’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为’

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初期，坚决执行了党和国家关于稳定。

市场物价的指示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在当时多种经济1‘4．

成份并存的市场上，发挥了国营商业的领导作用。其后，通过贯。L

彻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组织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纺织品市场，合理、，，

分配，统筹安排，在生产的增长速度赶不上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保
+

证了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特别是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十年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在纺织工业

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桥梁和纽带，全省纺织品公司积极开展购销：

业务．对本省纺织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的开拓，．起到了促导作用．
’

全省纺织品公司全体职工辛勤劳动，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作出了 ，
’，

一定的贡献．． ，
、

1|． ， 茹

一九五O年，全省纺针织品的商业系统外购进额和销售额仅 ，

为712万元和3882万元，商品货源主要依靠外省调进。随着产区的
。

形成，一九七一年开始净调出．一九八_年是历史上经营额最大+

的一年，全省商业系统外购销额分别达到了20．77亿元和13j82亿 ．

元，调往省外9．05亿元，抵减调入后净调出5亿多元。在多渠道；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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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蓬勃发展，所有纺针织品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Et全部敞开

供应后，一九八五年的购销额分别为1 1．97亿元和12．83亿元，谔

往省外4．74亿元，仍然是纺织品市场的主导力量．一九八五年

末，全省共有职工10895人。自有正式库房和简易仓棚的建筑面

·积达到20万平方米．纺织品公司历来都是盈利企业，剔除一九八

二年以后二级批发发生的政策性亏损，全省纺织品公司按各个时

期不同核算口径合计，总共盈利50619万元．

’三十六年来．全省纺织品商业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璺
商业f作的基本任务，在各级党政领导下，开展了以购销业务为

中心的各项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纺织品商业也进入了改革的新时期．

；系统地回顾走过的历程，将会对今后工作有所裨益，必将促进我们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光荣征途中更好地发挥应有

的作用，傲出应有的贡献．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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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销年度及布票管理⋯⋯⋯⋯⋯⋯⋯⋯⋯⋯⋯

?第四节棉布节约代用⋯⋯⋯⋯⋯⋯⋯⋯⋯⋯⋯⋯⋯

第五节棉布和主要针棉织品临时免收布票⋯⋯⋯⋯

第六缸商品流通基本情况⋯⋯⋯⋯⋯⋯⋯⋯⋯⋯⋯⋯

j。第_节生产概况⋯一⋯⋯⋯⋯⋯⋯⋯⋯⋯⋯⋯⋯⋯

一．发展过程⋯⋯⋯⋯⋯⋯⋯⋯⋯⋯⋯⋯⋯⋯⋯⋯

， 二、发展面貌⋯⋯⋯⋯⋯⋯⋯⋯⋯⋯⋯⋯⋯⋯⋯⋯

第二节购销概况⋯⋯⋯⋯⋯⋯⋯⋯⋯⋯⋯⋯⋯⋯⋯

一一，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二年⋯⋯⋯⋯⋯⋯⋯⋯。
l

(131)

(132)

(133)

(134)

(135)

(139)

(140)

(145)

(146)

(149)

(15 1)

(155)

(155)

(155)

(156)

(159)

(160)

(16I)

(161)

(166)

(171)

(176)

(178)

(202)

(202)

。(202)

(206)

(208)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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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209) ．

三、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五年⋯⋯⋯⋯⋯一⋯⋯⋯(21 1)
。

四，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213)
。

五，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216)．。

六，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218)+

}第三节、主要商品购销调存⋯⋯⋯”⋯⋯⋯⋯⋯⋯⋯．，(220)

r一，棉纱oto e e o o oj⋯⋯⋯⋯⋯⋯⋯．．．⋯⋯⋯⋯⋯⋯⋯(220)

二，布匹⋯⋯⋯⋯⋯⋯··j⋯⋯⋯⋯⋯⋯⋯⋯⋯⋯⋯(223)

．，三、呢绒⋯⋯⋯⋯⋯⋯⋯⋯⋯⋯⋯⋯⋯⋯⋯⋯⋯⋯．(239)’

。四，绸缎⋯⋯⋯⋯⋯⋯·一⋯⋯⋯m⋯⋯⋯⋯⋯⋯⋯(242)．

五，毛巾⋯⋯⋯⋯⋯·：⋯⋯⋯⋯⋯⋯⋯⋯⋯一⋯一·(244)

