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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三林

．．《许昌地区供销合作社志》属于专业志，是河南省合作社事

业中出版的第一部志书，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我很荣幸地得先

’读了这部志书的原稿，总的印象是资料翔实、条目清晰。这一部

巨著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

形势下，益觉得有其特殊意义。在即将出版之际，我要说几句

话，为该巨著的完成和其前途贺。 ．7

合作社是社会广大群众或劳动人民自动联合组成的经济组

织，是属于合作经济(COOPERATIVE ECONOMY)的范

畴，一般分为信用，生产l利用、消费、购买，运销，贩卖，供给、保

险等九种经济形式，形成合作社的九大类。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

末期的英国，后经数十年的实验、失败、再实验，到1844年英国

纺织工人创立“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厘定章程，初具规范，

举世公认为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继之传布欧i}iI各国，以德国为

最发达，分“许尔志式"和“雷发巽式力两种，主要用于解放贫“’

民的经济，渐渐形成了一种新式的社会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

(SUPPLY 。AND ‘MARKETING‘，COOPEATIVE

(CO—OP))，是结合消费、运销及供给三种合作经济形式的新体

制，是社会主义的商业组织，是由农村劳动人民自愿入股，由国

家扶助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合作社形式。在中央设“中华人
、 7。民共和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地方设各级供销合作社，在各基层 ．

． 行政区内(如乡：镇)设基层供销合作社。它通过购销业务，为



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供销合作 么

社是合作社的历史由资本宅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事
'

物，于此，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合作社发展的历史。中国合作社

运动起始于民国初年。第一，由于当时的形势，地方自治的思潮

发达，促起了人民政治的自觉，予是对于生存上必要的经济问

题，有自动的谋求保护和救济的必要，合作主义的理论和实际，

便随着这个潮流而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二，新工业兴起的结

果，在工业组织下的劳动者，因为生息于赁银制度之中，当然更

感到经济的痛苦，在乡村的农民，由于新兴都市的集中和工商政 ，

客阶级的剥削，更造成了农村衰落和经济枯竭的现象。于是一面． ·

要求经济利益的相互维护和平等，一面要求金融周转和救济，以

灭除经济的孤立之痛苦。合作运动的提倡和推行，便成了中国社

会建设的另一新趋势了。

在这种局势下，对合作社的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1919年，
‘

薛仙舟先生创办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是中国第一个有规模的

信用合作社组织。第二年他和复旦大学的一些同志们创办《平民

周刊》，作文宣传唤起广大群众的注意，影响所及，一时成立一

些对合作社理论的研究组织和合作社。1919年至1922年问比较著
7

名的合作研究组织，有上海合作同志社(1920年创立)，湖南合
”

作期成社(1920年)，上海职工俱乐部(1922年)，成都普益协

社(1922年)，无锡合作研究社(1923年)，中国合作运动协会

(1924年)。创立最早的合作社，当数成立于1918年3月30日的

北京大学消费公社。继之为薛仙舟先生1919年10月1日创办的上

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1年9月成立的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属

生产合作性质，应是国内农村最早的合作社。特别要提到的是，

1922年7月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公社，是在我党领导下创办

的第一个合作社。这个时期，还有1920年成立的湖南大同(生

产)合作社，1922年成立的长沙笔业工人(生产)合作社、成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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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合作储蓄社，汕头米业消费合作社，上海职工合作商店，新．

