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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九江水陆交通便利，自东晋起，便为“来商纳贾”的一大都会。唐代成为南北交通要

道、江南西道的一大商港；宋代，九江“贮粮尖仓、酿酒盈缸、行商坐贾、积贮倍息”；明清时

期，成为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历史上，湘、鄂、闽、粤、皖、赣、浙大部分地区的茶

叶、谷米、夏布、瓷器等多在此集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商埠。

鸦片战争后九江被列强辟为通商口岸，商品出口以茶叶、瓷器、谷物、纸张、木材、钨砂

为大宗，进口则多为棉纱、布匹、煤油、火柴、肥皂、元钉等洋货。城区有经营布匹、京广洋

货、杂货、酒楼、茶栈、报关转运等11个行业的店铺600余家，租界有美、英、法、德、葡、荷、

俄、意、日等国的数十家洋行。华洋杂处，百货聚汇，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

辛亥革命后，九江商界在商会与同业公会的组织下，商号大有发展，城乡市场呈现繁

荣景象。民国25年(1936)，据当时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经九江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额

居全国江海港口第9位。民国18年后，昔日安徽之安庆、宿松、太湖及湖北之黄梅、武穴、

广济等地客商，皆改向芜湖、汉口等埠采购，经九江出口的本省米谷、瓷器、夏布、纸张、木

材、植物油、钨砂等物产锐减。不少商号纷纷倒闭，仅民国18年至民国22年的5年间，即

达562家，其中以米业、京广洋货业、油酒酱园杂货业、柴炭业为甚。

抗日战争期间，城区大中路地段几乎全被日商占据。日本财阀垄断组织在九江，以日

用工业品和极不合理的比价到农村统制棉花、烟叶、皮革、油料的收购，严控华商对布匹、

食盐的经营。其时，由于受日商的排挤压榨，九江城区的商号减至不到300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迁商号陆续归来复业，市场一度繁荣，当年底，商户恢复经营的有

绸缎呢绒、百货、油盐酱酒、杂货、印刷、书纸文具、五金颜料、瓷器、草履、酒馆饭店、茶栈、

信托等16个行业，690家。民国35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市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业

受货币贬值和国民政府滥发钞票、苛捐杂税的影响，又渐衰退。至解放前夕，九江各业已

处半停业状态。

九江解放初期，国营商业一面开展主要生活消费品和部分主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掌握

吞吐，平抑物价；一面扶助私商合法经营，扭转市场出现的生产缩减、私商歇业、商品滞销、

贸易萧条等局面。同时，从专区到市县、乡镇逐步建立商业行政机构和国营商业企业，供

销合作社，形成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合作商业为助手，包括私营商业、个体商业在内的社会

主义商业网。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私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

主义改造。1956年，对私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经过改造，城乡商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变

化，形成了全民、集体、国家资本主义、个体等四种经济成分。

1958年后，经过两次对合营、合作店组“过渡国营”和国营商业与供销社(简称国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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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合并及取缔私商，城乡商业的四种所有制结构变为“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经济，造

成货流不畅，环节增多，渠道单一。加之农业遭灾减产，货源骤减，商品匮乏，日用工业品

和一些副食品均实行凭票(证)供应。从1961年下半年起，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国合商业分开，恢复公私合营与合作店组，开放集市贸易、发展私营经济，

城乡商业再度由单一国营变为四种所有制经济。经过3年调整，商业开始得到恢复，除

粮、油、棉布外，大部分零售商品取消凭票(证)供应。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1852

万元，比1957年增长103．5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再次形成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商业网点减少，服务质量

下降，1966～1974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增长36．92％。1973年，恢复国营商业专业公

司和供销社，陆续收回下放农村的商贩，再次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个体

商业迅速发展，改变流通领域长期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

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市场繁荣，购销两旺。

1990年，全市商业局系统有国营商业网点911个(不包括企业管理机构公司)，其他

全民所有制商业网点17525个，供销社网点3382个，其他集体商业网点2476个，个体商

业网点38360个。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207039万元，其中纯商业零售额138695

