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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松江县供销合作商业志》经编纂人员和有关同志几度

寒暑的辛勤劳动，编纂成书，可喜可贺。 ·

历史上的松江府，素有“东南大都会”的美称，是历代

商贾云集之地，繁荣富庶的鱼米之乡，在社会经济发展过

程中，曾有一定的历史影响。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

会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因而不可能完整

地编纂出版反映商事活动的专业志书，致使前人所创造的

许多经验被湮没。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商

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松江县的供销合作商业经历了艰苦创

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供销合作商业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恢复

“三性”．“五个突破”、“六个发展”等不断深化改革，使供销

合作商业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已经形成了从城镇到

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批发到零售完整的供销合作商业

网络，成为全县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

新成就，在“四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松江县供销合作商业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翔实

地、系统地记载了松江近百年来的商业兴衰史，特别是详

尽地记述了社会主义供销合作商业的发展史。温故而知新。

回顾历史，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对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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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县供销合作商业志》的出版，必将使广大供销合

作商业工作者受到教益，激励和鼓舞大家团结一致，奋发

向上，更加扎实地深化供销合作商业的改革，发扬固有特

点，增强新的活力，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一

步并创松江供销合作商业的新局面，谱写发展供销合作事
、I芝的新篇章。

唐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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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兆其同志为上海市供销合作撼社副主任。



序二

盛世修志，是我国古有的优良传统。松江县商业有着

悠久的历史渊源，在旧社会，商业历来不被统治阶级所重

视，以致前人创造的许多经商经验被湮没。、只有在社会主

义的今天，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工作，商业才获得了新

的春天。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工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经济部门，现在我们编写商

业专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

松江县供销合作社，自1951年4月建立以来，从白手

起家，经过36年的艰苦创业，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目前

网点遍布全县城乡，拥有万余名职工，已成为我县商品流

通领域中的主渠道。

30多年来，它无论在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城

乡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安排好人民生活，增加国家财政

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

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也有一些教训。现在通过搜集、整

理、研究，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实地、科学地把这些成绩、经验、缺点、教训记叙下来，

供后人借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松江县供销合作商业专志．，是在县人民政府、县志办、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的关心、支持、督促：帮助下，在以前

几任县社领导班子成员的重视领导下，．经过五个年头，．四

易其稿，编写成书。这是全县供销合作商业单位和编志人



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各方智慧的结晶。这对人们研究我

县商业历史，了解现状，把握规律，推进改革，开创松江
县供销合作商业新局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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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采用资料，主要来自本县，松江专区(后划苏

州)、江苏省档案馆及县社档案室、各有关部门和当事人提

供的资料，所获得的资料均建卡分目整理装订成册，以备

核查，在本志摘用时，故一般不注明资料出处。

二、县供销合作社和各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名称有许多

次变动，为简化起见，在本志叙述中提到时一般不沿用全

称，均统一简称为县社或基层社。

三、大事记篇中的人员调动，只叙述到县社县商业局

正职级；机构篇中也只叙述到县社及县商业局的正副职级。

其余任职均不表述。
一 四、本志记载的数量词。除个别注明外，一般沿用当

时市斤、市尺为记数标准，人民币值在1955年2月底前除

个别注明外一律为1日人民币(1万元旧人民币折合为新人民

币1元)。

五、本志的时间断限，除大事记篇上溯至1894年外，上

限均以从民国时期开始，下限至1985年末。重点记述解放

以后，以符合详今略古的原则。

六、对人物的称呼一律直书姓名，不加褒贬之词，也

不加“先生’?、“同志”之称呼。
‘’

七、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等形式，以

志为体。编纂时以篇。(一)、1，(1)、<l>等四个层次。少

数节目以时为序(如大事记)，多数节目以“横排门类、纵写



史实”；图表分别穿插其中。 ．

八、解放30多年来，机构变动频繁，松江县又与当时
松江专区合署在一起，国营商业的松江专区级公司，在松

江专区撤销时，所有资料散失严重，为全面收集增加了难

度，故本志中还留下不少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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