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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济宁商业，古来称盛，但由于历史的偏见，历代志书记述商业无

几。自1 987年来，在上级领导下编纂而成的《济宁商业志》，虽很粗

浅，尚不十分完备，但却填补了济宁商业历史的空白。

济宁自元代疏通京杭运河后，渐为鲁南、鲁西及苏、豫、皖北部

上百县的商业中心，明清两代鼎盛。清末民国以来至解放前，由于战

乱祸患，尤以日军入侵后，济宁商业则全面衰退。建国后，济宁商业

随着地方现代工业的兴起日趋发展，商业市场亦由以集散农副产品

为主渐变为工业品中心批发基地。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济宁商业又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了新

的突破，全民、集体、个体商业竞相发展，一批大型骨干商店相继营

业，集贸市场、专业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繁荣了经济，促

进了生产，商品流通不仅扩展到全国，并已涉足于国际市场。

本志虽只记述了从1840年到1988年济宁商业的沿变，尤其侧

重记述了近40年来国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但在叙述中亦有上溯

下延，从中亦可窥见济宁商业历史上的概貌。 ．
．

本志编纂工作，始于1 987年8月，经搜集整理资料、试写资料

长编、草拟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至1 992年5月始基本完

成。

本志的完成，是省市领导重视，各方密切协作及编纂人员辛勤

努力的结果。

本志资料，除下属单位提报者外，大量参阅、摘用了省商业厅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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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办，市和中区史志办、文史办、档案局、统计局、工商局、教育局、纺

织局、供销社以及市组织史、工运史和有关兄弟单位的档案、志稿、

数据，并承蒙许多老商业干部、老工商业者、史志界同仁提供了大量

口碑资料，籍此仅致以诚挚地感谢!

本志在编写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存真求实，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和时

代性统一，突出地方特点和行业特点。但由于编辑人员少，知识水平

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故望各级领导、老工商业

人士、商业界、史志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教。

汪 顺 成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

《济宁商业志》的编纂工作，由于省、市领导关心重视，县(市、

区)局、市属单位及市局各科(室)提供资料丰富翔实，各兄弟单位及

众多商业界、史志界人士热诚协助，编辑人员历经五年的精心努力，

始得完成付印。

编纂本志过程，市局领导班子曾经两次更迭，史志办公室工作

人员亦屡经更换，坚持始终的编辑人员虽专心致志于此，但因本志

纵贯百年，横涉各业，内容繁多面广，尽管各方协助征集资料不少，

但因建国前商业无籍可考，资料记载无几，“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

档案多有丢失，只能以现有资料作依据，以抢救的口碑资料作补充，

加之编纂时对资料筛选不精，撰写水平有限，虽在试写资料长编后

又经多次删改，数易志稿，错讹遗漏之处仍在所难免。

通读整部志书，横涉商业各部门，纵贯济宁商业一百多年的发

展史，无论在思想性、科学性或资料性方面，在当前经济改革迅猛发

展的新形势下，都对商业经济工作有可借鉴之处。《济宁商业志》的

问世，是全市商业系统中的一件大喜事，希望商业界的干部、职工能

以史为鉴，知今达古，为历史名城济宁商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

献。

马 光 辉

九九二年八月十四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本着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了济宁商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1840年，下限1988年，为综述话末，部分内容亦有上溯下

延。

三、本志以述、记、志、传、表、录等为体例，横排竖写，前设概述、大事记，主

体部分列十四章，后设附录。

四、本志以1988年所辖区划和行业为立志范围．建国前包括全社会商业，

建国后侧重于商业系统管辖的国营商业，有关数字除注以说明者外，已划归外

地区、外系统者，均已剔除。

五、本志中的货币、物价计算单位，建国前的，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建国

后的，除注明者外．均以现行人民币进行了折算。

六、本志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公元纪年，世纪、年代、农历年月日一律用汉

字。涉及历史朝代年号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中地名、企业、机关名称，为保持历史原貌，均用当时名称，个别易

混淆者用括号夹注。人物一律直书写名，不加称谓。

八、本志中领导干部，解放前记至支局及公营企业负责人，解放后记至地、

市局及直属单位负责人；已故领导记至县(市、区)局局长以上，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除个别记事中有涉及者外，只记受省以上机关表彰者。