会消费合作社、同孚消费合作社，以及1923年成立的武昌时中合

作书社，宁波第一消费合作社等。但是这些合作社在初期运动中

曾遇到_些很大的阻力。如北京大学消费公社，萧山衙前农民协

会、湖南大同合作社和长沙笔业工人合作社，先后被封闭或勒令

解散。这给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打击。但在这个．时期内，

1920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北方试行的雷发巽式农村信用合

作社，却有显著的成功。1923年创办合作委办会，拟定模范章程，

聘请合作指导员，从河北涞水县娄村开始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l

由1924年6个县办社7个，社员342人，放款1815元，至1928

年，普及到28个县，144个社，社员4846人，放款36891元(社数

除南京望澜门和安徽怀远县各1个社外，均在河北省)。

1924年间，孙中山先生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认为，

合作事业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举办的一种重要事业。在国民政府

制定的有关法令中，亦有明白提倡的表示。如1924年公布的《农。

民协会章程》，《工会条例》，《商民协会章程》等，都有莱于

会员权利及团体任务方面的规定。1926年以后公布的《省行政大

纲》及《农工厅组织法》等，对于合作社的提倡更为具体。1928

年以后，在中央经济设计委员会之下，设立合作运动委员会，为

宣传和推行的机关，其颁布的《七项运动纲领》，将合作运动列

为七项运动之一，命各级政府推进合作社。1929年工商部曾草拟

《消费合作社条例》，农矿部亦拟就《农村合作暂行规定》，并

对于合作社放款利率，合作教育及合作社的奖励和推行等，都订

有详细办法。1931年，实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此

外，自1928年江苏、浙江各地农民银行成立以后，各地方合作社

的组织和实行，更有实际的发展。因为依照农民银行设置的原

则，以解除农民之困苦及提倡合作事业计，放款只以合作社为限。

因此，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的组织，更跟着农民银行的

·3。



成立而同时兴起。江苏省农民银行成立以后的4年间(1928年至

1931年)．合作社数从309个增加到1540个，社员从10 971人增为

45 893人。浙江省农民银行虽未成立，但委托杭州农工银行放款，

计有30余万元，其合作社的组织和江苏一样发达。从1929年到

1932年4月的4年中，合作社社数从30个增加到647个，社员从

452人增加到17 220人。以上两省合作社的种类，都以信用合作社

为最多。江苏省信用合作社占总数88％，生产合作社次之。浙江

省信用合作社约占总数95％以上。这也是合作社与农民银行关系

的另一明证。至1932年8月已向政府注册之合作社，计19省、市共

为2763社，社员总数为98 778人，合作社股金922 919元。在全国

分配的状况，以江苏、浙江、河北，山东4省为最发达，江苏全

省合作社占全体总数58％，浙江为25％，河北次之，为lO％，山

东又次之，为4％。在九类合作社中，其社数股数及人数，均以

信用合作社居多数。自此日臻完善，到抗日战争前夕，合作社的

组织已遍布全国，合作社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一环。

+‘ 。从另一方面看，合作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

也受到高度的重视。继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之后，1929年11

月江西苏区颁布的《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并附《江西省苏维埃临

时政纲》，就有关于开办各种合作社之规定。1928年2月，江西

吉安县成立的东固消费合作社，是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一个合作

社。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正式确定合作社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1933

年10月5日成立中央苏区消费合作总社筹委会，接着，12月15日

在瑞金叶坪举行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

中央苏区消费合作总社。以后，中央苏区合作社发展较快。1933

年8月到1934年2月这段时期，消费合作社由417个增加到1140

个，社员由82 940人增为295 993人，粮食合作社由457个增加到

i0 712个，社员由102 182人增为243 904人。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

·4。



边区的合作社事业也有显著的成绩。1944年，边区有1279个合作

社，其中消费社369个，生产社375个，医药社51个，，信用社86

个，运输社398个。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

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培养了大批

人才，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展供销合作

社奠定了基础。 ．

、一

在中国合作社运动史上，由路易·艾黎，海伦·福斯特·斯

诺、埃德加·斯诺等热心公益的国际友人倡导创设的中国工业合

作协会，对于支援抗日战争的功绩，应有光辉的一页。工合运动

受到国共两党和知名民主爱国人士的支持并参与，迅速扩展到18

个省，1942年6月全国有工业合作社1590个，种类繁多，有棉毛

纺织，服装，鞋帽，医药、化工、文具、印刷，五金，机器、采

矿、交通等50多种，生产150多种产品，以军需品为大宗，抗日

战争期间，全国“工合"供应军用毛毯500多万条。斯诺称赞中

国的“工合秒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从以上谈到的合作社发展简略过程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不可否

