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的所

有制结构、行业结构、组织机构不断变

化。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

主义加紧入川战略，英、日、美、法、德

等国商人到重庆开办洋行，倾销商品，

掠夺原料，为洋行服务的买办商业应

运而生，民族资本主义商业逐渐形成。

洋纱、洋布等洋货销量上升，土纱、土

布等国货销量下降，猪鬃、肠衣、桐油

等商品销量增大。

民国初年，全省 工商业出现 了短

暂的繁荣时期。民国 7 年至民国 23

年，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工商萧条，流

通阻塞。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成为战略

大后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大量进

入四川，全省经济空前繁荣。国民政府

对军需民用的主要商品加以管制，实

行专卖，对出口商品实行统筹。官僚资

本主义形成庞大的体系，牢牢地控制

着四川的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商业

也有相当大的发展。日用百货、五金、

交电、化工、糖酒、糖制品、饮食服务行

业有很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工商

资本迅速东移，美军大量倾销剩余物

资，蒋介石发动内战，通货恶性膨胀。

解放前夕，生产停滞，市场萧条，官僚

资本主义商业相继瘫痪，民族资本主

义商业纷纷破产，社会经济濒临全面

崩溃。
50 年代开始，四川商业在发展中

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50 年代初期和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顺利；1958～1978

年，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所有制结构

由五种经济成分变成单一经济成分，

以后又发展成多种经济成分。政府管

理商业的行政机构分分合合，越分越

多。批发企业时放时收，变动频繁。副



食品行业、饮食服务业和大多数工业

品行业，都经历 了一个上升、下降、再

上升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蓬勃发

展，并涌现了一些新兴行业。



鸦片战争后，四川有 外国资本主

义商业、买办商业、私人资本主义商业

和小商小贩等所有制形式。洋行(外国

资本主义商业)、买办 商业的出现，是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解放后，经历了

由多种经济成份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

经济成份再变成多种经济成份的曲折

过程。

第一节 洋行、买办商业

鸦片战争以前，洋货即已进 入四

川。重庆是四川最早建立洋行的城市。

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美商公泰渝

洋行即在重庆设立分行，英商协和与

泰昌洋行到四川购销货物。清光绪十

六年(1890 年)，重庆被辟为商埠后，

英、日、美、法、德、比等国先后到重庆

开设洋行、公司、工厂，倾销商品，掠夺

原料，为其购销活动服务的买办商业

亦随之兴起，四川的进出口贸易逐渐

为 洋 行、买 办 所 控 制。 光 绪 十 六 年

(1 890 年)，英商立德乐在重庆设立德

洋行，经营出口贸易，兼营航运和煤

炭。光绪三十一 年，英商隆茂洋行顶替

立德洋行，经营猪鬃出口业务。光绪三

十四年，法商公兴洋行在重庆经营肠

衣、麝香、山货出口业务，兼营进口钟

表、玩具。清宣统元年(1909 年)，德商

德昌洋行从天津到重庆，经营肠衣、麝

香、山货等出口商品。同年，日商在重

庆设新利洋行，经营皮毛业务。宣统二

年，英商在上海的亚细亚石油总公司

到重庆设立支公司。宣统三年，英商在

重庆设立白理洋行，经营山货出口业



务。

帝国主义洋行以重庆为据点，到

成都、万县等地倾销洋货，收购农副土

特产品、畜产品。清光绪末年，法商公

兴洋行到成都收购肠衣。光绪十七年、

光绪二十七年，英商立德洋行、隆茂洋

行先后到成都地区收购鹅毛、鸭毛。法

商吉利洋行及法领事翻译郑少卿等在

成都经销洋货，成都逐渐成为四川西

部推销洋货的市场。

各国洋行在推销商品、争夺原料

的竞争中，寻找中国代理人—买办为

其服务。日商新利洋行通过买办陈瑶

章在四川各地设立 48 个分庄，深入产

区收购皮毛。德商德昌洋行在重庆委

托张汉臣、在南充委托周军、在广安委

托朱禄山收购肠衣。德商瑞记洋行利

用遂宁肠衣贩子姚树生、刘子宗深入

川北产区搜集货源。历任重庆商会会

长的赵资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向

英商借贷白银 2 万两成立太古渝行，

光绪二十二年又向英商怡和洋行借贷

白银 4 万两，成立怡和渝行，这两个商

行均供应洋行原料，推销洋货。重庆商

人汤子敬、彭彬臣于宣统元年创立的

聚福行，后来挂日商牌子，改称“聚福

洋行”，经营四川的羊皮出口业务。在

清光绪年间，四川羊皮交易每年不过

100余万张。聚福洋行成立后，深入山

区收购，运往上海卖给外商。民国 7 年

四川销量曾达 300 万张，其中聚福洋

行经营量占 1／3。

抗日战争前，重庆的洋行已发展

到 48 家，买办商业也有相当发展。有

代表性的洋行、买办有：美趣时，成立

于民国元年，创办人高志敏(河北人)，

经营颜料业进口业务。民国 14 年与德

商联德洋行签订合同，民国 16 年解

约。民国 17 年又与英商卜内门签订合

同，在川经营各种洋靛颜料，年销售额

在 100 万元以上。聚兴诚银行国外贸

易部成立于民国 7 年，杨希仲任经理，

主要 业务是为上海通用电气公司、维

昌等七八家洋行代销商品。民国 13 年

以美商施美、其乐等洋行为靠山，直接

出口桐油。义瑞行，成立于民国 18 年，

创办人李锐，经营桐油出口业务，其对

口单位为施美洋行。

万县是全国最大的桐油市场，民

国 19 年输出量占全国的 32 % 。光绪

二十八年辟为商埠，民国 6 年重庆海

关在此设立支关。从此，英、美、日、法、

德等国纷纷到万县开设洋行，多达 30

余家，主要经营桐油出口业务。美商生

利洋行，成立于民国 9 年，资本 20 万

元，办事处设在万县二马路，经营桐油

出口业务，兼营颜料进口业务。美商施

美洋行，成立于民国 17 年 1 月，初名

义瑞公司，资本 60 万元，办事处设在

万县二马路侧，经营桐油、牛羊皮、猪

鬃等出口业务，兼营棉纱进口业务。中

华油号，成立于民国 23 年，是英商安

利英的代号，资本 10 万元，办事处设

在万县磨子号，经营桐油出口和洋货



进口业务，兼运川盐到酉阳等地销售。

民信昌，成立于民国 24 年 1 月，资本

5 万元，是英商安利英的代办商号，经

营桐油出口业务。同义油号，成立于民

国 25 年，资本 8 万元，经理胡玉珊，是

英商安利英的代办商号，同时代汉口

英商合义洋行贩运桐油。华通油号，成

立于民国 25 年冬，总公司设在重庆，

资本 60 万元，经理业志南，是英商的

代办，是同义油号的分号。

各洋行、买办之间争夺激烈。抗日

战争前，日商洋行、买办迅速发展，在

一些重要商品流通中已取代英商的垄

断地位。重庆市的棉布销售比重，民国

13 年英货占 70 % ，日货占 20 % ，国货

占 10 % 。民国 18 年，日 货 上 升到

70 % 。抗日战争期间，美商在许多领域

处于垄断地位。

第二节 官僚资本商业

民国时期，四川商业所有制结构

上的最大特点是官僚资本商业空前发

展，操纵工商业，控制市场，垄断对外

贸易和主要商品的经营。

辛亥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工商业的繁荣，军阀、官僚、政客、

地主从事商业活动的逐渐增多。或直

接经营，或渗入投资，依附中央、地方

政权势力，控制金融、工商机构，操纵

市场。民国 23 年 12月。国民政府任

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

公署主任，实现四川统一，外 省的官

僚资本逐渐进入四川，以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商业同四
川的官僚资本商业结合在一起，形成

