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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憾

凡 例

一．奉志书记述断限，上起清代公元1840年，下至公元1987

年，商·眦网点和部分行业．商品追溯更远。

二．奉志书记述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包括1951年划

出的双峰县及涟源县部分地域；共和国成立后，以湘乡1987年行

政区划实辖范围为限。

三．本志书中的历史朝代，一律沿用原称如“明“、“清”．

“民国”等，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

四、本志书记时：焚和阔成直前，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

元纪年；共和同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共和问成立前、后，

志书正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湘乡的时间简

写解放前．后；清代以前的朝代纪年一律用汉字书写，民豳纪年和

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表述。

五、乖j占=书的地名，以1981年12月湘乡县人民政府编印的

《湖南省湘乡县地名录》为准，精以前沿用旧名。

六、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一律沿用历史称呼。对人物称

谓直书其名，一般不冠褒贬之词。

七．本志书中所记度量统计数，按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一律采用阿拉伯字表述。

八、本志书注释一律采用页末注。专并i名词，特定事物，在

正文中采用括号说明。



凡 例

九，盐业虽另有专志，但商业局代管时间较长，敞收入本志。

十。本志书正文中的“中共．党组织．党员”，即中囝共产党

或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简称。

十一、本志书对民国以前的事收集资料不多，记述较简略。



序

序

湘乡自然条件优越，与金省经济中心紧邻，物

产丰富、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明清时期，市场拓

展，商业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缓慢发展。民国年问，

湘乡商业既受到外来商品经济竞争的冲击，又受到

外来商品的刺激而发展。但军闷相争，日寇犯境，

屡遭洗劫，加之国民政府税捐日重，苟延残喘，至

解放前夕，金融混乱，市场箫条，店铺寥寥无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湘乡商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国营商业在主导市场上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

商业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永平的提高，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服务目标，以

振兴湘乡经济为立足点，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

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应该看到湘乡商业既有成



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教tJll。今天，我们发扬中华

民族修志之文化传统，对湘乡商业的发展历史予以

回顾，组织人力，筹集资金，编纂这部《湘乡商业

志>)以借鉴历史，开拓未来。

《湘乡商业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

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编写的。不溢美、不

饰过，用充实的资料，如实地反映湘乡国营商业发

展的历史与现状，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可供资治

的信史。本志以记述国营商业的兴衰起伏史实为

主，兼及其他商品流通渠道的有关史实。

《湘乡商业志>)的成书，是修志人员辛勤耕耘

的结果。本志图文并重，数据齐全，融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主

观努力与客观效果很难达到统一，疏漏与不妥之

处，敬请各界领导，名老耆宿和读者指正。

曾世光

198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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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连

概 述

湘乡商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缓慢发展，到明，清时期，县城

已出现几种主要店铺，有的还附有手工作坊，规模一般不大。民

国时期，湘乡商业随着邻近湘潭等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当

时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县城和几个较大的枭镇，农村群众购

买商品很不方便，而且需求量不大。商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国营

商业的发展，则是解放以后的事。

解放后，湘乡商业的发展大体经历y_-个阶段”

1、建立阶段(1949年8月～1957年12月)，为了迅速安定人

们生活，消除国民政府统治下经济危机的影响，安定政治和经济

秩序，人民政府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首先，

对原工商业者实行保护措旌，开展生产和组移}商品流通，接着，

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与全民所有制的吲营商业，积极贯

彻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指示精神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六项措施”。

然后稳妥地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使私营商

业走上合作化道路，实行公私合营，或直接过渡为国营商业，从

而，湘乡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曲折发展阶段(1958年一1978年)，社会主义商业在建立

之后逐步发展、巩固与壮大，人民生活改善，市场繁荣。在这个

时期里，县内商业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多次调整商业体制。50年

代末，商业跳出“购销调存赚”的圈子，开展大购大销，大办工



2 概述

业，大炼钢铁活动，离开了正常发展的轨道。80年代初，扩充与

发展国营商业网点，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方针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疏通商品流通渠