认对社员避免中间剥削上起过作用。但它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只有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合作社才能成为

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它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上，也就不是过去的合作社能够相比的了。许昌地区在新中国建

国后是合作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许昌地区供销合作社志》一

书，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反映许昌地区发展社会主义

性质集体企业——供销合作社的真实历史的成果。总结过去，了

解现在，俾作计划将来的参考。这部巨著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历史任务和时代要求下，经吕宜年同志

和编委会同志们数易寒暑完成的。我相信，该书对于今后供销合

／一。



作社事业的推动，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谨赘数语，用志厥

．成，是为序·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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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书是记述许昌地区供销合作事业史实的专业资料书，以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许昌供销合作事业为生，简述中

华民国时期许昌合作事业。 ．

。

二，本书广征博采文书、文献资料，兼采口碑资料印证，经过甄

别，筛选，确保资料真实可靠，并按专业特点分类编排，力

求文约事丰，体例合理，详略得当，准确反映许昌供销合作

。事业的历史面貌。

三，本书上限1934年，下限1986年3月许昌地区撤销。其间行政

区划屡有调整，本书凡记事与综合数据中未加注明者，系指

当时行政区范围。
7

四，本书采用述，志，录、传略，简介，图表，照片诸体。文体

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书依事分类，以类设篇，篇内分章综述，一般不设目，以

保持事件发生，发展的完整性、阶段性和连续性。

六，本书设人物篇，分传略，选介，名录。传略、选介所载代表

性人物的业绩，以对供销合作社贡献为主，不做生平定论。

七，本书述及币值数额，均属记事年代通用货币单位。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于1955年3月1日实行新人民币，与同日停止

流通的旧人民币兑换率为1 l 10000元。本书记事和图表，旧

人民币均已折新人民币。计量单位，一律折成公制。

八，本书的文字和数字，依据《简化字总表》和《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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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许昌地区位于河南省中部，总面积8300多平方公里，60％以

上是平原，属亚热带向温带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无霜期年平

均217天。全区800万亩耕地，适宜粮，棉，油，烟等作物生长，

是小麦主产区和烤烟的集中产区，境内颍、汝，沙，澧，双泊、

清溟等河流自西北向东南入淮，京广铁路，京深公路经长葛、一许

昌、临颍，郾城四县及许昌、漯河二市贯通南北，漯(河)阜

(阳)铁路和地方铁路漯舞线，许禹线，许周线连接东西，公路

成网，以许昌、漯河为轴心向外辐射，集镇和较大村庄皆可通

车，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工、矿、农、副各业物产丰富，经济繁荣。

许昌历史悠久，远古即为炎黄子孙生息繁衍之地。史记《货

殖列传》。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刀夏启曾建都于阳翟

，(今禹县)。公元前11世纪，许为周分封的诸侯国。公元前221

年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今许昌地区大部分属颚川郡，郡治阳

翟。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是为东汉末代帝

都。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为坛于繁阳黟(今临颍县繁‘

城镇)，受禅“即皇帝位’’，更名许昌。次年(221年)定许昌

为魏五都之一：晋以后，历经更朝换代，许昌向为郡、府、州治

所。迨至民国21年(1932年)，国民政府于此设置河南省第五行

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辖许昌、桅颍、襄城、郾城、鄢陵，郏县、 ，

鲁lJ|，宝丰、临汝九县(长葛、禹县属第一区，叶县、舞阳属第

六区)。解放战争期间，许昌地区各县曾分属豫西(原豫陕鄂)

i行政公署所属五专署(驻郏县，辖临汝，鲁山、宝丰，郏县，襄

城县、禹县等)，二专署(驻舞阳县，辖舞阳、叶县，郾城，漯

·1·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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