了强大的官僚资本主义商业网络，牢

牢地控制着主要商品的经营和对外贸

易。

一、操纵工商企业。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直接经营的广茂商行、晋丰太

商行于抗日战争前就到重庆、成都设

分号。孔祥熙的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公

司亦于抗日战争期间迁来四川。裕华

银行的总行设在重庆，在成都、自贡、

昆明、西安等地有支行。什么生意有

利，就做什么生意。他与刘鸿生合办中

国火柴原料厂、中国毛纺织厂和西北

毛纺织厂。还由傅汝霖出面，与四川地

方财团合办中国兴业公司，投资重庆

华福烟草公司等企业。他利用职权，在

其控制的中央金融(中央、中国、交通、

农民银行、信托局)、工商(工矿、资源、

贸易委员会)机构为他私人经营的工

商业服务。1946 年，他的儿子孔令侃、

女儿孔令俊分别创设的扬子公司和嘉

陵公司，在全国市场上兴风作浪。

四川著名的官僚资本家刘航琛、

潘昌猷长期担任四川省银行董事长、



总经理职务，均利用省银行资金为其

私人经营的工商业服务。刘航琛能直

接控制川康银行、川盐银行、华西公

司、重庆猪鬃公司、重庆电力公司等金

融、工商企业六七十家。潘昌猷直接经

营的重庆银行，先后投资的工商企业

有 125 家。其中，由潘担任董事长的

15 家，担任总经理的 2 家，担任常务

董事的 3 家，担任董事的 30 余家。

二、控制主要商品的经营。粮食、

食盐、食糖、茶叶、生丝、纱布、五金、电

料等主要商品的经营，均由官僚资本

商业所控制。四川茶叶，从唐代实行榷

茶(专卖)开始，为历代政府及专商所

垄断。民国 28 年，中国茶叶公司拟全

面控制南路边茶。刘文辉为抵制中央

势力的侵入，发起组织“康藏茶业股份

有限公司”，由地方政府投资 20 % ，20

多家大茶商投资 80 % 。民国 37 年，中

国茶叶公司邀约西康军界陈跃伦(24

军副军长)和西康茶商组成“荥经藏茶

制造厂”，资本 80 万元，由国民政府财

政部投资 40 万元，地方政府和茶商投

资 40 万元。与川康军阀、官僚有关系

的西康公司、利康公司、北裕茶号及

24 军 32 师的合作社等，亦在南路边

茶上争夺货源。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

为控制西路边茶，在灌县建立茶厂，在

松潘设办事处。中国茶叶公司又与中

国国货公司合组川滇黔总推销处，在

四川设推销点 53 家，经营红、绿茶。四

川茶叶市场为官商垄断后，雅安义兴、

天兴、孚和，荥经的荥兴，天全的福元

等民营茶号，均先后被挤垮。

四川生丝，30 年代初，受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外销断绝。民

国 22 年 1月，由四川省政府、金融界、

企业界三方代表组成“川丝整理委员

会”，在“四川丝业联合共管”的名义

下，联合了华新、裨农等八家丝厂，成

立“大华生丝公司”，控制了川丝的产、

运、销。由于丝价陡跌，亏损严重，该公

司被迫停业。民国 25 年 4月，何北衡、

奚致和、温少鹤等组建“四川生丝贸易

公司”，省政府赋予特权，控制了四川

生丝业。民国 26 年 5月，由省政府拨

款 40 万元，原四川生丝贸易公司 20

万元，大华生丝公司财产 63 万元，新

募股金 17 万元，共计 140 万元，成立

“四川丝业公司”，统管四川丝业的产、

运、销。抗日战争期间，中央、中国、交

通、农民等四家银行及中央信托局、邮

政储金汇业局等，均向这个公司投资，

而且所占比重逐年增大，民国 30年达

到 51 % ，地方官股和商股比重相对减

少。由于公司股额变化，董事会随之改

组，由何北衡(建设厅长)任董事长，宋

子文、钱新之、徐广起等任常务董事，

范崇实任总经理。民国 31 年，川康兴

业公司强行投资 850 万元之后，由张

群(四川省政府主席)任董事长。民国

32 年，全国实行生丝统购统销后，由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的复兴公司统

一办理，完全控制了四川生丝贸易。



三、控制四川对外贸易。民国 27

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下设中国茶叶、

复兴、复华等公司。分别控制茶叶、桐

油、猪鬃、生丝等商品的对外贸易。民

国 31 年 2 月，贸易委员会颁布出口外

汇的管理办法，规定应结汇的出口物

资 24 类。包括桐油、猪鬃、牛皮、茶叶、

棓子、药材、羊皮、羊毛、蚕丝、苎麻、肠

衣等，大多为四川特产。继后，又先后

规定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等出

口商品的统购统销办法，直接控制重

要出口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废除了

统购统销政策，但是官价结汇未取消，

结汇比率不合理(美金与法币仍是 20

比 1，而黑市为 1300 比 1)，四川的出

口商人仍不能购运土特产品出口，造

成了出口商品价格长期低落，货弃于

地的严重后果。

第三节 私 营 商 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营日用

工业品、山货、土特产品的私营商业逐

渐增多。宣统年间，仅重庆经营布匹的

商号即有 90 余家。重庆巨商汤子敬，

原籍江西临川，光绪二年(1876 年)14

岁时到重庆谢亿太布店当学徒，后晋

升为帮帐、管帐、上街(业务)；光绪二

十 五年(1899 年)，离开谢亿太布店，

自己经营商业；宣统元年，已开设有聚

福厚、德大昌、德大合、大昌祥等十多

个 具有相 当规模的企 业；民国 2 年

(1913 年)，已成为百万富翁，人称“汤

百万”、“汤财神”。成都的马裕隆洋厂

杂货店，是南京纸扇商马裕隆于光绪

二十五年在成都创立的，经营洋广杂

货，“不时有世界各国新奇品物”出售，

生意十分兴隆。据成都通览记载，宣统

年间，成都有 69 个行帮，其中以油米

帮、丝绸长机帮、药材帮为最大，每个

帮都在 300 户以上。

清末，除成都、重庆外，沿江、沿交

通要道的万县、泸州、宜宾、乐山、雅

安、自贡、内江、遂宁、南充、绵阳等地

已发展成地区性贸易中心。全省有

4000 个场镇，每个场镇有若干商户。

城市和场镇的商户中，大户少，小户

多，大多是不雇工的小本经营的小商

小贩。光绪三十年(1904 年)，四川总

督府调查：边远县份的城口、平武、长

宁、高县、叙永、天全、会理等，都有洋

纱、洋布、海菜等商品出售，私营商业

和小商小贩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四川的私营商业在民国时期逐步

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大

发展，经营业务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迅

速增长，有的已发展为“百万富翁”。但

是，在外商和官商的压迫和排挤下，也

遭到许多困难和挫折。特别是在抗日



战争胜利以后，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

经营萎缩，处境困难，不少企业倒闭破

产。

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

9 年 10 月，由肖则可、肖雨笙等 5 人

合伙在宜宾创立，资本 840 元(折合

600两银子)，主要经营铁锅、毛铁。后

来以经营百货、匹头为主，并开办纺

织、印染、茶叶、皮鞋等工厂。经营机构

逐步扩展到省内的江安、南溪、泸州、

重庆、成都和省外的昆明、上海、南京

等地，并先后在印度、香港也设立了分

支机构。民国 35 年总资本额已达法币

6000 万元。

“古青记”。是私营商人古耕虞经

营的企业，专门作猪鬃出口生意。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市场所需猪鬃几

乎全部由中国供应，古青记的“虎牌”