九、本志资料．干部任免以组织人事部门公布令为准；计统、财会、物价、工

资等数据以商业局、统计局报表为准。

十、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主，以济宁市及市中区《文史资料》和广泛

征集的口碑资料为辅．全卷30万字．档案资料占80％以上，为节俭文字，一般

不注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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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济宁地处京杭运河中游，京沪、觅石、宛济、济菏铁路交汇穿越，境内大部为平原，南有

四湖，东部多山．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向为鲁西南重要商品集散地．

建国前，济宁商业中区繁盛，宽州次之，邹县自津浦铁路通车后始渐兴盛，曲阜虽系历

史名城却发展迟缓。其他县地处偏僻．素较萧条．

中区是由古任国、任城，济州演变而来，元以后名济宁，远在唐宋时期就已是“万商往

来，四湖绵历”的商业发达地区。元至明代中叶．。会通河”开通南北水运，济宁南抵江淮，北

达燕冀．遂成“车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经明至清，发展为商户上千家·市场辐射

近百县的商业中心，与淮阴．临清并列为运河三大名镇，故有“江北小苏州”之称。鸦片战争

后．外资浸入．开。洋行”坐收农副土特产品．倾销工业品，原有民族工商亚受量q冲击．同时

也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当时最兴盛的皮毛，粮油、药材、杂货等业的代理行栈，商贾蜂拥而

至，交易日夜进行．最旺季节日成交额高达白银lo万两． ·

辛亥革命后，津浦铁路通车．漕运渐衰，商业中心南移徐州，北移济南，济宁商业市场

辐射范围缩小．但由于津浦铁路由宽州分支抵此．仍不失为鲁西南商品集散地．

民国十年(1921年)，济宁自行开放为商埠．虽客商不断，店铺增多，但由于军阀混战．

市面不稳，加之社会经济渐为吕静之、王慕周、刘韵琅、刘子玉。四大金刚”等部分富商大贾

所操纵，多数中小商户仅能维持生计．1938年1月，日军侵占济宁后，强行组织。行业组

合”，推行五次“强化治安一，商业日趋萧条．1944年日军拆除津浦铁路究济支线之后．商业

尤渐衰落．1946年1月济宁首次解放，商业始有复苏，市场走向繁荣，但至1946年9月．

济宁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商业重陷凋零境地，尤其1947年7月国民党城防军纵火梦烧东

南城外护城河沿岸店铺、民房近6000问，许多商号横适浩幼，致1400多户倒闭歇业，勉强

维持开业的900户．资金人员也较第一次解放期间平均减少二分之一以上．
．

宛州．t名滋阳县，向为由、泅、郎、汶之贸易中心．市面繁荣．集市贸易发达．清时城区

及四乡已有24集，民国之初即设有煤油、转运、蛋粉、养蚕公司及银号、茶庄、杂货等商号

Z14家。1948年解放前，城区居民2420户，经商者600户(店铺507户，肩挑、摊贩93户)，

占24．79％．

邹县．津浦铁路通车后交通便利，商业渐兴，城区西门、南门大街繁盛。邹东城前集市

较大，为附近山区物资集散市场．

曲阜，津浦铁路由境内西部通过，吴村，娥村等站商业稍有发展．城内以棋盘街为商亚

中心，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隅各有为数不等的店铺．每年清明及农历十月初一的林门

会．贸易相当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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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嘉、鱼三县．唯金乡城内大隅首较为繁盛．原属鱼台之南阳镇(现属微山)，滨l瞄运

河，在津浦铁路未通车前．亦较繁盛。金乡县的羊山、嘉祥县的青山、鱼台县的鱼城、谷亭，

均为较大的古会会址或集镇。

建国后新成立的微山县驻地夏镇，乃水运码头，南北商船均由此经过，以湖鲜为特色

的饮食亚兴盛．沿河开设的店铺多为行栈业。

汶上、泅水地理位置偏僻，商业不甚发达，城乡商业多为外地大户和当地豪绅所经营。

民国之初，汶上商业130户，泗水108户，多集中于城内主要街道和四乡较大的关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fi导下的解放区．私营商业受到保护，并创建

发展了以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保护群众利益为目的的新型公营商业。1940年后，济宁

