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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长沙市物资供销系统系专门经营生产资料的部门，包括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轻化材料、 机电设备和金属回收等

行业。 其中金属材料和建筑材料业起源较早， 清嘉庆年，

间(1796,'--1820-年)，就有铁钉和石灰、 砖瓦、 竹木入市交

易。 同治元年(1861年)以后， 自产自销泥刃、搪子、

斧头、刨铁的店铺相继出现。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

沙辟为商埠， 外商纷纷来长开办洋行。 开埠当年， 长沙

直接进口洋货48．5万关平两(每关平两舍37．7994克)，

占全省输入总额的24％。17户外商倾销的洋货中， 五金制。

晶(包括金属材料和建筑五金)，颜料化工和电器材料等生

产资料， 只占输入总量的6‘％左右， 金额不足3万关平两。

次年6月， 长沙先后成立湖南、 光华两家电灯公司， 机电

设备业和轻化材料业的交易随之兴起。
’

1911年以后， 军械、 冶炼、纺织等近代工业相继在长

沙兴办， 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加， 促使物资供销相应

发展．．1922年，全市共有五金(含钢材y、 电料、颜料

化工、建材、玻璃、煤炭、铁业、 冶坊等业的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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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余家。 然萁经营规模均不大，且经营的品种多为建筑材

料、颜料化工、 照明电料和修理用的零配件等。 生产企业

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和机器设备，多自行赴外地采办。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长沙商户乘沪商甩卖求现之机大量进货

囤积，年输入贸易总额达727．07万元法币， 比战前增长8成

多。其中生产资料输入额182万元法币。’沪杭沦陷后，黔、

滇、川、陕等省客商涌来长沙采购，市场一度出现短暂的战

时繁荣。次年，长沙“文夕大火’’，经营生产资料的工商户

损失惨重。17家五金(含金属材料业)、电料业大户， 7家

被焚毁， 3家店主死亡歇业， 7家外迁重庆、桂林、 沅

陵、 衡阳等她。 五金、电料业的中小户和建材、 玻璃

业的店铺十之七八遭焚， 靠清理焚后残物搭栅营业， 以维

生计。 19家颜料化工业店铺全毁于火。 据《湖南省抗战

损失统}1．》记载， 这场大火总共损失财物5441．75亿元法

币， 为全市财物的43，6。其中经营生产资料的工商户损失

达i360亿元法币。 1945年抗战胜利， 百业待兴， 外迁商

贾纷纷返回长沙， 复业及新开店铺计有五金(含金属、，建

材)兼电料户51家， 电料专营户7家，颜料化工户44家。长

沙生产资料市场又开始恢复和兴旺起来。 至解放前夕， 全

市经营或兼营生产资料的工商户发展到200来家， 但尚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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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市物资市场的专业供销体系。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 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迅

速恢复和发展，物资供销行业也开始走向繁荣。1950年已有

168家经营生产资料的私商恢复营业。 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

了长沙的14家官僚资本企业， 组成国营商业机构长沙市工

商局口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国家统一清理和调配煤

炭、。钢材、木枋、水泥、纯碱、杂铜、 机床和麻袋等

8种重要铹赘。长沙市还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国家

统一计划调配物资的分配管理。 从此， 全市逐步建立起以

计划调拨为主的物资流通体制。 1950年11月， 设立中国煤

业建筑器材公司长沙分公司， 经营煤炭、 水泥、 砖瓦、

沥青等生产资料。 1951年1月，设立中国工业器材公司长沙

分公司， 经营五金机器、交通电讯、 化工原料和医药器

材等四大类商品。 长沙国营商业经营生产资料的专业供销

体制初步形成。 同时， 国家一方面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予

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逐渐开展对私营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1951年9月起， 全市经营生产资料的168个工

商户中的工业企业，陆续转入公私合营的相关工厂，商业企

盟的大户和中小户，分别纳入公私合营湖南省企业公司和长

沙市企业公司。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 上述企业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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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相应的国营工厂和国营商业专业公司。