猪鬃占中国猪鬃年出口量的 35 %。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法、苏等盟国

所需的军用猪鬃，一半以上由古耕虞

的公司供应。40 年代后期，全国猪鬃

出口总量的 80 % 以上均由其一家经

营，人称“猪鬃大王”。

钰合祥百货店。是林铭合经营的。

林是四川隆昌县人，初到重庆时，先卖

黄糕，后卖汤元，人称“林汤元”。约在

民国 10 年，开始摆地摊卖水渍百货，

生意越做越兴隆。抗日战争前夕，已发

展成大批发商。抗战时期设立的外庄

遍及上海、金华、衡阳、西安、宝鸡、昆

明、香港等地。在重庆购买六七十间铺

房，十多个院子。在隆昌、重庆郊区买

了上千石租谷的田土。他与重庆警备

司令、警察局长等交往密切，伙同投资

修建康乐电影院。将完工时，房屋倒

塌，损失27 亿元以上，伤了元气。以后

他转向经营高档商品，在美货倾销的

打击下，业务衰落。随后又在沪、渝两

地贩运黄金、美钞，在广州、香港包机

走私高档商品。重庆解放前夕，由香港

装运一架飞机的绒线飞往成都，被重

庆海关没收，钰合祥宣告破产。

四川私营商业中，大户少，小户

多，小商小贩占私营商业人员和户数

的绝大多数。民国时期，小商小贩有很

大的发展，人员、网点遍布城乡，在商

品购销和短途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们既受洋商买办、官商、高利贷者的

盘剥和压迫，又在一定程度上受私营

大商人的剥削，经济实力单薄，经营困

难，极易破产。由于所需资金少，经营

手段简单，又不断从破产工商业者、手

工业者、农民等人员中得到补充。

私营商业。包括私营商业和小商

小贩。据 1950 年 3月私营商业登记资

料，全省城乡私营商业有 99．2 万人，

占当年全省总人口的 1．98 %。在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鼓励他们从事合法经

营，发挥其在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限制其消极作用，取缔违法活动。1951

年，在粮食、食油、棉花、棉布、食盐、煤

炭、糖、酒、烟等重要商品的零售环节，

对私营商业实行批购联销、经销、代销



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营，其经营

品种、进货渠道、销售价格、代销手续

费等均实行了限制。

1953～1957 年，国民经济实行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了对私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五种所有制形

式变成 了四种所有制形式，即国营商

业、公私合营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

业。
在对私改造过程中，按照国家主

管部门的部署，根据各类私营商业在

市场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采取了不

同的方针和政策。

一、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

据 1953 年初统计，全省有私营批

发 商 和 行 商 51946 户，从 业人 员

54908 人(不包括职工)，其中批发商

345 户，1659 人，私营批发商业对市场

的影响很大。经过 1950 年的平抑物价

和 1952 年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

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产、反偷工减

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已受到很

大打击和削弱。1953 年，国营商业进

一步扩大对工业品的加工订货、统购、

包销和对农产品的收购范围，对粮食、

食用植物油脂油料实行 统购统销。

1954 年，对棉布、棉花实行统购统销。

这些主要商品的货源全部或大部分已

由国营商业、供销社商业所掌握，限制

和紧缩了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基本

上切断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批零之

间的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对被排挤代

替的私营批发商，国营商业和供销商

业分别情况进行了安排。至 1954 年

底，私营批发商和行商只剩 下 20414

户，21292 人，其中批发商 154 户，618

人，国、合商业批发比重已达到 93 % ，

批发环节的资本主义商业已基本被代

替。

二、私营零售商实行全行业公私

合营

私营零售商业网点遍布城乡。同

消费者关系密切，国家对他们采取安

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逐个行业地

进行改造。1954 年 6 月，首先对县以

上城市的棉布、粮油、食糖、食盐、零酒

等行 业的私营 零售商业进行安排。

1955 年 2 月开始，陆续安排百货、文

具、纸张以及大中城市的五金、交电、

化工、新药、煤炭、干杂、猪肉等行业。

安排的办法是：确定经营范围、经营比

重，分别实行经销或代销，由归口的国

营公司领导管理。1955 年底，全省已

安排 26．2 万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国、合商业占 48．1 % ，国家资本主

义 商 业 占 18．6 % ，私 营 商 业 占

13．1 % ，私营饮食业占 8．7 % ，工业、

手 工业自销占 7．7 % ，农 民对非农业

居民的销售占 3．8 % 。

实行经销、代销并没有改变生产

资料的所有制性质，企业仍然是私有



的。1954 年，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已逐

渐发展成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 年 11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问题的决定》(草案)。1956

年 1 月，从北京开始，迅速在全国掀起

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成都、重

庆、自贡等城市首先响应，迅速发展到

全省。到 2 月底止，成、渝、贡 3 市及

105 个县(市)的资本主义零售商业实

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的固定资

产和流动资金全部转归合营企业使

用，按年息 5 厘(即 5 % )付给资本家

固定股息；从业人员(包括资方实职人

员)原则上全部留店，分别安排适当的

工作；国营商业派出公股代表参与企

业领导；合营商店由归口的国营专业

公司实行统一领导，财务会计、计划统

计、商品管理、工资福利等，参照国营

商业的有关制度办理；资本家只领取

定息，与企业盈亏不再发生联系。参加

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成为一名工作人

员。这种公私合营商业同社会主义国

营商业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三、组织小商小贩走合作化道路

私营商业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体经

营的小商小贩，一般不雇工，小本经

营，是个体劳动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对他们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

造，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1953

年，已有一部分小商小贩组成合作组

织，为国营商业代购代销。在全行业公

私合营高潮中，国家根据他们的资金、

经营规模等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

改造办法：资金较多、经营规模较大

的，在自愿的基础上由几户或十几户

组成合作商店，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

算、共负盈亏；资金较少、经营规模小、

网点分散的小商小贩，组成合作小组，

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各负盈亏，

保持摆摊设点、走街串巷、灵活经营、

方便群众的经营特色。1956 年，全省

城镇小商小贩 50．66 万人中，组成合

作商店的 12．56 万人，占 24．79 % ；组

成 合 作 小 组 的 31．58 万 人，占

62．34 % ；继续保持个体经营的 6．52

万人，占 12．87 % 。

至 1956 年底，对私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所有制结构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商业已不