境内解放区设立的(除酒店、油坊、印刷所等外)公营商店有邹东田黄商店、张庄商店、铁道

西湖上(欢城——夏镇)商店、鲁桥商店、济宁兴华商店、冀鲁薄贸易公o-]第四分公司、鲁大

皮毛商店和泅水商店、邹县商店、曲阜商店、鱼台协裕隆：苛店、金乡协义隆商店等。这些公

营商店。至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均已撤离。

济宁商业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渐衰退。此后．由于日本侵略，国民党进犯，战争不

断，民不聊生，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市场秩序混乱，商户难以开展经营，至1948年解放前

已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全市城乡维持经营者(包括肩挑小贩)尚不足8000户，1949

年的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也只有4989万元。

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积极贯彻保护商业6々政策。贷款扶持私营商户开业，同时也分

别建立了各级国营商业机构。经过三年恢复，商业迅速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1952年

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8348万元。较1949年增长67．35％，其中：在商业零售额中，国合商

业占19．48％．私营商业占80．52％。。一五”计划期问。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省按经济区域分别在济宁、兖州设立了百货、五文化、糖酒茶、医药、石油等商业二级站，国

合商业占据了城乡整个秕发市场，私营批发商的经营比重，1950年占76．1％，1955年降

为4．4％，1956年后渐为国合商业所取代；在零售环节，国合商业和私营商业经营额虽都

有增加，但公私所占比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1957年全市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6059万

元．较1959年增长92．37％．其中：在商业零售额中，国合商业占52．45％，私营(含公私合

营、合作化)商业占47．55％．1958年到1962年，公私合营商业渐被归口并为国营商业下

属机构，·I、商小贩除少数转入农业或参加合作店组者外。大部分过渡为供销社职工．

济宁国营商业．是以1948年成立的贸易公司、专卖公司(当时名公营酒厂)为基础，经

1950年专业划细，1953年建站核资发展起来的，1957年销货额达到17270万元，较建国

初期的1949年95．S万元．增长117倍．较三年恢复时期的1952年增长52．28倍．年钳货

囊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也由1949年竹I．9l％。1952年的25．33％，提高到70．

19％．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商业盲目大购大销．虽购销额增长幅度较大．1958年

比上年增长90．8'／／．占用资金却比上年增长224．t％，造成无效库存增加，直到1962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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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1958年购进的有问题商品5700万元(占当年库存总额的53％)，以致商品销售额连

续徘徊九年，1966丰虽较1957年增长78．21％，但仍低于1958年6．6％。由于三年自然

灾害的影响，1960年后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多数日用消费品凭票证限量供应，少数紧俏商

品实行高价．社会商品零售额1961丰较上年下降。1962年至1963年徘徊，经过调整．

1964年始略有回升。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

展，供需关系缓和，凭证供应商品减少，取消了高价．经营额增加。1966年实现社会商品零

售额26319万元，较1957年增长63．58％．其中：国营商亚销货额占76．4％。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城乡集市贸易受限制，商品经济不发展．加之屡经调整经

营范围，国营商业部门划出了不少商品品种，以及省属二级批发单位由按经济区设置改按

行政区设置后，济宁商业供应区域逐渐缩小，但由于济宁地方工业发展．商业亦随之得以

发展．商业部门对新建轻工、纺织、化工、电子等工业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后，既有效地扶持

了当地工业的发展，也扩大了自身的业务量，但同时也出现了“工业报喜，商业报忧．库存

积压，财政虚收”的问题。此间，虽社会秩序不安定。广大商业职工却始终严守工作岗位．坚

持正常营业．不仅保证了城乡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而且促使购销业务得以全面增

长．1975年完成销货额3．4亿元．较1966年增长72．47％，实现利税总额1920万元．较

1966年增长170．31％，实现利税率提高2．1％．是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实现48564万元，

较1966年增长84．52％，其中国营商业系统销售额占71．22％。粉碎。四人帮一后又有增

长．1978年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69363万元．较1975年增长46．92％，其中国营商业系统

销售额占69．02％．

从1958年到1978年，济宁国营商业系统，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

劫中，始终坚持一个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两个服务(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为

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三大观点(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观点．为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服务观

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观点)．为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需

要．尽到了积极的努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二十一年销货完成57亿元，平均年销货2．67

