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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工商业联合会志

概 述

汕头予清同治纪元年(1861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辟为

通商口岸。随着商品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全国重要港

口城市之一。商人为维护自己利益，行会组织随之产生，初有万

年丰会馆之设。清光绪25年(1899年)，仿照厦门设立汕头保商

局，萧鸣琴为董事。光绪30年(1904年)，清政府农工商部颁布

大清商律，通令各省商埠组织商务总会。翌年7月，汕头保商局

与万年丰会馆合并，改称汕头商务总会，萧永声为总理。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商务总会因袭下来，至民国5年(1 916年)改称

为汕头总商会，蔡明南为会长。民国1 9年(1 930年)，依照工商

部颁布的《商会法》改组为汕头市商会，陈少文为主席。商会以

谋求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福利为宗旨，执

行《商会法》规定9项职务(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关

于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事项；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

关于工商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关于工商业之证明及鉴定事项；关

于工商业统计之调查编纂事项；设办商品陈列所、商业学校或其

他关于工商业之公共事业，但须经该管官署之核准；遇有市面恐

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地方政府维持之责任；办理合于第一条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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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之其他事项)．经费来源：凡举办共同事业所必要支出的事

业费，11曲套员犬会决议，经地方主管官署核准筹集；商会办公正

譬开支爵事务费，由公会以其所收入会员会费总额提lO--20％上

交爿}公会会员则按其资本比例缴交。市商会暨各公会的工作人员

实行聘任雇用制。民国28每(1 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市

商会随国民党军政撤迁内地，当时陈焕章任主席。 (是年8月，

日伪扶植萧植庄为伪汕头市商会长。)民国34年(1945年)8月，

值寇投降，市商会随国民政府回汕，接收日伪扶植的商会机构，

各行业纷纷复业。翌年10月市商会召开抗战胜利后第_次代表大

会，选出张声彤、林璋岩、张牮余为常务理事，’陈焕章为常务监

事。畏国37年(1948年)、张声彤任理事长·翌年，。张华余任理事

长。(汕头市商会历届领导人名单见附表1)抗日胜利后至汕头

解放，汕头市工商业虽有所恢复，仍未能达到战前水平，且货币

贬值，物价飞溃；临解放前夕国民党军从胡琏、喻英奇又大肆掠

夺，工商业受到破坏，市场混乱萧条。 ；

。19,t9年10月24日，汕头市解放。中共汕头市委和人民政府，

在巩固革命秩序，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民主改革的同时，大

力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稳定市场物价，扶植、发展有射国计

民生的工商业。1950年，汕头市行业公会有75个，工商企业有5847

户。是年6月25日，宣告原汕头市商会结束，汕头市工商业联合

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李象婪任第一，二届筹委会主任委员，至

195：3年、2月6日正式成立汕头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市工商

联)≯6。至今八届。第一、二、三、七、八届主任委员林育山，第

。因届主任委员何术生，第五．．六届主任委员王育群。1983年汕头



实行市管县新体制，1984年7月市工商联开始指导原汕头地区辖

内八县一市的工商联组织，随着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形式的工商

企业的发展和工商联会员结构的变化，1986年开始在市区内建立

区一级的工商联组织。

市工商联的经费来源：1 950年至1 953年2月，仍由公会会员

分摊负担。1 953年3月至1958年，由企业会员分摊负担，即国营、

合作企业负担经费予算总额四分之一，代表会议经费三分之一；

私营企业负担其余部份。私营企业分别按营业额千分之三，加工

费收益千分之七，佣金收入千分之十五，由各公会征收汇交工商

联。收费办法每半年调整一次，报主管部门批准。1959年起，改

由市财政局拨款。1 950年，市工商联筹委会接管市商会鳖所属同

业公会时，对原来聘任、雇用的工作人员予以留用。1953年下半

年，所有在册人员纳入市组织部门统一管理，1954年末在册人员

22s人，其中公会人员190人，1958年公会撤销，调出百余人，至

年末在册人员52人，1966年末为33人，先后调动至1980年末恢复

组织活动时，减为7人，1987年增至26人(含小商品市场管理员

6人)o

市工商联是汕头市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是中华全国工

商业联合会和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汕头市解放以

来，市工商联协助市委和人民政府对私营企业及工商业者进行团

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在解放初三年问，教育全市私营工商业

爱国守法，积极经营，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继而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辅导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各种形

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6年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实现了生

8



产资料私人所有剁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很长时期内，帮助工

商业者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促进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推荐其代表人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协助中共和政府贯彻和平赎