复存在，公私合营企业同社会主义商

业已无本质区别，国、合商业和合作

店、组发展壮大，在市场上占有份额发

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956 年全省社会

商 品 零 售 总 额 中，国 营 商 业 占

24．2 % ，集体商业(包括供销社、合作

店、组 ) 占 57．9 % ，合 营 商 业 占

13．5 % ，个体商业占 4．4 % 。



第四节 国 营 商 业

50 年代开始，国营商业进入流通

领域。1950 年一季度，川东、川南、川

西、川北行署、西康省先后建立国营贸

易公司，重庆市成立国营零售公司。不

久即陆续将一揽子贸易公司分开，成

立粮油、百货、花纱布、石油、土产、畜

产等国营专业公司。各市、地、县也逐

步建立了若干国营专业公司。

国营商业的一部分是通过没收官

僚资本商业、接收或征用外国资本主

义商业逐步建立起来的。在重庆，1950

年初，接管中央信托局，改建为国营西

南区土产公司。没收中国纺织建设公

司、中国农业供销社，改建为国营西南

区花纱布公司。1951 年 2 月和 4 月，

根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政务院的

决定，先后接管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

在重庆的油池，征用英国亚细亚石油

公司的油库等财产交国营西南区石油

公司使用，并征购其存油供应市场。在

成都，1950 年初，接管四川盐业公司，

改建为国营川西盐业公司；没收山西

垦业银行(从事商业活动的机构)、山

西裕文运输公司，改建为国营川西贸

易公司的运输办事处。

1950 年 1 月，民族资本主义工商

企业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

庆、成都、泸州、宜宾的商业分支机构，

申请转为国营商业。经过批准后将其

存货、设备、房屋等售给国家，300 多

名职工全部参加国营贸易机构工作，

为组建国营西南区百货公司、川西百

货公司、川南百货公司提供了部分经

营管理人才。

50 年代以来，四川的国营商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迅

速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导力量。广大商

业干部、职工在支持生产、组织商品流

通、搞好市场供应、满足人民生活需

要、积累国家建设资金、促进四川经济

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前进

过程中，也发生过失误，遭受过严重干

扰与破坏，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

有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训。

一、企业管理机构

解放后，最先建立起来的贸易总

公司，是政企合 一的一揽子公司。从

1950 年 一季度开始向专业化发展，分

别成立粮食、油脂、百货、花纱布、工业

器材、煤建、土产、畜产、盐业等国营专

业公司。1951 年，又陆续成立石油、专

卖事业、茶叶、矿产等专业公司。各专

业公司实行上级公司和当地商业行政

部门双重领导，业务经营以 上级公司

领导为主。



1952 年 9 月，恢复四川省建制

后，省商业厅所属有花纱布、百货、工

业器材(成都、泸县分公司)、石油、煤

建、专卖事业(局)、贸易、油脂、茶叶、

畜产等省(分)公司及矿产办事处。

1952 年以后，先后成立了食品公

司、中药材公司、民族贸易公司、饮食

公司、服务公司、蔬菜公司。随着商业

行政机构的调整，先后将中药材、食

品、专卖、饮食、服务、油脂等公司划归

供销社、外贸局、城市服务厅领导管

理。至 1957 年末，省商业厅系统共有

各级专业公司 541 个，职工2 2663 人，

其中省公司 10 个，即：纺织、百货、五

金、交电、化工、石油、煤建、医药、贸

易、民贸等。

1958 年 5 月，在合并商业、服务、

供销、外贸四个商业行政机构的同时，

撤销原四个单位所属的 22 个省级专

业公司，成立 10 个政企合一的贸易

局，即：工业用品贸易局、燃料贸易局

(1958 年 1 月石油、煤建二省公司先

合并后，改为煤建石油贸易局)、生产

资料贸易局、油盐糖酒贸易局、副食品

贸易局、棉麻烟贸易局、土产贸易局、

畜产贸易局、医药贸易局、对外贸易

局。各地商业企业管理机构作了相应

的调整，由过去按专业公司“条条”领

导管理改为各级商业局“块块”领导管

理。

1962 年 5 月，国务院作出了《关

于商业部系统恢复和建立各级专业公

司的决定》。同年 9 月，四川恢复了各

级专业公司。各公司划分为三种不同

类型，实行三种不同的管理办法：

第一类，包括五金、交电、化工、石

油、煤建、医药等 6 个公司，以总公司

领导为主，当地商业行政部门领导为

辅，由总公司统一核算。

第二类，包括百货、纺织、食品、糖

烟酒等 4 个公司，以省公司领导为主，

当地商业局领导为辅，由省公司统一

核算。

第三类，包括蔬菜饮食服务、工矿

贸易、民族贸易 3 个公司及华侨、友谊

等商店，省负责方针政策、业务指导，

以当地商业局领导为主，分工经营，各

负盈亏，全省不统一核算。

1965 年，省商业厅系统共有各级

专业公司 618 个，职工 27192 人，其

中：省公司 9 个，即：百货、五金、石油、

煤建、糖业烟酒、食品、蔬菜饮食服务、

民贸、医药。

1969 年夏，省级各专业公司分别

留 12～15 人抓业务工作，约占总人数

的 10～15 % ，其余的干部、职工集中

在大邑县安仁镇搞“斗、批、改”。同年

12 月，下放到米易县湾丘“五七”干校

劳动。

1972 年，湾丘“五七”干校撤销，

除已调出的少数人员外，均回到各省

公司工作。1976 年末，省商业厅系统

共 有 各 级专业 公司 1284 个，职 工

29433 人。



1979 年以后，省级各专业公司逐

步由单一的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或经

营服务型公司转换，除仍承担部分行

业管理和服务工作外，主要精力用 于

开拓和发展自身经营业务，逐步转化

为经济实体。1988 年，各省公司自身

经营业务销 售总额 6．03 亿元，实现

利润 2026 万元，基本上形成了经济实

体。

1986 年 6 月，成立省旅游侨汇商

品贸易公司。

1988 年末，省商业厅系统共有各

级专业公司 1471 个，职工 47732 人，

其中：省公司有 10 个，即：百货、五交

化、石油(代管)、煤建、糖酒、食品、蔬

菜饮食服务、友谊华侨、储运及商业建

筑安装公司。另外，三个自治州联合在

成都兴办的四川省民族贸易公司，属

企业经营机构，由省商业厅代管。

二、商业采购批发机构

1950 年成立的一 揽 子国营贸易

总公司，直接经营采购批发业务。后来

陆续成立的专业公司，仍兼有经营和

管理两种职能。1953 年起，根据全国

统一 安排，将各专业公司经营的批发

业务划出，在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的

成都、万县、广元、南充、遂宁、内江、泸

州、雅安等地、市，设置了 19 个工业品

采购批发站(简称二级站)，由主管省

公司对口领导，按经济区域对三级批

发企业分配调拨商品。1953 年后，又

陆续建立了一些二级站。至 1957 年

底，各省公司在各市、地共建立了二级

站 32 个，全省工业品二、三级批发机

构共 1377 个，人员 12077 人，农副产

品 采购 批发机构 558 个，人员 8972

人。

1958～1959 年初，随着政企合一

的专业贸易局的建立，各省属二级站，

除石油外，相继下放各市、地商业局领

导，有的与分、市公司合并。

1962 年 9 月，恢复省公司时，二

级站收归省公司领导。1965 年，推广

唐山地区经验，国务院强调按经济区

域设置批发机构，组织商品流通。

1968 年下半年，各省公司成立革

命领导小组，精简机构、人员，二级站

及省属企业再次下放。1977 年，根据

商业部决定，又将 全省 31 个二级站

收归省公司领导；省属商办工业改为

省与地(市)双重领导。1978 年末，全

省有工业品批发机构 10118 个，人员

30430 人，农副 产 品 采 购 批 发机 构

2922 个，人员 21247 人。其中二级站

47 个，即：百货 11 个，五金 10 个，石

油 6 个，煤建 3 个，糖烟酒 4 个，食品

3 个，蔬菜水产 3 个，医药 7 个。

1981 年，工业部门逐步建立批发

机构。1982 年，实行城乡通开的商品

流通体制后，供销社系统也建立了工

业品批发机构。1983 年允许集体、个
体商业和私营商业经营部分批发业

务。多渠道批发逐步形成。



1983 年，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

设在重庆的 8 个省属二级部(分公司)