亿元．较。一五”期间年均7267万元增长2．67倍，实现利税2．81亿元．年均1339．2万元．

较。一五”期间年均416．7万元增长2．2l倍．但由于在二十一年中．运动多，变化大．加之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指导下。长期形成的。三固定一(固定进货渠道，因定供应范围，固定倒扣

作价率)供应模式，。大锅饭”的管理方法，也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1978年12月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精神以后．商业实行了。三多一少一(多种经济成

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转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多

种经济成份的非商业部门办的商业急剧增长．商品流通领城日趋活跃．市场竞争激烈．在

此强大冲击下．圈营商业部门虽初步进行了改革，并着手改造和扩建了一拙经营网点．但

由于尚未完全摆脱旧的流通模式和管理方法的束缚．因而发展缓慢。1983年完成销货颠

53677万元，仅比1978年增长12．12％．实现利税总额2568万元，反而比1978年减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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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是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3．84亿元，较1978年增长98．14％．国营商业销售额所占

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69．02％，下降为38．77％．

济宁地改市后的1984年，商业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商品零售

额到1988年达到30．06亿元．较1"983年增长1．17倍，国营商业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取

得了较大备寺突破，主要是：一、全市63个大中型企业全部与市、县政府签订了一定三至四

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把企业与国家吾寺经济关系用法定的方式固定下来；二、试点企

业实行了招标承包，公开选贤任能．推动企业开拓前进；三、在劳动组合上，进行了双向优

化组合的尝试．促使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业务、技术素质；四、在企业内部引入银行信贷

机制，解决了在资金使用上吃大锅饭的弊端‘五、全面实行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并

推行全员风险抵押金制度．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六、在全市441个

小型企业中实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增强了企业活力；七、开拓商品流通新渠道，开展了横

向联合，实行联购、联销、代购、代销I八、采用自筹和吸引投资的办法，改造、新建了一批经

营网点等。在激烈的竞争中，扩大了经营．1987年实现销货72169万元．较1983年增长

34．45％，实现利税总额4380万元，较1983年增长77．95％。1988年由于市场购买力大

增，商品紧缺面扩大．曾一度出现了涨价风、抢购风，销货额又有大幅度增长．全年销货总

额实现11．16亿元，较上年增长54．49％，实现利税6198万元．较上年增长41．5l％。国营

商业系统的销货额虽逐年上升．但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却接连下降，1984年至1987

年所占比重分别为36．46％、31．67％、30．2l％、30．67％．1988年回升幅度较大．也只占

37．11％．

1979年至1988年的经济改革，促使济宁国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十年来，职．r-JtA,

6000多人，固定资产增加亿余元．改造、新建经营网点近80个。网点建筑面积增加19万

平方米，销货额增长1．33倍，实现利税增长1．09倍。在各行各业大办商业的猛烈冲击下，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较好地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

济宁除国营商业系统、供铕合作系统以外的社会商业．1949年私人经营的网点不过

8000个，1955年鹿发展为(含滕县、峰县)27477户，从业39216人，资金105万元，年销货

额1056万元．1956年公私合营后，除保留下来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外．网点渐被并入国

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曾有非商业部门的国

营、集体单位办的商业，同时也有个体商业出现，1964年总敷为1657户，从业2015人。资

金约29．3万元，。文化大革命”期间渐被合并或取消．1971年为弥补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

网点的不足．曾发展了总数为296户．从业1177人．资金19万元．年营业额633万元的

。三代”店(代购、代铺、代营)．1978年后“三代”店则由城乡机关团体等非商业部门所办的

商业所取代．1979年全市县城以上非商业部门办的商业1458个·从亚4110人．1988年达

到41540户，从业103198人，为同期国营商业网点数的55倍·职工总人敷的5．1倍．非商

亚部门办商业大量发展．对发展商品经济．搞活商品流通，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

带来了如何搞好流通渠道行业管理的新课题．

附：济宁市社会商品零售额及社会商品零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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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商品零售额、量(一)
1988年

涤又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社会商品零售额 万歹 4989 6542 7676 8348 9946 12605 13353

