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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商业部部长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瑚彳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素有编纂地方史志的

优良传统。“以史为鉴”，是尽人兼知的古训，“盛世修志”是历史的惯例。以《史记》为

首，被清代乾隆皇帝定为正史的(--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余卷，记载历史绵历四千

多年。而浩如烟海的地方史志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全国现今保存前人所纂地方

史志书籍八千余种，多达十万余卷⋯⋯

． 内蒙古民族集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商业界公认的“领头羊”和高擎改革开放

大旗的“先驱者”。近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民族集团历风雨、战巨浪，在商海中始终

奋勇前进，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内蒙古和呼和浩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当之无愧地被人们誉为“民贸之星”和“商业巨舰”o

总结民族集团的发展历史．研究探讨民族集团在商海中长盛不衰的原因，就应

该编纂反映企业发展历程的书籍。为此，在以云文广同志为首的民族集团集体领导

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一部《内蒙古民族集团发展史》正式出版发行了，对

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愿!《内蒙古民族集团发展史》的编写成功，无疑

是“服务当今，造福后人”的一项有益工程，对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经济发展定会起

到“资政、教化、存史”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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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塞外王府井”之美誉的呼和浩特市商业中心——中山西路，高楼大厦鳞
’

次栉比，商厦店铺灯火辉煌，步入这片热土的朋友，无不被她那气势恢弘的营业规．，

模和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所感叹、所折服。 I

’

在这一大片商业高楼大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占地数万平方米的“城中．1

城”——这就是历史悠久、名驰遐迩的内蒙古民族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民族商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集团”)是新中国成立后塞外青；

城最大的一家国有商业企业，也是几十年来内蒙古商界公认的“领头羊”、党的十一：
毹 ；

届三中全会以后高擎改革开放大旗的“先驱者”o
鼢

历史的风风雨雨，商海的滔天巨浪，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使许多国 融，||有企业“几多消亡，几多沉浮”。然而，被原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誉为“民贸之星”的

鼬：7民族集团，却始终如同一艘“商业巨舰”，在商海中破浪前进，经受住无数次的考验，

在风口浪尖上闯出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 ∥
纵观民族集团的发展历程，其成功的原因，根本的一条就是企业在党的改革开 It。

{ 放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 眩{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勇于开
r：‘。．I一

拓。科学决策团体拼搏的结果。同时，也因为民族集团以云文广同志为首的领导班 ∥j
子，审时度势，以“追求无限，创业无限”的坚强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了下来。 黔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民族集团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呼和浩特市商业发展 溪．。
的“晴雨表”和缩影，总结民族集团的发展史，对呼和浩特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经济 曼?
建设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和借鉴价值。民族集团这个塞外

蒡的商业巨星．全国十大百货商店贸易联合会成员单位，所经历过的拼搏、辉煌都为

： 呼和浩特、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史留下重重的、充满绚丽色彩的一笔。

民族集团的发展史。可以初步分为四个时期，即1954年——1983年的联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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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1店时期，1983年——1992年改革创业时期，1993年-2002年股份制发展时期，

删2003：一=嚣址黻嗍。鞭《渊 民族集团原名为“呼和浩特国营联营商店”，建于1954年，位于呼和浩特市中

．孳蝴a山西路中段，商店占地l1000平方米，三层楼，营业面积2400平方米。是当时呼和
1_鄹≮喇浩特地区规模最大、经营花色品种最齐全的国有商店。那时，提起联营商店，呼和浩

虬硼特市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三层楼”。青城人逛联营商店就

·参铡像北京人逛王府井一样惬意，到呼和浩特市出差的人，不去联营商店逛逛，等于没
；}．，潺i|来呼和浩特市一样o

l斌《I 在百业待兴、商品匮乏的建国初期，尤其是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联营商

i燕剃店充分发挥了国有商店独有的特点和平抑物价、保障供给的主渠道的作用，为青城
：渊人民的生活、呼和浩特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闺 然而，由于当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经济处于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购

1 I。．-娟统销，分配是平均主义，企业稳端“铁饭碗”，员工共吃“大锅饭”，同行业之间没有竞

0 f■tl争，死水一潭，优哉游哉，所以导致近二十年呼和浩特商业界停滞不前的状况。即使

、j’f翟是在这种J隋况下，联营商店在各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和上级部门的关怀下，还是以

’；。_优质的服务、较充足的商品和“为人民服务”的办店宗旨，赢得了广大顾客。

：嬉 “文革”中，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1966年8月，联营商店改为“革命化”的名

浮．．．、l字一“呼和浩特市百货公司人民商店”。但由于老字号的“联营商店”，十多年来深
’、’；’：蛋人人心，广大顾客还是将改名后的商店仍旧称为“联营商店”，“人民商店”几乎无人

“：同称呼。名字改得革命了，但因提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造成内乱，
． ·未l各派之间斗争不断，服务质量严重下滑，售货员和顾客之间的纠纷、争吵司空见惯，

，：N再加上物资极端匮乏，任何商品都要票证，“文革”中商店长期处于萧条态势。

簟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革”十年内乱结束，商店开始走上正规。1977年拨

．1乱反正，商店又恢复了原名“联营商店”o

I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我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广，来华国际友

m氏灰纂日置置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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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逐步增多，为适应发展，呼和浩特市商业局指定联营商店兼营专为外宾购物服务

的“友谊商店”。并负责自治区旅游商品批发业务，商品则由中央直拨供应。

1983年4月18日．云文广同志从市百货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上正式调入联营商

店，担任经理、党总支书记，挑起了商店的重担。

上任伊始的云文广同志，就以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整顿工作。他的上任很快使联营商店呈现出勃勃生机。