1958年“大跃进一时，物资需求怠剧增加。长沙市

设立物资供应局统一经营生产资料。1959年共组织供应钢材

3850吨、 有色金属293吨、各种机床58台、 水泥994吨、

平板玻璃71 0标箱， 年销售额达1229万元， 保证了工农业

生产建设的需要。 1960年市物资供应局改为物资管理局后，

接管了全市各生产主管局的物资供销机构， 实行以曩条条

为主， 条块结合一的物资管理体铡。 局下设冶金供销、

机电、轻工化工等三个专业公司，政、企分离，开始形成

长沙市物资供销专业体系。 当年， 全市物资系统的销售总

额上升到5692万元。 1965年7胃，实行按经济区鲻组织物资

供应，长沙物资管理局除担负驻长沙的中央、 省、 市属企

业的物资供应外，还供应毗邻的测阳、宁乡、汉寿、湘

阴、平江、沅江、南县、安乡等8县的物资。1966年，物

资销售总额达6936万元，共计供应钢材18349吨， 生铁3845

吨，有色金属887吨，烧碱1450吨，纯碱2703吨，玻璃1384l

标箱，水泥16929吨，橡胶427吨·

“文化大革命拶初期，长沙市物资系统受到干扰和冲

击， 局和专业公司的建制被撒并， 物资供销一度陷入混乱

状态· 1971年8月， 长沙市物资局及所属专业公司恢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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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全市的物资供销重新走上计划供应的轨道。针对当时

本地原材料缺乏和拳头产品稀少的实际， 市物资系统把广

辟货源作为关键环节， 采取内引外联， 建立资源基地争取

货源， 实行代销、联销扩充货源。 计外加工奉地名牌产

品串换外地产品增加货源， 积极承办全国性的订货会， 获

取计划外分配货源， 以弥补计划分配物资的不足。

i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物资管理体制开始突

破计划管理的模式。 长沙市的物资供销逐渐向社会主义物

资市场经济体制过度。作为物资供销主渠道的长沙市物资系

统，在原有金属材料、轻化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

金属回收、生产资料服务等专业公司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

长沙市物资贸易中心、 轻化材料贸易中心、 建筑材料贸易

中心、 汽车贸易中心和钢材市场， 形成以小吴门物资大楼

为核心辐射全市的物资供销市场。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新形势，市物资系统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

互惠互利， 共同发晨劈的原则。 先后参加了全国、 全省

25个跨地区、 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体，410个成员单位遍布19

个省区、 73个大中城市， 定期进行经验和物资的双向交流。

通过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在货源的品种、 质量、 数量

上保持了主渠道的供销优势。 并以省会长沙为依托， 立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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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面向全国，一方面在上海、．武汉、深圳、珠海等

地设立经营窗口， 一方面向本省边远地区和湘鄂赣三省的

结合部渗透， 增强辐射能力， 拓展市场。 因而80年代的

年均供销总额较70年代有了成倍的增长，促进了全市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 到1987年末， 长沙市物资系统职工人数发展，

到1730人， 固定资产原值有2232．1万元，流动资金有7251

万元， 货坪面积有34986平方米，仓库面积有161766平方

米，有城乡物资供应网点50个。 年购进总额为35735万元，

比1978年的12468万元增长1．86倍，销售总额42349万元，比

1978年的12304万元增长2．44倍’ 利润总额1007万元， 比

1978年的78．7万元增长儿．79倍。 第六个五年计翔时期购

迸总额71948万元， 销售总额71971万元， 利润总额2355．9

万元， 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购进总额57176万元，销售

总额55834万元， 利润总额823．8万元，分别增长25．8，《、

28．9，《和】85．98，《。 同时， 物资供销的辅助渠道也迅速

恢复和发展起来。 1986年， 全市经营生产资料的集体、个

体商户有1 600多家，从业人员5000多人。1984-'-"1987年，形

成以小吴『J物资综合贸易中心为轴心覆盖建湘路、 经武路

的机电产品专卖街， 以市轻化材料公司为龙头的西湖路化

工产品销售一条衡，以市建筑材料公司车站南路建材经营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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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连接人民东路的建筑装饰材料两条街， 以市金属