全部下放到市。1984 年，为发挥中心

城市的作用，全省除 5 个石油站、1 个

石油库及内江糖酒站外，其余的二级

站和省属企业均下放相关市、地、州领

导。其中：百货(纺织、针织)站 10 个，

五金交电化工站 5 个，煤建站 2 个，糖

酒站 2 个，水产站 2 个。二级站下放

后，一般都与市、地公司合并组成一套

批发机构。有的二级站和市、地、县根

据扩大经营的需要，按商品大类划分

为几个批发机构，批发机构增多。部分

地、市公司申请享受二级站待遇，出现

了按行政区划设置二级批发的情况。

1988 年末，省商业厅系统共有工业品

批发机构 1707 个，人员 33752 人，农

副产品采购批发机构 6095 个，人员

36086 人。同 1978 年比较，工业品批

发 机 构、人 员 分 别 增 长 67．68 % 、

10．92 % ，农副 产品采购批发机构、人

员分别增长 1．09 倍、69．84 % 。其中：

省属二级站、企业有：成都、万县、内

江、宜宾、广元石油采购供应站、成都

7005 石油库及内江糖酒采购供应站。

三、零售网点

1950 年，全省城乡有私营商业 73

万余户，绝大部分是零售商业，网点遍

布城乡。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

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总数减少，

但是国营网点大幅度增长。

1957 年，全省国营零售商业网点

(含其他经营网点，下同)35240 个，人

员 70717 人。 国 营 饮 食 服 务 网 点

15655 个，人员 36137 人。商业厅系统

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饮食服务企业

网点 27953 个，人员 182988 人。

1958 年，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支

援农业“大跃进”，需要上很多劳动力，

商业战线撤销、合并了大批网点。1965

年底，国营零售商业网点 4335 个，人

员 160524 人。同 1957 年比较，网点减

少 87．7 % ，人员增长 1．27 倍；饮食服

务 网点 2729 个，人 员 61155 人，同

1957 年比较，网点减少 82．57 % ，人员

增长 69．23 % 。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

饮食服务业网点 9905 个，人员 91285

人，分 别 比 1957 年 减 少 64．57 % 、

50．11 % 。

“文化大革命”中，商业企业在设

备、设施、财产、商品等各个方面遭到

很大破坏，损失严重。一部分合作店组

转为国营商业，一部分个体商贩转向

街道生产、服务或回农村劳动，经营网

点一度减少。

改革开放时期，国营、集体、个体

一起上，各行各业经商办企业，非商业

部门办的商业网点、人员大量增加，集

体、个体商业网点增长幅度大大超过

国营商业。1988 年与 1979 年相比：国

营商业机构、网点仅增长 69．95 % ，而

集体商业增长 3．42 倍，个体商业增长

56．27 倍；其中：省商业厅系统零售商



业 网点 16422 个，人员 11 3489 人，网

点 仅 增 长 8．15 % 、人员 减 少 5．84 % ；

饮 食 服 务 网 点 4058 个，人 员 51110

人，分别下降 3．63 % 、26 % 。省商业厅

系 统 归 口 管 理 的 集 体 商 业 零 售 网 点

11 037 个，人员 73062 人，分别 比 1979

年 增 长 47．1 % 、22．1 % ；归 口 管 理 的

集 体 饮 食 服 务 网 点 4337 个，人 员

38264 人，分 别 比 1979 年 减 少

4．29 % 、22．51 % 。

第五节 集体和个体商业

1956 年完成对私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后，集体、个体商业的发展经

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大跃进”时期，大搞升级过渡，将

合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全部升为国营商

业，将合作小组作为国营商业的基层

商店或门市部。

1962 年 5 月，根据商业部、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的通知，对升级过渡的

合作店、组人员进行了清理。同年 9 月

统计：全省从国、合商业退出 10 万人，

重新组织合作店、组。1964 年“四清”

运动后，再次加强对合作店、组的管理

和限制，将一些条件较好的合作商店

又升级为国营商业的零售商店。1965

年底，省商业厅系统归口管理的集体

商业为 16960 户，101507 人。

对升级为国营企业的公私合营企

业也进行了清理，恢复其公私合营的

性质。

1962 年，根据“管而不死，活而不

乱”的精神，对集市贸易进行了整顿，

加强了管理。在取缔无证经营、黑市交

易时，把长途贩运也取缔了。

经过这个时期的调整，主要恢复

了公私合营企业、台作店、组和集市贸

易，供销社仍然是国营商业，所有制结

构单一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中，各种经济成份所占

比重变化不大。据 1965 年统计，国营

商业占 45．3 % ，供销社和其他集体商

业占 52．1 % ，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销售

占 2．6 % 。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所有制形

式 上又大搞升级过渡。公私合营商业

再次并入国营商业。1966 年初，全省

公私合营商业人员 4．9 万人，其中资

方人员 3．3 万人，职工 1，6 万人。1966

年 10 月，贯彻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

办、国家经委的报告，将公私合营商业

全部并入国营商业，不留尾巴，停止领

取定息。对人员区别情况进行 了安

排，多数留下来继续工作，少数作了处

理，有的退职退休，有的送农村劳动。

合作商店转入国营零售商业。1966 年

初，全省城镇合作商店 3 万多个，28，5



万人，合作小组 6．5 万人，合计 35 万

多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将工矿区

的合作商店全部转为国营商业，非工

矿区的合作店、组规模较大，经营情况

较好的，转为国营商业；对一些人员

少、规模小的合作店、组，安排其继续

经营，或为国营商业代购代销。个体商

贩表现好的，组织起来为国营商业代

购代销；生活有出路的，转其他生产或

街道服务；家在农村的，动员回家生

产。集市贸易，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

的土壤”，加以限制。有的地区把赶集

的时间由 3 日一次改为一周、10 天或

半月一次。有的地区在逢场期组织大

批干部、民兵到集市驱赶群众，禁止交

易。由于群众经济生活的需要，集市贸

易并没有完全关闭，不少地区是关了

集中的出现分散的，关了明的存在暗

的。1977 年以后，集市贸易又逐渐恢

复。据 1970 年统计，全省城镇集体商

业下降到 9．1 万人。全省社会商品零

售 总 额 中，全 民 所 有 制 商 业 占

46．08 % ，集体所有制商业(包括供销

社 系 统) 占 50．96 % ，个 体 商 业 占

0．15 % ，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销售占

2．81 % 。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十分重

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作过多次指

示，社会商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

大变化。

1979 年 9 月，中共四川省委根据

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关于发展城

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指出：“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

会主义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待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政治上、经

济上要和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这个

文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资金

和贷款、利润留成、工资福利、经营管

理、干部和职工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

定。贯彻这个文件后，社会上和商业厅

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在积极发展集体、个体商业的同

时，从 1984 年冬季开始，根据国务院

批转商业部的报告精神，放开国营商

业中小型企业。一部分企业改为国家

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

(简称“改”)；一部分企业直接转为集

体所有制(简称“转”；)一部分企业，特

别是以劳务为主的饮食、服务、修配等

小店铺，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简称

“租”)。

1984 年 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在

国家政策和计划 指导下，实行国家、

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

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1985

年以后，四川的集体、个 体商业迅猛

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私营商业和中外

合资的饮食服务业。截至 1988年底，

商业厅系统 4923 户国营商业小型企

业中，实行各种形式改革的 4048 户，

占总户数的 82．2 %。已经改革的企业

中，实行“改”的占 21．5 %，“租”的占



35．6 % ，“ 转 ”的 占 1．7 % ，卖 的 占

0．1 % ，承 包 经 营 等 其 他 形 式 的 占

41．1 % 。 商业 厅系 统 归口管 理 的集 体

商 业同 1978 年 比 较，人 数由 9．1 万 人

增 加 至 1 2．1 万 人。 全 社 会 的 集 体 商

业，由 1 980 年 的 48．3 万人 增 至 1988

年 的 71．4 万 人，个 体 商 业 由 1 980 年

的 5．58 万 人 增 至 1 988 年 的 164．8 万

人。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占

34 % ，供销社占 17．3 % ，其他集体占

20 % ，合营占 0．1 % ，个体占 20 % ，农

民对非农业居民销售占 8．6 % 。在全

省流通领域中，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

有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

所有制结构已基本形成。



晚清以来，社会变化极大，政治更

迭频繁，商务职官和商业组织兴革无

常，复杂纷繁，兹分别择要纪述如下：

第一节 商业管理机构

一、晚清时期商务机构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清廷谕

令设立商务局，作为挽回利权的要政。

光绪二十二年，四川省成立川东商务

局，由维新变法志士宋育仁回川任矿

务、商务监督，发展民族工商业。光绪

二十三年，宋育仁详定招商开设公司

章程，四川兴办的实业日益增多，先后

开办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

腊、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沙等公

司。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实行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维新变法，在北