为了满足呼和浩特市居民的购物需求，早在1982年，云文广在担任市百货公

司副总经理时就开始负责筹备商店中楼的扩建工作。

二、改革创业时期(1983年——1992年)

1984年联营商店营业楼的扩建工作完成，在原楼的东侧，一座四层商业大楼竣

工。这座新的商业大楼，营业面积达3519平方米，4月23日正式开业。新建大楼与

旧楼连在一起，并正式改名为“呼和浩特市百货公司中山路商场”o

这一年，在云文广的领导下，商店开始在内部推行改革措施，划细核算单位，实

行以部为单位的三级管理二级核算制，实行以岗位责任制为主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全面推行了企业责任制和内部承包制。责任制的建立，使企业的面貌大改，经营异

常兴旺，销售直线上升，经济效益节节攀升o
’

一

就在人们陶醉于现有取得的成就时，云文广敏锐地看到，许多呼和浩特市人从

外地回来。仍是大包小包地往回带东西。对这一现象，他认为，许多商品在呼和浩特

市还是买不到。呼和浩特市地区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大商场。于是，他决心把企业的

“蛋糕”再做大——扩建中山路百货商场。内蒙古民族商场的蓝图已在他心中形成。

1986年企业开始扩建新的商厦，这座2万平方米的商业大楼，投资近2000万

元，拆迁兼并安置许多单位人员，要一年建成，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是前所未有的，所

经历的困难、艰辛、酸甜苦辣，是常人所想不到的。经过一年多的拼搏、奋战，终于建

成了大楼，为自治区4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o

1987年8月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大庆的日子里，又一座新的

大厦落成了。新落成的大厦和原来的大楼经过一座过街楼巧妙地连在了一起，形成

了一座气势恢弘的现代化综合商业大厦。商厦建成后，起了一个响亮而又具有少数

民族地区特色的名字——内蒙古民族商场，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欣然为商场题写

辫

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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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概．毡
．虬蠲被市领导高度评价为“满达速度”。同年，以民族商场为龙头开始组建集团公司。

-譬剥 1991年接收了呼和浩特纺织站。
’

l"“～l商店贸易联合会成员单位。这是民族人创造的奇迹，也是以云文广为首的领导班子81

卜烈'I剖创造的奇迹。民族集团打造的商业巨舰，在商海中破浪前进，销售突破亿元大关，在

弋j，；遵业。。993年是民族集二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民族集团进行股份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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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又托管了昭君大酒店，企业四面出击，处处开花，不断扩大着自己

． 的实力。

企业的发展．突破了单一的商业概念，扩展到以商业为主综合经营领域。并逐

步形成了一个跨地区、跨行业、多功能、全方位的大型企业集团。这时的公司拥有20

； 多家分公司．8家合资公司和50个内部核算单位。在内蒙古自治区同行业中的资 ．皆’
} 婚”1

产、利税、销售均列首位。

·——1999年．由国家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及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 鼢。
了内蒙古鑫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资局进行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

! 对许多中国企业而言，“长不大”是一个困扰企业的难解之谜。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许多企业成长壮大了，但大多数企业还是面临着“长不大”的困扰。有的企业甚

j 至表演了“高台跳水”——企业快速成长，然后就失去控制，分崩离析。

而民族集团却能跳出“长不大”的怪圈，在改革开放后的较短时间内，快速成
¨

长．不但长大了，而且站稳了脚跟，稳住了阵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在云 ㈡．
， 文广领导下民族人创造的奇迹。

盼’《民族集团实现了从商品经营到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股票

贰。j毫的发行和融资建设、股票的上市和增资扩股，实现了国家增值、企业发展、个人多得

的三赢局面。 ∥
． 之后．企业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国有商业股份逐步从市场竞争的序列中退 lt。

’
出的要求，同时，民族集团根据市场变化，积极进行资产重组，到2002年底，终于实 h
现了国有股全部退出，为实现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坚 魄：多{

’

实的基础。 鼢?
： 四、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期(2003年——) 黔

．‘7．

：
企业如人。有其自己的生命，只不过有的“命长”，有的“命短”；有的“命硬”，有 瞬

的“命软”；有的最终走向消亡、破产，有的又迎来凤凰涅桀。 萎i
， 民族集团在商海拼搏中，也曾面临重重困难，民族集团这面大旗究竟能打多

≯久?许多人发出疑问。但是，在云文广董事长的高瞻远瞩和睿智的应变能力下，又一
：

次抓住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机遇，通过一系列的资产置换、资产重组，又迎来了企业

新的发展时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攀◆．一
2003年。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鑫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顺利完成了对集团转制

改革工作，按法定程序新组建了董事会、监事会。同年5月12日召开了公司股东大

会及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从此，民族集团从国有控股企业正式转变为民有民营

的股份制企业，同时企业所有的职工都置换了身份，实现了“砸三铁”o新生的民有

民营企业——内蒙古民族商场有限责任公司(仍简称“民族集团")，是民族集团的

发展和延续，是民族集团又一个新的起点。

改制后的民族集团，实行了精兵简政，消除了臃肿的机构，精简了科室，制定了

一系列适应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并明确了发展战略思路．从而为适应

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形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集团这次脱胎换骨的改革，以国有企业向旧体制告别为开始，以企业法人

绝对控股和其他经营者参股为手段，彻底抛弃了计划经济留给企业的“遗产”。建立

了现代企业制度。

轻装上阵的民族集团，又要展翅高翔。

Ⅶ民篮曩盈置曩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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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历史不会忘记．解放

初期．塞外青城只是个边

陲小城；那时，人口稀少．

街面上尽是小店铺．大的

商店寥若星辰。1954年，在

中山路建起的三层商业大

楼——联营商店吸引了无

数人的目光．很快就名驰

遐迩，并成为全市乃至全

内蒙古人民引以为自豪的

商业中心和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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