买各项政策，调动工商业者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参加

全市增产节约运动，贡献自己的技术才能。在三年经骄困难和十

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坚定不移地跟共产

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市工商联被迫

停止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随着全国

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我国阶级状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原工商业者

的绝大多数人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197'9年10月全国工商联第

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新时期工商联的任务是团结、组织

全体会员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号召

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

市工商联1980年6月恢复组织活动，遵循新时期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发挥工商联的特点和优势，开展对外

联络和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为汕头市经济建设贡献力

量。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两制"构思

的提出，统一战线出现新形势，工商联的组织结构、性质、作用和任

务，都发生了变化。它的会费结构从原来以原工商业者为主体向

多种所有稍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工商企业、团体和经营者联合组成

的人民团体方向转化i日益显示其对内对外的民间商会的特色。



市工商联在加强自身建设，扩大会员队伍，增强组织活动力，实

现领导班子、工作班子的新老合作交替等方面，也加快了步伐，

更好地团结全市工商业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

统一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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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商会历届领导人名单 附表1

、i、、、‘‘L． ，．， k， 。。．
4∥一· ：，‘，’-’

磐 成立或变更 名 称 领导入姓名 职称 任职时间(公历)
时 一{．问．

』， ，+

1
清光绪25年 汕头保商局 萧鸣琴 董事 、1899——1904年

(1899)

2 清光绪3】年 汕头商务总会 萧永声 总理 1905年
(1905)

3 汕头商务总会 黄子佩 一 1906年

4 ，， 萧墀珊 ， 1907年

5 护 萧蔚南 ，， 1008年

6 一 王少卿 伊 1900年

7 ， 高绳书 ，， 1910年

8 疗 赖礼国 ，， 1911年

9 林邦杰 斟 1913—1915年

●

19i4——101 5年10 p 蔡明南 ∥

民国5年 蔡明南 会长 1916年11 汕头总商会
(】．916)

12 F 高凌汉 ∥ 1917年

13 ，， 林玉书 ∥ 】918年

14 ∥ 陈雁秋 ，， I CJlq—i92C年

15 ，， 陈黻廷 ” lf}2l一1922年

16 ，， 陈坚夫 ，， 1923一】024年

17 ． ∥ 徐予青 ，， 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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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商会历届领导人名单 续附表l

顺 成立或变更 名 称 领导人姓名 职称 任职时间(公历)
序 时 间

18 汕头总商会 林玉书 会长 1936年

lq。 ，， 林玉书 ∥ 1937--1928年

20 扩 郭牮堂 ， 1929年

2工
民国1 9年 陈少文 主席 1930--"932年

(1．930)
汕头市商会

,22 ， 陈道南 扩 1933年

33 ， 郑岭星 ，， 1934—1 935年

24 扩 。陈焕章 妒 1936--1937年

2,5 寥 冻焕漳 拶 上938--1945年

民国2 8年 伪浊头市商会 萧植庄 会长 汕头沦陷时间，日伪当
(1939)

局先后指派萧、李担馑，

F 李炯．之 簟 伪商会长直至日本投黪囊
，；

26
民国3 5年 汕头市商会 林玮岩

常务 一

<1946) 理事
1 946--19．i7辱凄-

，≯j。
．j饕“|：

张声彤 ∥ ，，

、2，0
‘。

7∥。

张华余 一 扩‘ ≮≯1
‘0、

2'7 张声彤 理事长 上94§每I『‘‘“

、，、。≯{／

28 张华余 ，， 1949擎jI；{
，j_繇、．

、^ _?

，i，1鏊婆●：，、，
_1 “ ’

、

一 ，． j，：。．．



第一章组织概况

汕头市工商联是解放后新建立的全市工商业界组成的人民团

体。根据会章规定，j实行以会员代表大会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为最

高领导机构，统一领导。37年来，组织机构的变化情况，分述如

下：

第一节 领导机构

1950年4月，市人+民政府邀集工商界代表李象墼等人，商讨

筹建工商联组织。6月12日，批准李象塑等25人为筹备委员会委

员j候选人，并于6月21日召开成立筹委会预备会议，通过组织章

程，人事安排和’办事机构等问题，还决定增加国营有关单位负责

人林达飞等6人为筹委会委员，互选李象壁等1 3人为常委，李

象塑为主任委员，林达飞。张衍明、陈华珊、林子廷为副主任委

员，丘芝圃任秘书长。6月25日在大光明戏院举行汕头市工商业

联合会第一届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委员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汕