，六．袜子⋯⋯⋯⋯⋯⋯⋯⋯@OI@QO·O Q O"Q B QO D OOO⋯⋯⋯⋯(247)

·七、内衣⋯⋯⋯⋯⋯⋯⋯⋯：⋯⋯⋯⋯⋯·⋯⋯⋯⋯·。(250)。

；：八、床单⋯⋯⋯··：⋯⋯⋯⋯⋯⋯⋯⋯⋯⋯⋯⋯⋯⋯(254)

．九，毛线⋯o⋯⋯⋯⋯⋯⋯⋯⋯⋯⋯⋯⋯⋯⋯⋯⋯(257)

，，十，服装⋯⋯⋯⋯⋯⋯⋯⋯⋯⋯⋯：⋯“：：⋯⋯⋯⋯·(260)

第四节人平销售水平⋯⋯⋯⋯⋯⋯⋯⋯，⋯⋯⋯⋯一，(261) ；。

第七奄商品计划管理与统计商情调研工作⋯⋯⋯··⋯·；(3 10)

第一节商品计划管理体制⋯⋯⋯⋯⋯一⋯⋯⋯⋯⋯(311)

一，商品管理分类和权限⋯“一⋯⋯⋯⋯⋯⋯⋯⋯“(311)。

．二，计划编制与下达程序⋯⋯⋯⋯⋯⋯⋯⋯⋯⋯⋯。(317)∥

，第二节商品计划编制原则⋯⋯⋯⋯：⋯一⋯⋯⋯⋯·?(319)，

，第三节商品计划指标设置⋯：．．⋯⋯·j⋯⋯．．．⋯⋯⋯·(324)
‘ 一，‘棉纱⋯D0@08 0@@@@@@000⋯⋯⋯⋯⋯⋯⋯⋯⋯⋯⋯⋯(325>

二，棉布⋯⋯⋯⋯⋯⋯⋯⋯⋯⋯⋯⋯⋯⋯⋯⋯⋯“(326)
三，呢绒．毛线⋯⋯“⋯·j⋯“⋯⋯⋯⋯⋯⋯⋯⋯··(327)

．四、针棉织品⋯⋯⋯⋯j⋯⋯⋯⋯⋯⋯⋯⋯⋯⋯··：“(327) ．_

第四节·商品统计工作⋯⋯⋯⋯⋯一⋯一⋯⋯⋯⋯⋯(328) 。、

一，商品统计内容⋯⋯⋯⋯⋯⋯⋯“⋯⋯⋯⋯⋯⋯(328)
4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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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设置和商品目录⋯⋯．．．⋯．．．⋯⋯⋯⋯⋯⋯一(330)

三，资料的整理与应用⋯⋯⋯⋯⋯⋯⋯⋯⋯⋯⋯⋯(336)

四，统计工作的组织⋯⋯⋯⋯⋯⋯⋯⋯⋯⋯⋯⋯⋯：(337>

第五节商情调研工作⋯⋯⋯⋯⋯⋯⋯⋯⋯⋯⋯⋯⋯(339)
、 一．五十年代前期⋯⋯⋯⋯⋯⋯⋯⋯⋯⋯⋯⋯⋯⋯(339)

． 二，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342)

三，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344)

第八摩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小(347)

第一节，财务管理体制⋯⋯⋯⋯⋯⋯⋯⋯⋯⋯⋯⋯⋯(347)

第二节财务管理制度⋯⋯⋯⋯⋯⋯⋯⋯⋯⋯⋯⋯⋯(349)

一，财务计划管理⋯⋯⋯⋯⋯⋯⋯⋯⋯⋯⋯⋯⋯⋯(349)
’ 二、，资金管理⋯．．．⋯⋯⋯⋯⋯⋯⋯⋯⋯⋯⋯⋯⋯⋯(350)

三，费用管理⋯⋯⋯⋯一⋯⋯⋯⋯⋯⋯⋯⋯⋯⋯⋯(355)

四、利润管理⋯⋯⋯⋯⋯⋯⋯⋯⋯⋯⋯⋯⋯⋯⋯⋯(356)

，、五，专用基金管理⋯⋯⋯⋯_⋯⋯⋯⋯⋯⋯⋯⋯⋯(3．58)

第三节会计核算⋯⋯⋯⋯⋯⋯⋯⋯⋯⋯⋯⋯⋯⋯⋯(362)