道，调整商品购销政策，利用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回笼货币，

同时，恢复与发展集体与个体商业，狠抓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素

质，商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强调突出政

治，批判“利润挂帅”，商业发展处于徘徊状态。

三、改革，开放阶段(1979年～1987年)1978年以后，党和

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湘乡商业贯彻“开放”，

“搞活”的方针，改变单一的计划经济形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市

场调节稍j结合的体制，恢复与扶植集体、个体商业的发展。同时，加

强国营商业的自身建设，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转体变型、租赁、

股份、招标等企业管理方式，重视和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转变

经营策略，加强市场信息预测，扩大企业自主}卫．提高竞争f避JJ·

湘乡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解放后，湘乡商业不断发胜壮大．围营商业从“三口缸物”

(1949年9月贸易公司建立，设粮食．油盐，纱布百货3个门市

部，被群众称为米缸，油缸、盐缸)起家．发瞄到拥有2467私耿

工，273个经营，管理和储运机构的国营商业体系。在国营、集体

和私营三种经济成份的商业网络中，国营商业发挥主渠道作用。

1952年即成为全县商品供货渠道。1956年初，基本形成以国营商

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1964年起，商业系统推行并坚持

了百货公司的定额管理办法，获得了显著成果。1987年，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2．92亿元，比1949年增长26．8倍，其中，国营商业6907

万元，比1952年增长49．65侥。1950年至19,87年，国营商业收购农

副产品和工业品总值9．73亿元，供应生产和生活资料总值14．8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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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交国家利润6935．83万元，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振

兴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较大贡献。

但是，商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顺畅的。前进中受过不

少干扰，产生不少失误。在商品流通体制上，对各种经济成分商

业的存在与发展缺乏长远的、稳定的经济政策，出现左右摇摆或

反复循环的现象，有时似乎无规可循，无章可依。一个时期偏重

发展国营商业，却限制集体，个体商业，另一个时期则相反。在

商品购销上，缺乏商品经济观念，缺乏市场观念，限制了商品生

产与商品流通的发展。在商业网点的建设上，缺乏长远的整体规

划与统筹兼顾，以致国营商业网点与城乡人民生活和城镇工矿业

建设不相适应。
’

38年来，商业发展的兴衰起伏表明：商业的发展与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生产决定流通，流通促进生产。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尤其

是国营商业的建立与发展。1958年，中央．省、地在县兴建铝厂、

铁台金厂、水泥厂，化工厂，水府庙电站等5个大型工业企业，

县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办500余家小工厂，湘黔铁路建

成通车，公路四通八达，为商业的发展和商品流通打下了良好基

础。同时，商业大力开展购销业务，扶植生产，发展经济，促进

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县酒厂，建材厂、棉织厂、制鞋厂等都是’

在商业部门的正植下发展起来的，牲猪生产已由一个自给自足的

县发展成全国的商品猪基地。商业的发展既要与圜民经济各个部

门的发展相适应，又要与商业内部各种经济成分的比例相协调，

有计划按比例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历史证明，商业的发展

不能依靠单一的商品流通渠道，必须循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

愫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而且，必须坚持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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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主渠道作用，不能因收而死，也不能因放而乱。市场是商

业发展的基础，商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市

场机制的发育，商业管理应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是商业发展

实践所得出的结论。



大事记 5

大 事 记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

蔡广祥在永丰(今双峰县)创设酱园，生产辣酱。“永丰辣

酱”由此始名。

清雍正元年(1723)

定居湘乡的赣籍富商聂福元父子，在县城镇湘楼状元坊口，

独资开设天元斋南货斋馆，并于后院开办作坊，生产烘糕等糕点。

“湘乡烘糕”逐渐闻名省内外．成丰年间，曾国藩呈慈禧太后

品尝后，钦谕列入贡品。

清道光十年(1830)
。

县城吴天元斋、大同斋、同业斋，大春斋，聂顺必．聂万兴

等店铺捐款，参与重修云门寺。

清同治二年(1863)
‘

商人周岳山等招工三百余人在谷水附近七星岭榔树嘴一带开

采铁矿，建炉百余座炼铁。

清同治六年·(1867)

装巍朱紫赶，刘技亭(均如今双峰县人)合伙经营红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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