材料公司仓库和市金属回收管理公司为骨干的车站南路金属

材料调剂市场。物资供销行业冲破地区封锁、 条块分割的

束缚， 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劳的

方针，逐步向管理商业化，交换市场化， 供应门市化的

方向转变， 逐渐形成多方位、 多层次、多渠道的长沙市物

资经济立体市场和流通网络。随着商品流通体铜改革的不断

深入， 长沙市物资供销市场将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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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管理体制

第一节机构设置

一、市级管理机构

1958年7月，’以市计委所属的物资供应处为基础，接管+

了市商业局所属的工业器材公司的物资供销业务，成立了长

沙市物资供应局， 该局隶属市人委领导， 为政企合一的物

资供销机构。
。

1960年7月， 长沙市物资供应局更名为长沙市物资管理

局。 局下设专业公司， 实行政企分离。局奉身为事业单位，

专门负责物资流通管理，各专业公司为企业单位，专门从事

物资供销业务。

1964年2月， 长沙市物资管理局再次更名为湖南省长沙

物资管理局，按经济区划担负长沙市(辖长沙县)及测阳、

宁乡、 安乡、 汉寿、 湘阴、 平江、沅江、南县等8县的

物资供应。行攻上归市人委领导，业务上由省物资管理局

统一管理。

_文化大革命一期间， 长沙物资管理局建制被撤销，

由1969年9月成立的长沙市物资供应公司取代。 公司生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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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组下设金属、机电、轻化、建材、物资服务等五个专

业小组， 分别负责所管物资的供销业务。

1971年8月， 撤销长沙市物资供应公司，成立长沙市革

命委员会物资局，受市革委会和省物资局双重领导。同时恢

复金属、机电、轻化、建材、物资服务等专业公司的建制。

1977年9月，增设长沙市金属回收管理公司。

1981年7月， 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物资局更名为长沙市物

资局。属市人民政府领导，省物资局负责业务指导。1985年

3月， 组建长沙市物资贸易中心。同年增设铁路货运站，随

后改名为物资储运公司。

至1987年时，下辖金属材料、轻化材料、建筑材料、机

电设备、生产资料服务、 金属回收管理、物资储运等7个公

司和1个物资贸易中心。 二’．

二、县区管理机构

长沙县物资局：始为长抄县工业局物资调拨供应站口1962

年以该站为基础，成立长沙县物资局，隶属长沙市物资管理

局。1967年，长沙县物资局并入长沙市物资管理局，重点担

负农机器材供应，既是市物资管理局的农机公司，又是长沙

县物资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70年改为长沙县革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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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物资供应管理站。1973年恢复长沙县物资局建制。1984

年改为长沙县物资公司·1986年又恢复长沙县物资局名称。

局下设专业公司，分别担负各专业物资的供销业务。

望城县物资局：系1978年原长沙县分为长沙、望城两县

时组建，隶属长沙市物资局管辖。1983年改为望城县物资公

司。1986年恢复望城县物资局_名称。局下设专业公司，分别

担负各专业物资的供销业务。

浏阳县物资局：系1959年设立。1983年划归长沙市物资

局管辖。1984年改为浏阳县物资公司。1986年恢复浏阳县物

资局名称。局下设专业公司，分别担负各专业物资的供销业

务。

宁乡县物资局：系1959年设立。1983年划归长沙市物资

局管辖。1984年改为宁乡县物资公司。1986年恢复宁乡县物

资局名称。局下设专业公司，分别担负各专业物资的供销业

务。

长沙市郊区物资局。1958年成立长沙市郊区物资站，原

属郊区工业局管辖。1978年以物资站为基础，组建郊区物资

局，隶属长沙市物资局。1984年改为郊区物资公司口1986年

恢复郊区物资局名称。局下设股室，执行专业公司的物资供

销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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