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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

《浙江商业丛书》陆续出版·这是全省国营商

业系统一件值得庆贺的事o
。 7

建国以来，我省社会主义商业已经走过了

40个年头，’总的说，一个和全省工农业生产发

展基本相适应的国营商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o 40年来；

我们体会到：浙江商业工作确有许多可供借鉴

的经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我们有责任把

走过的道路和工作介绍给大家，这就是编辑出

版本套丛书的目的。在编写过程中，撰写人员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不溢美，不隐过，以比较翔实的史料记述

了浙江商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以及取得的成

绩，经验和不足。这是建国以来本省一套规模

较大、内容较详的商业丛书。我们相信，她对

回顾历史，‘指导当前的商业改革，建立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开拓未来的事业，都具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浙江国营商业在各级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从小到大，曲折前进o 40年来，逐涉确盘

-了在全省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对促进工农业生

产，繁荣经济，活跃城乡市场起了积极作用，r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

部门。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

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全省商业工作

已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在商品流

通，饮食服务，商办工业等各个领域展示了新

的风貌口到1989年底止，省商业厅系统已拥有

商业网点1．41万个，商业人员22．69万人，分另4

比1978年增长6％和17r．1％；拥有固定资产

18．24亿元，全部流动资金占用49．21亿元·
一

1989年国营商业系统国内纯购进和纯销售总

额，分别为93．16亿元和114．08亿元，比1978年

分别增长2．78倍和4．19倍，实现利润7．17亿

：元，比1978年增长l。．71倍；上交税利7．39亿

，元，比1978年增长I．94倍，对国家建设作出了

贡献。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浙江

国营商业必将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继续前进l

《浙江百货商业志》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浙江百货，纺织品商业的沿革和经验，对具

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的史实，作了较详的反

映口由于百货商业经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日用工业品，因此，历来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我相信，《浙江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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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志》的出版，对当今和今后我省百货商业

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浙江省商业厅厅长

础逮
似。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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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一，《浙江百货商业志》是八册浙江商业丛书之一。主要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浙江省百货、纺织品商业的发展和现。

状。对建国前本省百货、纺织品行业的情况，作简要回溯。

二、《浙江百货商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居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力

争反映本行业特色，是建国以来本省第一部较完整的国营百货商

业志书。
。

三、本书叙述的内容包括纺织品、针棉织品、日用百货、文

化用品和劳动防护用品等商品的经营活动，以及本行业的机构演

交、计划统计、财务会计、物价，仓储运输管理工作。时间自

1949年至1985年底。部分内容稍作延伸。全书分为11章45节，首

有序、概述，末有附录(包括大事记，领导人、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集体)名录，统计表)。

四、本书统计、财务数字使用省统计局、省商业厅、省百货

公司的定案资料。数字书写方法按1986年12月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五、本书中的字体，使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

案)》中的简化字。个别地方，根据必需的原则，酌情使用繁体

字。
。

六、本书使用的度量衡单位，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为考虑实用性，也有

按当时习惯使用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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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注释采用各章脚注方式，当页

本志书系内部发行。志书中的资料

报刊书籍上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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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素有

乡"，鼻丝绸之府"之称。工商业历来比较发达。19世

，杭9l}iI、宁波就有近代工业。抗战前，杭、宁，绍、湖

，商贾众多，贸易比较发达。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

民党发动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商业趋于萎缩，

飞涨，人民生活困苦。
、

以后，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商业。初期，

布、日用百货商品由浙江省贸易总公司所属贸易分，支

，未建立专业机构。1950年4月建立中国百货公司浙江

中国花纱布公司杭州分公司，并在大部分地、市、县设

，支机构，经营有关国计民生的纱、布、火柴，肥皂等

1949年5月至1950年初，全省曾出现四次物价大波动。为了

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国营商业部门

采取了抛售棉纱，棉布等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管理，制止了涨价

风，占领了批发市场，确立了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为了发挥私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1950年6月

和1952年11月，先后两次调整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和比重。百货公

司零售门市部适当紧缩，加工订货适当减少，以配合国营贸易紧

缩百货经营。并保持适度的批零、地区差价，鼓励私营商业的正

当经营，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以发挥其经营积极性。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营百货、纺织品商业的任务日

益繁重。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1952年11月开始，在全省百



货系统实行经济核算制，全面推行建站核资，改变了商品上拨下‘

卖的大调拨，资金统一上缴的大回笼制度。这是经营管理上的一

次重大变革，形成了尔后30多年的经营管理体系。

1951年1月4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纱统购。1954年9

月15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即计划收购与计划

供应)。棉布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近30年，它对于有计划地组织

棉布生产，保证城乡人民基本需要，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随着

棉花和化学纤维生产的发展，自1983年12月1日起，对所有收票

的针棉织品和棉布实行临时免票供应。 ．

从1954年起分别对私营棉布，百货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小商

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改造

私营棉布批发商开始的。根据国家对私营棉布批发商采取拓排

挤、代替"的政策，1954年9月全部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所代替。

据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嘉兴，绍兴、衢州等7个市统计，

国营商业的花纱布批发比重从1953年2季度末的75．1％上升封

1953年末的94．6％。 ·
．，·．，

．

二 ?

1955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百货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省国营百货商业批发比重从1953年的64．5％上升到1955年的

84．6％。对私营零售商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分别不同行业，

通过批购，经销、代销，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过渡形式。蓟

1956年，全省私营棉布，百货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这一时期机构变动频繁。1955年6月1日成立中国文化用品

公司浙江省公司，1957年7月，将省文化用品公司并入百货公

司。1956年1月成立中国针棉织品公司浙江省公司，同年12月，

又将省针棉织品公司并入百货公司。1958年初，省商业厅所属八

个省级专业公司全部撤销，在省商业厅内增设百货、纺织品业务

处，实行“政企合一"。同年4月，纺织业务处并入百货业务

处。1959年9月又恢复成立浙江省百货公司。自1963年1月1日

· 2 ·



起，商业部将专业公司划分为三种类型，省百货公司属于第二类

型公司，由商业部中国百货公司与省商业厅双重领导，以商业厅

领导为主。 ．

’+“大跃进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业连年受灾减产，国民

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市场商品供应短缺，扩大了凭布票、凭证限

量供应商品范围。1960年8月15日，先后对主要针棉织品实行凭

布票供应和凭证供应。1960年11月15日起，全省城乡市场对肥皂

(包括各类香皂)一律实行凭购货证登记不限量的供应办法。

1961年8月15日起，火柴全省城乡一律实行凭购货证限量供应。

，1962年，对钟，表和部分针棉织品商品实行高价供应。 ：‘‘

． 1958年贯彻“大购大销，，方针，’提出了粕生产什么，收购什

。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结果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

和浪费。 ．
；

。

’

． 通过“三清，，运动，全省百货公司系统④共核销“三清"损

；失1004．6万元。1 *
．

‘ 1

在商品流通所有制形式上，把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

组升级或并入国营商业，小商小贩割尾巴，形成了极大部分纺织

品，针棉织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独家经

t茵的单一流通渠道。 “ ～ ’，
’

， 1961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同年6月，党中央对商业工作陆续作出了若干决

健。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问题
的决定》，重新明确了社会主义商业的地位、作用和基本政策，

促进了商业工作。到了1965年，市场供应状况明显好转，整个日

用工业品市场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1965年，全省百货系统国

内购进7．02亿元，比1961年增长36．8％，国内销售7．4亿元，比

①拿省百货公司系统指全省国营百货公司，百货、纺织品=级靖．B用小商
量批发公司及其所属的批零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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