一 记帐凭证与记帐方法⋯⋯⋯⋯⋯⋯⋯⋯⋯⋯⋯(362)

二．帐簿设置与帐帐、帐货控制⋯⋯⋯⋯⋯⋯⋯⋯(363)

’三、大类商品核算⋯⋯⋯⋯．”⋯⋯⋯⋯⋯⋯⋯⋯o(364)

四，商品销售成本核算⋯⋯⋯⋯⋯⋯⋯⋯⋯⋯⋯⋯(364)

五，财产管理⋯‘⋯⋯⋯⋯⋯⋯⋯．．．⋯⋯⋯⋯⋯⋯⋯(365)

六，会计报表⋯⋯⋯⋯⋯⋯⋯⋯⋯⋯⋯⋯⋯⋯⋯⋯(365)

第四节‘财务状况⋯⋯⋯⋯⋯⋯⋯⋯⋯⋯⋯⋯⋯⋯⋯(366)

一、花纱布公司时期⋯⋯一⋯⋯⋯⋯⋯⋯⋯⋯⋯⋯(366)
． 二，纺织品公司时期⋯⋯⋯⋯⋯⋯⋯⋯⋯⋯⋯⋯⋯(367)

第九耄市场物谕和价格管理⋯⋯⋯⋯⋯⋯⋯⋯⋯⋯⋯(382)

，第一节执行稳定物价方针⋯⋯t⋯⋯⋯⋯⋯⋯⋯⋯”(382)

一、平抑市场物价，统一牌市价格⋯⋯⋯⋯⋯⋯⋯(382)
， 二．稳定物价的主要措施⋯⋯⋯⋯⋯⋯⋯⋯⋯⋯⋯(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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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价格凋整变动⋯“⋯⋯⋯⋯⋯⋯⋯·：⋯⋯⋯·(392) 。

一，纱布价格““，⋯⋯。⋯⋯⋯．．．⋯⋯⋯⋯⋯^⋯·(392) 一
’ 二、化纤布价格一⋯⋯⋯k⋯⋯⋯⋯⋯⋯⋯⋯⋯⋯(394)

三，丝绸价格⋯⋯⋯⋯⋯“：⋯⋯⋯⋯⋯⋯⋯⋯⋯-·(39'7)

四、呢绒价格⋯⋯⋯⋯．--⋯⋯⋯⋯⋯⋯⋯⋯⋯⋯⋯(400)
；、 五，针i泉织品价格⋯⋯⋯⋯⋯⋯⋯⋯⋯⋯7⋯⋯⋯⋯(401) ’，

。
六，高级针棉织品价格oD o o o·o gt ot4⋯⋯⋯⋯⋯⋯．--⋯·(404) 一

r

一
第三节 备种差『介政策⋯一⋯⋯⋯⋯⋯⋯⋯⋯⋯·⋯。；(406) ．，

． ，一、进销差价·⋯⋯⋯⋯⋯⋯⋯⋯⋯⋯⋯⋯⋯⋯．．．“(406)

’：‘t二、地区差价⋯⋯⋯“⋯⋯⋯·⋯⋯⋯⋯⋯⋯⋯⋯⋯(4lI) 一 一

。√三，批零差价⋯一．．⋯⋯⋯⋯⋯⋯一?⋯⋯⋯⋯⋯⋯⋯·(419)
，? 四，品质差价·⋯⋯⋯·⋯⋯⋯⋯⋯⋯⋯··⋯⋯⋯⋯：·5 l：422)‘ ·

-五，季节差价⋯⋯⋯⋯·、⋯⋯⋯⋯⋯⋯⋯⋯⋯⋯⋯一(433)
t 六．棉布与主要农产品比价⋯⋯⋯^⋯⋯：⋯⋯⋯一(435) ．

． 一第四节 内部供货作价⋯““⋯⋯“．⋯⋯“⋯⋯⋯⋯⋯·(436)

、 一、固定扣率作价⋯一⋯?⋯⋯⋯⋯⋯⋯⋯⋯⋯⋯“(436)
‘

-t二，1按批量作价协商作价⋯⋯⋯⋯⋯⋯⋯⋯⋯⋯⋯(440)
。

t第五节物价管理⋯⋯⋯⋯“：⋯⋯⋯⋯⋯⋯⋯⋯⋯⋯(441) 。

’一一：价格管理原则⋯⋯⋯⋯⋯⋯⋯一⋯⋯⋯⋯⋯⋯(441)．

二、管理权限分工⋯⋯⋯⋯⋯⋯一⋯⋯⋯⋯⋯⋯⋯(442) 一

’；，三、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448)
．． 四．物价机构及职责范围⋯⋯⋯⋯⋯⋯⋯⋯⋯⋯o’(450)