主要商品零售量

猪 肉 吨 560 813 999

牛 羊 肉 吨 86 77 152

鲜 蛋 百月 150 3207 2604 731

食 糖 吨 302 854 1301 3537 1964 2400

酒 类 吨 117l 1950 2302 3401 2815 2997

茶 叶 百月 1204 1491 1974 3072 6229 6980

棉 布 百辨 30080 48690 76540 114030 184330 176210

化 纤 布 百井

呢 绒 百弗 1 1 3

棉毛衫裤 百纠 ll 12 22 39 116 168

汗衫背心 百伺 64 113 149 197 492 900

卫生衫裤 百佴 85 138 231 364 653 586

皮 鞋 百鄹 l l 1 2 3 7

胶 鞋 百双 141 287 505 1001 1379 971

肥 皂 箱 2009 3502 5624 7477 9985 11890

洗 衣 粉 吨

火· 柴 百件 334 529 640 793 955 1047

缝 纫 机 架 48 80 140 200 327 310

手 表 只 62 103 175 241 186 226

自 行 车 辆 121 45 316 431 888 ’981

收 音 机 台 2 4 3 24 29 31

电 视 机 台

录 音 机 台

电 风 扇 台

家用洗衣机 台

电 冰 箱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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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商品零售额、量(二)
1988经

＼义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笏。茸＼岔＼
社会商品零售额 万翥 15158 16059 19098 22226 23399 20797 20852

主要商品零售量

猪 肉 吨 1521 2882 1949 507 353 206 745

牛 羊 肉 吨 1025 395 724 445 17l 170 156

鲜 蛋 百万 4096 8743 5178 3878 1599 1263 3460

一食 糖 吨 2644 2505 2163 1134 542 2071 1455

酒 类 吨 2790 3496 3201 3036 3142 1889 3492

茶 叶 百斤 7494 6641 5497 6394 6721 6463 4175

棉 布 百井 254120 180320 212840 294410 230130 56940 78050

化 纤 布 百井

呢 绒 百井 3 5 5 18 11 7 38

棉毛衫裤 百伺 201 294 577 928 1126 214 431

汗衫背心 百俏 1194 2001 2574 5421 8354 949 3268

卫生衫裤 百僻 1333 1102 2447 2813 1893 484 680

皮 鞋 百双 33 47 89 122 155 108 115

胶 鞋 百积 1581 2231 4022 5376 5278 1600 2951

肥 皂 箱 13187 20488 26770 15370 19804 18985 16694

洗 衣 粉 吨

火 柴 百件 993 1075 959 1033 1036 687 854

缝 纫 机 架 480 543 746 1211 1837 1464 1669

手 表 只 665 783 540 235 1299 1978 902

自 行 车 辆 2496 2512 2546 4550 4844 2504 2104

收 音 机 厶
95 74 306 383 433 1031 896口

电 视 机 厶
口

录 音 机 台

电 风 扇 台

家用洗衣机 厶
口

电 冰 箱 厶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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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商品零售额、量(三)
1988龟

≈＼心份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砺可＼岔＼＼
社会商品零售额 万贞 20874 21738 24317 26319 28917 28314 29023

主要商品零售量

猪 肉 吨 2615 3578 4196 6484 6601 6938 6470

牛 羊 肉 吨 306 248 256 228 489 476 604

鲜 蛋 百斤 5121 5138

食 糖 吨 1936 1646 2223 2310 2523 3730 3970

酒 类 吨 4771 4646 6076 4937 4699 6381 7535

茶 叶 百斤 3298 3124

棉 布 百米 91450 103150 153570 189130 249840 152370 242080

化 纤 布 百米

呢 绒 百米 121 258

棉毛衫裤 百僻 607 230 434 980 1660 1560 2630

汗衫背心 百件 4921 2045 2573 4108 5076 5050 6344

卫生衫裤 百僻 1041 296 545 690 1320 1690 2070

皮 鞋 百双 88 93

胶 鞋 百双 5809 6817

肥 皂 箱 18158 17504

洗 衣 粉 吨

火 · 柴 百件 872 883

缝 纫 机 架 853 237 263 792 1404 1750 1917

手 表 只 325 702

自 行 车 辆 1850 1667 2560 6257 7228 7048 8378

收 音 机 台 289 161l 685 1705 1282 1429 3695

电 视 机 厶
口

录 音 机 台

电 风 扇 台

家用洗衣机 台

电 冰 箱 厶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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