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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肉禽蛋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肉禽蛋商业是联接产销之间的纽带，

城乡之间的桥梁 o 江苏历来畜禽生产兴旺发达，肉禽蛋商业繁荣昌盛。尤其是国有

食品部门几十年来在支持生产、组织流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了借鉴历史经验，遵循演变规律，研究当前改革，探索未来发展，江苏省食品公

司搜集运用大量历史资料，编篡《江苏省肉禽蛋商业志))，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全

省肉禽蛋商业各个时期的经营发展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和略古详今的

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计划经济时期食品工作中的历史沿革、

经营体制、组织结构，以及生猪、家禽、鲜蛋、菜牛、菜羊等收购、销售、调运、储藏、

加工、计划、统计、价格、财务、会计、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系统地汇集、反

映了党和政府在食品工作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和肉禽蛋商品的收购、供应原

则、方法及措施。全书资料较为可靠，记载比较准确，内容翔实，论述得当，不失为

一部很有价值的史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推动全省食品

工作的发展和深化食品体制改革，将起到重要作用。

回顾过去，成绩卓著，江苏省食品部门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近 10 万职

工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

念，转换经营机制，发挥优良传统，努力开拓进取，为振兴江苏食品事业作出新的

贡献。

李其正

1998 年 7 月



凡例

一、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上限尽可能追溯至起始发端，下限年份一般至

1992 年，对 1993-1995 年发生的主要史实，部分章节亦作记述。

二、本志采用述、记、录、图、表等并用的综合体裁。篇目按照事以类从事，横排

竖写的传统写法，设章、节、目、子目，分条记述。

三、本志所用地名、名称，均按各个不同的时期原有的记载或习惯记载，作必

要的注解。

四、本志所用度量衡、货币一般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有少数按各个时期的习惯

使用名称、单位记载。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历史名记载，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为纪年。

六、本志资料，采用经过核实整理的历史档案和业务资料。统计数字原则上按

统计部门数字，统计部门未统计的数字，用农业部门或业务部门数字。



概述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居长江、淮河下游，毗邻上海市和浙江、安徽、山东

诸省，全省总面积 10.26 万平方公里，地势平缓，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工农业生产发达，市场经济繁荣。盛产稻麦和

油料，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每年可提供畜禽饲料约 800 万吨，为发展畜禽生产和流

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江苏省畜禽养殖业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农牧结合甚为紧密，猪禽生产十分发

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猪禽生产不断发展，有地方良种 20 多个，成为全国的

猪禽蛋主产区之一，生猪饲养量由 1949 年的 678. 78 万头， 1992 年已发展到 4215

万头，增加 5 倍多。出栏量由 1949 年的 264 万头， 1992 年发展为 2246 万头，出栏

率由 70%左右上升到 120% 以上。家禽年末存栏量由 50 年代初期的 2300 多万只，

1992 年发展到 2 亿多只，增加近 9 倍，均为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

江苏省国有食品部门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积极支

持畜禽生产，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饲养良种公猪为农户饲养的母猪配

种和开展人人当"猪医生"活动人手，参与畜禽生产规划，宣传养猪养禽政策，推广

饲养畜禽和种植高产饲料的经验，开展科研活动，改良畜禽品种，推行经济杂交，

培育瘦肉型生猪和宣传圈养鸡等科学先进方法，推动社会畜禽生产发展和质量的

提高。同时建立生猪、家禽及种蛋生产基地，兴办种猪、种禽、孵禽场，调剂苗猪茵

禽，以及以现金、粮食、物资等进行预购、订购、换购，从多方面参与和支持畜禽生

产。

自 1953 年 2 月成立中国食品出口公司江苏省公司时起至 80 年代中期，执行

计划经济，按计划经营猪、禽、蛋、牛、羊的收购、供应、调拨、加工、出口、储存业务，

负责全省市场以及上海等大中城市肉禽蛋的调节任务 o 1955 年实行"一条鞭"经

营，并在不同时期对生猪、家禽、鲜蛋进行派购。 1977 年 10 月份起实行统一经营、

统一调拨、统一核算的"三统一"经营管理体制。进一步下伸机构，扩大经营，至

1984 年止全省食品系统有省、分、市、县公司、站组，肉禽蛋加工厂、猪场、孵禽场、

生物化学制药厂等大小单位 4000 多个，共有干部职工 93000 余人。"三统一"时期

全省食品系统年平均盈利 6115 万元，其中 1982 年盈利达 1.02 亿元，这是食品系

统机构最齐全、人员最多、经营范围最广、效益最好的时期。

江苏省食品公司自建立以来，肉禽蛋的经营量不断增加，全省年最高经营量

是:生猪收购 193 1. 5 万头，占上市量的 93.26% ;销售 1390 万头，占社会消费量的

87.8% ;调省外活猪和冻肉 211615 吨，调达 11 个省市，占全国调拨量近 30%; 供

.1. 



应出口冻肉 63845.8 吨，占全国供应出口量的 14%左右， 曾连续 8 年为全国第一
位;家禽收购 2303.7 万只，销售 1233. 7 万只，调省外 398. 7 万只，供应出口冻禽

2036. 9 万吨。鲜蛋收购 83724 吨，销售 59819 吨，调省外 28650 吨，供应出口 9804

吨。以上各项多居全国各省前列。

江苏肉禽蛋加工工业和生物化学制药工业亦十分发达，全省食品系统年屠宰

加工生猪，最高年份达 890 万头，占全国食品部门屠宰量的 17% 。在加工·产品方

面，除继承传统的名优特产品外，还努力开拓新品种，采用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南京的板鸭、盐水鸭、香肚、鸭盹，如辜的火腿、香肠，无锡的酱排骨，高邮、宝应的

措心皮蛋、咸鸭蛋，常州的西式火腿等均名闻遐尔，享誉国内外。同时在全国率先

试制分割肉、小包装;率先采集畜禽脏器及废弃物，每年达十多万吨，全面开展综

合利用;率先采用脏器原料生产生化药品， 1990 年生化制药工业总产值达1. 609 

亿元，在全国各省首先突破亿元。 80 年代全省肉禽蛋加工产品获优质奖的有 72

个，其中国际金奖 2 个，国家银奖 4 个，商业部奖 49 个，省级奖 17 个。 1988 年在中

国食品博览会得金奖 8 个，银奖 9 个。生化药品获国家优质产品奖 4 个，获商业部

和江苏省优秀产品奖 11 个。

40 多年来，江苏省国有食品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做了大量工作，对支持畜

禽生产，沟通城乡交流，调节市场供求，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家积累，发挥了重要

作用。

1984 年起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广大职工转变思想观念，深

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调整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江苏省食品公司

于 1992 年 10 月由行政性公司转为经济实体，成立江苏省食品总公司，不再承担

全省食品系统的经营管理任务。各地食品企业独立自主，开拓经营，参与市场竞

争，分别向着大市场、大流通、大食品和贸工农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1995 年全省国

有食品企业资产总额达 38.57 亿元。全省食品公司的广大职工继续开拓进取、团

结拼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食品企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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