京设立农工商局，总理全国各省农工

商事宜。各省设立农工商务局，以推动

农工商各业的发展，提倡办实业，组织

商会。九月发生戊戌政变，维新变法失

败，宋育仁被罢职回京。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抗击八

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为保住政权，不

得已于光绪二十七年宣布推行“新

政”，奖励实业。光绪二十九年成立商

部，宣布奖商保商，倡立商会，颁布商

务法规章程，钦定商律，保护商业，开

通商情。设立商律馆、商标局、公司注

册局等专业机构，管理全国工商业。光

绪三十二年，四川商务局改为农工商

总局，连续三年举办三次劝业会。光绪

三十三年，改农工商总局为四川通省



劝业道，内部机构设总务、农务、工艺、

商务、矿务、邮传等六科。商务科掌管

商业、商熏(表彰)、赛会(展览会)、保

险及商会各项事务。四川通省劝业道

由周善培主持，统筹四川省农工商矿

事业。劝业道令各州县普遍设立劝工

局，发展和改良商务。劝业道采取贷

款、免税等措施，支持民族 工商业发

展。宣统元年(1909 年)，劝业道设立

劝业员养成所，培训第一班学员 188

人，毕业后分派各州县充当劝业员，管

理工、商、矿务、交通业务。宣统元年

底，全省已有 140 个县设立劝业所。

宣统 三年(1911 年)冬，重庆蜀军

政府成立，颁布经济方面的法令与措

施，恢复生产，保护、发展商业贸易，活

跃金融市场，鼓励国民兴办实业，发展

交通等。同年底，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

立，设商业部(司)，部长为廖治，宣布

废除苛捐杂税，奖励实业，允许商贩自

由贸易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措施。

二、民国商业行政管理机构

民国元年(1912 年)3 月 11 日，成
都四川军政府和重庆蜀军政府合并成

立四川都督府，设实业部，部长王伯

涵，管理全省工商事宜。99 月，该部鉴
于上年“大汉四川军政府”取消劝业员

后办事不灵，通令各地增设实业课。由

于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四川战乱屡起，

行政长官频频更迭，无意整理实业，各

县也未设立管理实业机构。直到民国

8 年 4 月，四川省长官公署命令各县

“应设实业所管理各行业”，各县才先

后设置实业所。民国 14 年，北京政府

农商部颁发各县实业局规程，四川省

实业厅制定的各县实业局通则规定，

将各县实业所改为实业局，掌管农林、

工商、矿业等有关行政事宜。民国 17

年 2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工商部，民

国 19 年改为实业部，四川省实业厅改

为建设厅。民国 20 年各县实业局改为

建设局。民国 24 年，各县裁局改科，称

建设教育科(与教育科台并)或建设

科。四川省政府仍为建设厅，管理工商

各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管理全川进

出口货物，民国 28 年 9 月 24 日在重

庆成立“四川贸易局”，由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第三厅厅长叶元龙

兼任局长。民国 27 年国民政府改实业

部为经济部，掌管全国经济。部内设商

业司、国际贸易司。同年，四川省政府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命

令，设立“四川省贸易管理委员会”，内

设进口、出口、转运、信托等部门，组织

进出口贸易。四川省政府管理工商业

的机构仍为建设厅，各县仍为建设科。

抗日战争进入极度困难阶段，为

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民国 29 年 7 月

国民政府成立社会部，四川省政府成

立社会处，各县成立社会科，管理农、

工、商业社会团体的辅导、组训事宜。

民国 37 年 5 月，国民政府将经济部改



为工商部，民国 38 年又恢复经济部。

四川省政府仍设建设厅、社会处，分别

管理工商业的登记注册、辅导、组训等

事宜，直至全省解放。

三、建国后商业行政管理机构

50 年代 初，按照西南军政委员

会贸易部确定的“重点建设，稳步展

开，从无到有，从大中城市到小城市”

的方针，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人民行

政公署、重庆中央直辖市、西康省逐步

组建了各级商业行政机构和国营商业

管理、经营机构。组建的骨干力量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转业干部和随军南下

的老解放区干部、学生，川、康地下党

干部，并吸收了一部分本地青年学生

和私营商业的雇员。

川东行署。1950 年 1 月，在重庆

建立川东贸易总公司(系政企合一的

综合贸易机构，统一经营工农业产品。

下同)。6月，成立川东人民行政公署

工商厅。1952 年 2 月，分别成立商业

厅、工业厅。

川南行署。1950 年 1 月，在泸州

建立川南贸易总公司。6月，成立川南

人民行政公署工商厅。1951 年 6 月，

分为商业厅、工业厅。

川西行署。1950 年 2 月，在成都

建立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3

月，成立川西贸易总公司。9 月，将工

商处改为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工商厅。

1951 年 1月，分为商业厅、工业厅。

川北行署。1950 年 1 月，在南充

建立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工商处。8 月，

改为工商厅。12月，分为商业厅、工业

厅。

重庆中央直辖市。西南大区所在

地。1950 年，西南区设立贸易部，市本

身设市工商局。

西康省。1950 年初，在雅安建立

西康省贸易总公司，继后又成立西康

省工商厅。1951 年 4月，分为商业厅、

工业厅。

1952 年 9 月，川东、川南、川西、

川北四个行政区合并，恢复四川省建

制，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四个行署商

业厅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商业厅。

1953 年 4 月，省医药公司由省卫

生厅交省商业厅领导。

1954 年 10 月，将外贸业务及省

矿产畜产公司移交省外贸局。

1955 年 2 月，西南大区撤销，重

庆改为省辖市后，成立一、二商业局，

归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商业厅(4 月改

为四川省商业厅)领导。同年 10 月 1

日，西康省撤销，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

川省，西康省商业厅并入四川省商业

厅。

1953～1956 年，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财委)的决定，四川省商业厅及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分工进行了三次调