‘

第十章商品保管与运输⋯’：o
u oe ao o 0⋯一⋯⋯⋯⋯⋯⋯·：(459)

+’ 。

． 第一节仓库设施与建设⋯⋯⋯⋯⋯⋯⋯⋯⋯⋯⋯⋯(459) 。r‘

．，， 第二节商品保管和养护⋯⋯⋯⋯⋯⋯⋯⋯⋯⋯⋯⋯(467)
‘

， 第三节商品运输⋯⋯⋯⋯⋯⋯⋯．．．⋯⋯⋯⋯⋯⋯⋯(469) ．

。t 一，运输方式⋯一⋯一J o一*o ei BoOOa⋯、⋯⋯⋯⋯⋯⋯⋯(469)

， ’‘二、运输计划⋯一一⋯⋯⋯⋯⋯⋯⋯”⋯⋯⋯⋯⋯(473)7．．
一

．，。 三，运输保险⋯⋯一一⋯⋯⋯⋯⋯⋯⋯⋯⋯⋯⋯．．．(47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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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运输路线⋯⋯⋯⋯⋯⋯⋯⋯⋯⋯⋯⋯⋯⋯⋯(475)

第五节 。四就直拨。⋯⋯⋯⋯⋯⋯⋯⋯⋯⋯⋯⋯：．．(480)

‘第六节运输差错事故查询⋯⋯⋯⋯⋯⋯⋯⋯⋯⋯⋯(482)

第十一章商品质量检验和标准化工作⋯⋯⋯⋯⋯⋯⋯(484)

第一节商品质量标准⋯⋯⋯⋯⋯⋯⋯⋯⋯⋯⋯．．⋯·(484)

一，纺织品质量标准⋯⋯⋯⋯⋯⋯⋯⋯⋯⋯⋯⋯⋯(484)

‘二、针捅织品质量标准⋯⋯⋯⋯⋯⋯⋯⋯⋯⋯⋯⋯(486)

三，服装质量标准⋯⋯⋯⋯⋯⋯⋯⋯⋯⋯⋯⋯⋯⋯(487)

第二节商业质检工作⋯⋯⋯⋯⋯⋯⋯⋯⋯⋯⋯⋯⋯(487)

一、加工订货时期⋯⋯⋯⋯⋯⋯⋯⋯⋯⋯⋯⋯”．．．·(487)

二、购销关系时期⋯⋯⋯．．．m U O p O O⋯⋯⋯⋯⋯⋯⋯⋯(489)

第三节商品标准化工作⋯⋯⋯⋯⋯⋯⋯⋯⋯⋯0BOOt*(493)

． 一、．参与制订、修订质量标准⋯⋯⋯⋯⋯⋯⋯⋯⋯’(493)

二+、组织标准试套⋯⋯⋯⋯⋯⋯”⋯⋯⋯⋯⋯⋯⋯一(494)

‘三、参加全国质量互查和调研活动⋯⋯⋯⋯⋯⋯⋯(494)

四、推广针棉织品通用包装箱⋯⋯⋯⋯⋯⋯⋯⋯⋯(495)

第四节。质检机构和业务培训⋯．．．’⋯⋯⋯⋯⋯⋯⋯⋯(496)

第十二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498)

第一节．。先进工作者运动’⋯⋯⋯⋯⋯⋯⋯⋯⋯·一(498)

第二节 。学大寨、学大庆运动’⋯⋯⋯⋯⋯⋯⋯⋯(501)

第三节 。岗位练兵活动’⋯⋯⋯⋯⋯⋯⋯⋯⋯⋯⋯(503)

第四节 。创文明商店’竞赛活动⋯⋯⋯⋯⋯⋯⋯⋯(508)

附：全省纺织品行业历年省级以上先进单位、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名单⋯⋯⋯⋯⋯⋯o⋯⋯⋯⋯⋯⋯·(511)

附录 湖北省纺织品公司大辜记⋯⋯⋯⋯⋯⋯⋯⋯⋯⋯(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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