头市工商联筹委会诞生。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金市工商业

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协助中共和政府推行政策法令。

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后，即行接收原汕头市商会，改造各同业

公会，并建立新的领导机构。会址设于永平路永平酒楼(后经三

次迁移，1958年迁至中山一横路21号新会址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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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筹委会于1952年1月19日改组，产生了第二届筹委

会。委员31人，其中常务委员11人，主任委员李象塑，副主任委

员徐任侠，张达平，许杰、陈华珊，副秘书长卢湘帆。

本届筹委会主要工作：(1)协助中共和政府在工商界中开

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0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

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2)推动私营工商业积极生

产经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支援土地改革；(．4)

拥护税收；(5)祢助稳定物价等。 “五反”运动结束后，成立

以林育山等17人为成员的改组委员会，对工商联筹委会及同业公

会进行调整改组，并为召开汕头市工商界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

成立汕头市工商联做好准备工作。 。

汕头市工商界第·届代表大会于1953年2月6曰在新华戏院

召开。大会是在我国顺利完成经济恢复，：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

设的时刻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国营企业0合作社企业、私营企

业的代表、特邀代表196人，、1列席代表105人。市党政领导和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到会指导，粤东区各县工商行政部门及

工商界的代表列席参加．。大会听取罗范群市长、杨世瑞局长的讲

话和上届筹委会的工作报告，就有关组织章程和经费等问题，做

出决议和决定。

大会选出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31人，候补执褥葵员，3人；

监察委员9入，候补监察委员2人。第。届执，。监委员会第一次

联席会议，选出执委会常委王3入弘主任委员林育山，副主任委员

张守才、许子成、詹泽乎、许杰，秘书长廖希0监委会主任委员

李象鲨，副主任委员方思远、陈华珊。汕头市工商界第一届代表



大会宣告汕头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

市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于l954年4月27日召开。大会

是在全国人民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瓤，全市工商业出现

淡季不淡，旺季早临，经营积极性有所提高、经营作风有所改变

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代表278人，列席代表162人。市党政

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到会指导。粤东区各县

的工商行政部门和私营企业的代表列席参加。

大会以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为中心内容，罗范群

市长在会上讲话，曾定石乱市长作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总任务的报告．大会传达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省工

商界代表会议的精神决议及关于私营工商业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等

报告；听取和通过工商联第一届执、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财政

报告；通过1954年度经费预算和会费征收办法的决定。大会根据

《工商联组织通则》修正了章程。选举产生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

员39人，候补执行委员3人；监察委员会委员9入，候补监察委

员1人．新的执监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选出执委会常委1 7

人，主任委员林育山，副主任委员赵庆辰、许子成、许杰、詹泽

平，秘书长廖希。监委会主任委员李象垫，1副主任委员钟南天，

陈华珊。

市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56年3月31日召开。大会

是在全市顺利实现了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

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i工商业者成为公私合营企

业的公职人员的形势下召开的。出席大会代表400人，列席代表

152人。



大会传达省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和市第一届第三次人

民代表会议的精神决议；审查通过上届执、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和财政报告。听取市政府杨世瑞副市长的指示。大会作出决议，

提出今后主要任务：(1)组织全市工商业者及家属进行学习改

造；(2)做好工商界先进分子和核心骨干分子的培养，扩大骨干

队伍；(3)加强与华侨和港澳工商界的联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

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4)协助各专业公

司、合营总店，总结交流经验，不断提高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能

力。

大会选出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63入，监察委员会委

员11人。新的执、监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选出执委会常委

27人，主任委员林育山，副主任委员伍乘山、许子成、周洪、许

杰、许义宗、徐兴超，．秘书长廖希。监委会主任委员李象箜，副

主任委员张均天、陈华珊、蔡虿珊。

市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58年8月28日召开。大会

是在工商界经过反右整风之后与市民建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联合举

行的；_工商联出席大会代表321人，列席代表109人，“特邀代表10

人。大会中心是总结工商界反右整风运动工作蜓÷提潞稚工商界开

展加速自我改造“四比”(比政治、≯比劳动、!i毖蔗献、比学习)竞

赛。号召全市工商业者誓拔囊藤器精细浆燕。破旧我、立新我"；

献技术、献计策。 ‘

大会审查通过礁詹，蕊俺报管务选曲工商联第四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5_9人。在魏麟满j擞委备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上，选出常委

19人，主任委鼠糕瓣豢；耐叠经委员吴经德、王育群、郑戈，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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