整：

第一次，按商品分工。为了解决国



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两套批发机构平

行发展、商品交叉经营带来的矛盾，

1953 年 12 月，根据中财委批转中央

商 业部、中 华全国 合作社联合 总社

《关于划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对工业

品、手工业晶经营范围的共同决定》，

四川调整了商品经营分工。 国营商业

负责工业品的加工、订货、收购、批发，

促进私营工业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发

展。供销合作社负责手工业的原料供

应、产品收购和推销，促进手工业向生

产合作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按城乡分工。为了加强国

营商业对市场的领导，充分发挥供销

社的助手作用，以利于对私营商业进

行领导和改造，1954 年 7 月，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

营商业的指示》，中财委发出《关于国

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城乡初步分工的

决定》，四川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按

照城乡市场分工负责的原则，进行了

第二次分工。对全省城市市场的领导

管理、公私经营比重掌握、价格的统一

规定、私营商业的改造，由国营商业负

责；对农村市场的领导、公私经 营比

重的掌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执

行、农村私营商业的改造，由供销合作

社负责 。城市、工矿区的供销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全部移交国营商业；国营

商业在农村的工业品推销机构、农副

产品收购机构，除粮食收购及农副产

品接运机构外，全部移交供销合作社。

第三次，按商品分工结合城乡分

工。为了改进农村购销工作，进一步加

强市场领导，促进私营商业的改造，

1954 年 8 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全

国供销合作社的报告，国营商业与供

销社进行了第三次分工。农业生产资

料、棉麻烟、土产原料、日用杂品、废旧

物资、干鲜果品、干菜等，由供销社采

购批发，其他工农业产品由国营商业

采购批发，百货、花纱布、专卖、食品等

公司设到大多数县城，五金、交电、化

工、医药、石油、煤建等公司，一般只设

到市和重点县，国营商业不在县城设

批发站的由供销社设置；零售业务、对

私营商业改造，仍按城乡分工分别负

责。1956 年，为促进工业品下乡，根据

国务院的指示，国营工业品批发机构

下伸到县，有的下伸到县的重要集镇。

同时，将划归供销社经营的干莱及调

味品移交国营商业经营。

1955 年 9 月，中央成立农产品采

购部。1956 年 2 月，四川省成立省农

产品采购厅，将省商业厅、省供销社、

省外贸局主管的棉、麻、烟、茶、畜产品

等大宗农产品的采购、加工、批发业

务，连同经营机构、人员，一并移交省

农产品采购厅。1957 年 4 月，由于农

副产品产区分散，季节性强，单独经

营，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上不好安

排，中央撤销农产品采购部，四川省相

应撤销农产品采购厅，并以该厅机构、

人员为基础，组建省城市服务厅。同年



6 月，为适应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撤销，所管工作移交省商业厅。

四川省商业行政部门分设为省商

业厅、省城市服务厅、省供销合作社、

省对外贸易局后，其商品经营分工为：

商业厅主管纺织品、针织品、百

货、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化工、石油、

煤建、医药及民族贸易。

城市服务厅主管肉禽蛋、糖烟酒、

油脂、饮食、服务等。

供销合作社主管棉、麻、烟、日用

杂品、中药材、干鲜果、土产、农业生产

资料、废旧物资等。

外贸局主管茶叶、畜产品、矿产、

粮油食品等及工业品出口业务。

在建立省级商业行政部门的同

时，市、地、州及县(市)也逐步建立了

工商科或商业科(局)，受上级商业行

政部门及当地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1957 年底，全省商业厅系统共有商业

行政机构 211 个，职工 2587 人。

1958 年 5 月，遵照国务院《关于

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四川省将

商业厅、城市服务厅、供销合作社、对

外贸易局四个商业部门合并为商业厅

(对外仍保留省供销合作社、对外贸易

局的名义)，下属机构由 216 个合并为

68 个，减少 68．52 % ，职工由 2400 人

减为 750 人，减少 68．75 % 。

1961 年 6 月，中共 中央通过了

《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

草案)》(即“商业四十条”)。1962 年 7

月，省商业厅、省供销合作社、省对外

贸易局分开设置。商业厅与供销社的

经营分工，按商品分工结合城乡分工

的原则划分。

1966 年 5 月，为了精简机构，下

放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省商业

厅、省供销合作社、省对外贸易局、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再次合并为省商业

厅。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省商

业机构的调整即行停止。合并后的商

业厅的领导成员未任命，仍由原四个

部门的领导成员共同领导，分工负责。

1968 年下半年，成立省商业厅革命委

员会，机构、人员大精简。

1969 年夏，“四合一”后的省商业

厅，撤销原有处室，设“斗批改组”“业

务组”。业务组仅留 20 余人，占原有职

工 400 人的 5 % ，其余的干部、工人由

“斗批改组”领导，集中到温江县举办

学习班。同年 12 月，又全部下放到米

易县湾丘“五七”干校劳动。全省商业

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实际上处

于半停顿状态。

1971 年 8 月，成立省商业局革命

领导小组。1972 年，湾丘“五七”干校

撤销，除已调出的少数人员外，全部回

到省商业局及各公司工作。

1973 年 5 月，商业与外贸分开，

分别设置省商业局、省对外贸易局。

1975 年 4 月，国、合商业分开，分别设

置省商业局、省供销合作社。省商业局



恢复原主管经营范围。计划、财务、基

建、物资分配权限，收归省管。

1976 年末，全省商 业行 政机构

191 个，职工 3940 人，比 1965 年分别

增长 1．06 %、20．31 %。

1978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

步深入，商业行政机构又作了若干调

整。

1978 年 6 月，国家医药管理局成

立。同年 10 月，四川成立省医药管理

局。省医药公司划归该局领导管理。

1978 年 10 月，省商业局的工商

行政管理处划出，成立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

1982 年 10 月，省糖业烟酒公司

经营的卷烟业务移交新成立的省烟草

公司后，改为省糖酒公司。

1983 年 3 月，省商业厅、省供销

社合并。鉴于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均

未合并，同年 9 月，又分开。部分市、

地、州、县也相应地进行了合并与分

开。

1983 年 9 月，成立省酒类专卖事

业管理局(二级局)，与省糖酒公司一

套班子，两块牌子，归省政府直接领

导。次年 7 月，又交回省商业厅领导管

理。

1985 年 1 月，石 油 系 统的“人、

财、物、产、供、销”实行全国统管，省石

油公司改为“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四川

省石油公司”，受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及

四川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省政府委

托省商业厅代管。1987 年 11 月，经省

人民政府批准为大型企业。1988 年 3

月，又恢复四川省石油公司名称。

1988 年末，全省商业厅行政机构

232 个，职工 6419 人，比 1978 年分别

增长 6，91 % 、23．54 % 。

第二节 商业行业组织

四川商业组织 ——行帮，产生于

唐宋时期，清代前期随商业的发展出

现兴盛局面，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

四川后，商业组织发生变化，出现了商

会等跨行业组织。1949 年以后，商业

组织成为对私改造的重要渠道，引导

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一、清代前期的行帮和会馆

清代前期，成都各行商业均有商

帮，商帮是同行业同地区商人的自发

组织，其目的在维护共同利益，协调同

业纠纷，共同对付帮外商贾的侵销活

动。由于成都地方工商业已形成大致

集中的专业商品市场，因此，商帮便很

自然地按专业市场而发展起来。在众

多商帮中，最著名者为长机帮，金、银、



铜、铁、锡帮，药材帮。陕西商人自清初

起就在成都经营典当业，以后又迅速

发展到盐、茶等其它商业，因而形成势

力最大的商帮——陕帮。商帮为聚合

同业，除有帮规约束外，还集资建庙，

约期烧香、敬神、演戏、联谊，以促进同

业的互相约束。乾隆中，成都金、银、

铜、铁、锡五帮同建守经街“太清宫”；