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337．44％和224．90％。若按经济类型分，全民所有制商业占纯

商业零售总额的39．44％，供销合作社商业占27．33％，其他集体所有制商业占10．26％，

个体商业占22．97％。

第一章机构沿革

明清时期，九江均没有单独的商业行政管理机构和专门经营机构。清末，县市始有兼

管商业人员，民初设有兼管商业机构。大革命时期，修水、武宁、德安等县苏区政府设立了

经济委员会掌管商务。抗日战争前后，国民政府设有兼管商业机构。1949年5月九江解

放，始设有专管商业机构，延续至今。

商业的专门经营机构是始建于1949年6月5日成立的国营九江贸易公司，以后逐渐

增设有百货纺织品、五交化、副食品、石油、煤炭、商业储运、蔬菜、饮食、工业品等专营

公司。

行政管理机构和专门经营机构各个时期都有调整，机构名称多有变动。管理人员和

职工队伍也随着机构的增减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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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

清代，政府未设单独的行政管理和经营机构。

清咸丰四年到十一年(1854一．-1861)，太平军占领九江期间，在府内设有总制，各县设

有制军兼管商业。宣统三年(1911)，府、县衙内设有专职劝业员，掌管商业事务。民国元

年(1912)，民国临时政府在各县设知事公署，由公署第三科兼管商业。九江成立总商会，

商民分绸缎、布匹、陆尘、茶栈等行业，分别成立30个同业公会，协调关系，调解纠纷，办理

同业商民中有关事项。。

民国19年至23年，修水、德安、武宁、瑞昌等县苏维埃政府设立经济委员会，掌管工

商行政及苏区进出口贸易。民国19年(1930)4月，德安县苏维埃政府在田家河石鼓殿建

立商店，经营生活日用品；武宁县中心苏区所辖6区18乡，建起6个区合作社，并在每乡

设一名不脱产的营业员办理运销“白区”农副产品和分配社员盐、布的供应，并成立县转运

局和温汤分局，办理货物转运。 ，

民国24年，九江成立市政委员会，由第二科管理农、工、商业。

民国27年，九江专署及各县政府由建设科兼管商业。

抗日战争期间，九江各县城(除修水)和沿江一带地方为日军占领，国民政府九江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政府组织战地合作服务队，供应非日占领区军民生活必需品。

在沦陷区，日军成立“治安维持会”，设工商科(股)管理核发工商营业执照和审批商贩

经营申报事宜。1941年汪伪九江市及各县政府成立，设第一科产业股管理工商事宜。

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后，国民政府九江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分别由专署第二科

和县府建设科兼管商业。

1949年5月17日九江解放，6月4日，九江市人民政府设立工商组，开始接管市区的

工商业。9月30日，市工商组改名市工商科，同年12月1日，专署成立工商科，同日市工

商科改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50年3月，各县相继成立工商科。6月，专署成立商业科。

1954年7月，九江市及各县、庐山先后成立商业局。

1955年7月，专署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成立财粮贸办公室，内设商业科管理商业。

1957年2月，县(市)商业局改称商业管理局。同年12月，专署财粮贸易办公室撤销，恢

复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商业组管理商业。1958年9月8日，专署撤销财政经济委员会，

成立专署商业处，由行政管理改为政企合一，领导与管理国营商业、供销社各公司、批发

站、采购站及储运站。

1960年12月17日，精简机构，专署撤销商业处，再次成立财粮贸办公室，内设商业

科管理商业。1961年9月12日，专署恢复商业处。同时，专、县(市)供销社从国营商业

划出，成立省供销社九江办事处，与商业处合署办公，1962年3月16日，省供销社九江办

事处与商业处划开，分别设立。

1964年5月，九江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市商业管理局合并，挂两块牌子，内设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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