酱园帮建立酱园公所；酿酒帮建立酒

坊公所；木器帮于北大街立“火神庙”；

成都药材帮不仅在本地十分活跃，而

且在川药贸易口岸长江中游的汉口组

成药帮；专营长途货运的船舶业组成

船帮，以谋业务畅旺。

清代重庆也存在着许多同业行

会，见于《巴县档案》的有山货帮、广货

帮等 25 个，各业牙行等 150家。重庆

进出口货物主要依靠水运，各地船帮

汇集，计有：嘉定帮、叙府帮、金堂帮、

泸富帮、合江帮、江津帮、綦江帮、长宁

帮。

行帮一般有行会，行会制订有严

格的行规。如重庆搬运夫行在嘉庆年

间为维持朝天门码头的生意和秩序，

立下行规：1．推举“年力精壮、忠实才

干”者为“领首”；2．领首每日在码头

照管，一遇货物拢岸，随即派拨搬运夫

上船，“轮挨次搬运，不得恃强争夺”；

3．领首负责查点货物；4．领首置买雨

篷，以遇雨遮盖货物；5．搬运夫所抬

货物从码头至各行栈，路途若不远，不

得歇肩，以“杜其掏摸”和免“拥塞官

街”；6．搬运货物运价，“原有定规，不

得以天时晴雨早晚任意勒索”，7．领

首不得恃权“侵蚀搬夫血汗”；8．码头

每逢官员往来，一切差务仍照旧规；9．

每日搬运货物从辰至申时，这期间不

得“推委不运”。若因此造成客货堆积

码头，损坏遗失，由“领首赔还”(见《巴

县档案》嘉庆财政卷二，卷号 27－2－

4)。道光年间，重庆烟帮订有《担子公

议章程》，规定凡入会者，只准有烟担

子一副，若新添烟担子一副，要缴“庄

银四两”；未入会的烟担子上街，要出

厘金 1000 文，烟担子上街若乱卖，紊

乱章程，一经查出，罚戏一本，酒席四

桌。

外省商贾身在异乡，以寄情桑梓，

联络同乡为名，建立了不少外省会馆、

公所。四川的会馆多建于清代，数量之

多，居全国之首。湖广、陕西、贵州、江

西、福建、广东等会馆几乎遍及各府、

州、县。仅金堂县的土桥镇就有六个会

馆。会馆一般都是以地区、行帮划分和

命名。建立会馆的目的主要是联谊同

乡，互通信息，救济贫病，为开展工商

业务和文化活动提供住宿场所，促进

了四川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根据成都和华阳两县地方志记

载，兹将清代前期成都地区主要会馆、

公所罗列如下：

陕西会馆，一说建于康熙二年(公

元 1663 年)，一说建于乾隆五十二年

(公元 1788 年)；河南会馆，创建年代



不详；山西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一年

(公元 1756 年)；三邑会馆，地缘年代

不详；陕甘公所，建于道光二十七年

(公元 1847 年)；安徽公所，创建年代

不详；万寿宫，即江西会馆，共有两处，

一建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 1762 年)，

一建于嘉庆八年(公元 1803 年)；南华

宫即广东会馆，建于清初，乾隆三年

(公元 1738 年)重修，另建有南华宫若

干所；天上宫即福建会馆，建于道光十

六年(公元 1836 年)；楚南宫即湖南会

馆，建于乾隆五十 八年 (公 元 1793

年)；楚武宫即湖北会馆，建于乾隆三

十三年(公元 1768 年)；黔南宫即贵州
会馆，建于乾隆三 十三年(公元 1768

年)；帝王宫即湖北黄州会馆，建于嘉

庆 二十年(1815 年)；陕西泾县会馆、

皖江公所即安徽会馆，建于清道光前

后；江西吉水(县)会馆、湖广会馆、广

西会馆、仁寿宫、浙江会馆，俗称三道

会馆，创建年代均不详；露泽寺，道光

十三年(公元 1833 年)。陕西旅蓉同乡

人 公建；甘露寺，道光十三年 (公元

1833 年)山西旅蓉同乡人公建；小天

竺，为旅蓉浙江同乡人公建，创建年代

不详。

外籍客商在重庆普遍有祠、庙、

宫、殿之类建筑作为会馆，如禹王庙位

于水门内，即湖广会馆。天后宫在朝天

门内，即福建会馆；南华宫即广东会

馆。兹将客籍会馆建筑及供奉神祗先

贤归纳如下：



二、晚清时代的行帮和公所、商会

晚清时代，四川经济中心东移，成

都虽仍为川西商业重镇，但随着外国

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增加，长江外贸

的发展，重庆成为四川经济贸易中心，

商业组织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成都商业行帮主要有：

茶帮、金号帮、布帮、当铺帮、票号

帮、衣铺帮、捐号帮、栏干帮、瓮业帮、

油米帮、京货帮、玉器珠货帮、银号帮、

丝绵帮、钱帮、苏货帮、倾销帮、盐酒

帮、扇庄帮、靴鞋帮、珠子帮、红纸帮、

木行帮、白纸帮、百货帮、出口货帮、干

菜帮、彩票帮、盐号帮、药材帮、绸缎

帮、烟土帮、柴炭帮、烧房帮、烟帮、棉

花帮、草纸帮、典锡春茶帮、糖帮、钱纸

帮、皮货帮、绫绢帮、丝帮、糊绉帮、皮

革帮、书籍帮、麻帮、水果帮、棉纱帮、

木器帮、船帮、竹器帮、油漆帮、铜铅

帮、铁帮、笔墨帮、染坊帮、帽铺帮、机

织帮、古玩帮、香货帮、玻璃帮、顾绣

帮、匹头帮、砖瓦帮、客栈帮、茶食帮、

颜色帮、酒席帮。

清初重庆就有“上下十三帮”之

说。近代，重庆商帮组织进一步发展，

成为规范化的约束更强的同业公会

(公所)。根据 1901 年的海关统计，这

种公所共12个，列表如下：

清末，四川各县都有帮会组织，光

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商部设立不久，就

奏请朝廷：“今日当务之急应速设立商

会，以聚商情，厚商力，开商智”，并制

定《商会简明章程》26 条，首先在商业

繁富之商埠和省城由各帮会联合组成

商会。光绪三十年，由川东道、川东商

务局会同重庆府、巴县知县邀集各帮

商人研讨筹建商会，公举“素晓商务，

办事 稳妥者”八人和八省首事为重庆

总商会会董，公推号称“西南首富”的

大票号“天顺洋”的老板李耀庭(正荣)



为总理。光绪三十年九月正式成立重

庆总商会。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成立四

川成都总商会，四川商务总局委派盐

商、成都举人、候补知府舒钜祥为总

理，委派山西人、宝龙银号老板、候补

知府齐世杰为协理。光绪三十三年七

月，成都总商会设立“成属商事裁判

所”，重庆总商会则设“商事公断处”，

解决商事纠纷。此外，商会还开办学

堂，提倡戒烟，组织消防，维护社会治

安等活动。“四川成都总商会章程”规

定的商会活动有 12 个方面：惩倒骗；

保行商；昭诚信；兴制造；备书报；卫商

业；除公累；惩败类；奖有人；广联络；

结团体；列商品。商会在社会上起着重

要的作用。宣统三年二月，四川各城镇

推举代表集会于成都，成立四川商会

联合会，号召全省绅商“奋起商战，力

挽利权，以固国基”。宣统三年，各地商

务分会、分所已达 98 个，占全国商会

总数的 12．3 % ，名列第一。商会组织

商人抵制洋货，挽救利权外溢，振兴实

业，扩展商务，组织参加各种博览会，

影响日益扩大。

三、民国时期的行帮和商会

民国初年，沿用清代的商会法。民

国 3 年，北京政府颁布《商会法》及《商

会施行细则》，将前清设立的商务总

会、分会改为商会、商会联合会。民国

4 年，四川各县商务分会改成商会，将

总理制改为会长制。民国 18 年 8 月

15 日，南京国民政府新颁商会法，改

会长为委员制，设主席。民国 20 年 1

月 13 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商会

法》，并制定了施行细则。民国 24 年 3

月，四川省政府制定《商会及工商同业

公会章程准则》，令各市县政府遵照办

理。民国 27 年 1 月 13 日，又颁布《修

正商会法》。同年 10 月 6 日，又公布

《修正商会法实施细则》《商业同业公

会法》。四川各地在政府和商会的指导

下，相继组建各业同业公会。民国 34

年，商会又改委员会制为理监事制，改

主席为理事长，设理、监事、常务理、监

事。民国 37 年 3 月，国民政府又重新

颁布《商会法草案》共 8 章 47 条。

民国元年(1912 年)到民国 38 年

(1949 年)，四川商业行帮和商会随历

史发展而变化。以成渝二市为例：

迄止民国 25 年，重庆城内已有商

业行帮 29 个，店铺字号 3058 家，其中

有：油、盐、糖、煤、粮、棉纱、匹头、绸

缎、苏货、干菜、夏布、川丝、五金、杂

货、药材、熟药、屠宰、山货、油漆、皮

货、餐食、皮革、瓷器、鞋帽、布业、旅

栈、服装、煤油、颜料。这 29 个行帮中，

以匹头、绸缎、布业、苏货、山货等 8 个

行帮最为兴盛，每个行帮均有 100 家

以 上的店铺字号，共有 2209 家，占全

城商店总数的 72 % 。

1937 年，重庆有经政府批准成立

的工商业同业公会 14 个，1939 年就

增加为 39 个，是 1937 年的 2．8 倍。在



后来的几年里，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加：

1940 年增至 69 个，1941 年 3 月增至

86 个，1942 年初增至 88 个，1943 年

增 至 116 个，1945 年 4 月 已达 123

个，而这一年还有未成立同业公会的

行业 37 个。在这些行业中，扣除大约

40 个工业公会，抗日战争末期，重庆

商业行会已达到 120 个。

民国 23 年前后，成都商业行帮有

肉类、食品饮食、茶旅服务、日用百货、

丝棉麻纺织品及服装、五金制品、文化

用品、古玩玉器、银钱等主要行帮，合

计商店商号 17497 家。

抗战期间，由于人口激增，经济繁

荣，城市商业进入兴盛期，行帮虽与战

前 相 似，但 合 计 商 店 商 号 总 数 为

28480 家，比战前净增 10983 家。

四、新中国的工商联合会

1950 年初，在建立国营专业公司

和经营机构的同时，对旧的行业同业

公会进行了整顿、合并，改选了领导机

构，改组成以国营经济为领导、为工商

企业服务的工商联合会，在对私改造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私改造完成以

后，工商联的活动逐步减少，甚至停止

了活动。改革开放后，由于多种经济成

分商业的蓬勃发展，工商联合会、商

会、协会等行业组织又逐步建立和发

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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