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供销合作社与国际合作运

动、国际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50

年代省社即派代表随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访苏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消

费合作社。苏联合作组织也派出专家

来川考察茶叶生产加工和经营。越南

考察团来省考察人造棉加工生产技术

等。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国际交往活动

逐步增多。1982 年，四川省供销社先

后两次派代表参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组团赴日本考察日本全国农业协同组

合(简称“全农”)。1985 年，经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准，中国供销合作总社加

入国际合作联盟(IC A )，中华全国合

作总社代主任潘遥等十人被选为联盟

中央委员，四川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史

明照为十名联盟中央委员会之一。80

年代，四川省供销社主任史明照先后

四次随全国总社代表团赴美国华盛

顿、匈牙利布达佩斯、印度新德里和德

国柏林出席国际合作联盟第 29 届一、

二、三、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省

供销社先后派代表赴日本、美国、法

国、奥地利等国进行合作社考察与经

济合作。先后接待日本“全农”及有关

商社代表团、罗马尼亚消费合作社代

表团以及美国有关企业经济考察与技

术合作代表团等团体的访问和考察。



第一节 史明照出席国际合作联盟
华盛顿会议及访问美国

国际合作联盟(以下简称IC A)中

央委员会 1985 年的年会于 10 月 12

日～16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IC A 中

央委员、四川省供销社主任史明照随

中国供销合作社代表团第一次出席大

会。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粮食、食品问

题。IC A 领导人和一些国家的代表在

发言中，对中国供销合作社参加 IC A、

第一次出席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并予

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国际合作社运

动的一件大事，一次飞跃。各国合作社

代表主动与中国代表对话，希望同中

国建立互助合作关系。

会后，10 月 17 日至 26 日，应美

国合作社联盟之邀，史明照随团对美

国合作社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友好访

问，增进了对美国合作社的了解与友

谊。

第二节 史明照出席国际合作联盟
布达佩斯会议及访问匈捷两国

1987 年 10 月 21 日～23 日，IC A

中央委员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

史明照随中国供销合作社代表团出

席。



会议主题是讨论世界住房问题，

即合作社如何在解决人民住宅问题上

发挥作用。马卡斯主席就世界合作社

运动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若干原则问

题，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坚持合作社宗

旨的必要性。会议通过了三个决议：维

护世界和平，组织妇女参加合作社及

抢救儿童，合作社向政府争取更大的

自主权。

10月 24 日～11 月 4 日，应匈牙

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合作社的邀请，史

明照随潘遥一行分别对两国合作社进

行了考察访问，参观了一批基层消费

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企业和农户；分别

同两国消费合作社、匈牙利信贷合作

社和捷克农业、工业、住宅合作社的中

央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第三节 史明照出席国际合作社联盟
新德里会议及访问印度

1989 年 10 月 4 日～10 月 8 日，

IC A 第 29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史明照随中国供

销合作社代表团出席了大会。

会议在马卡斯主席主持下，围绕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和“亚洲合

作社面临的形势与对策”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如何对待面临的竞争和挑战，

不少代表认为：加强合作社之间的联

合与合作、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需

要扩大合作社本身的组织规模。

会后，应印度合作社邀请，史明照

随团访问了印度的化肥产销合作社、

纳菲德农产品购销合作社、农产品批

发市场和工业品商场。



第一节 出 访

1957 年 7 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应苏联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盟邀

请，组成友好代表团赴苏访问，四川省

供销社主任王定一作为代表团成员之

一参加了这次访问。代表团受到苏联

合作社极其热情的接待和苏联部长会

议副主席柯西金的亲切接见。根据供

销合作社的主要任务，王定一重点研

究学习了苏联消费合作社采购业务方

面的情况和经验，苏联消费合作社的

机构、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苏联基

层消费合作社的机构、管理等方面的

情况。苏联基层消费合作社按经济区

划、联合社按行政区划组社的经验，给

访问者以启发。代表团考察后，提出了

三项专题报告：苏联棉花生产和分级

检验工作；苏联消费社改善管理的几

项措施；苏联消费社参加国际合作联

盟第 20 届大会情况。代表团并根据考

察情况提出中国供销社采购业务和机

构改革的意见。

1980 年 11 月，四川省土产果品

公司经理陈德谋参加全国供销社赴日

本柑桔经营考察组，对日本的爰媛、歌

山和静岗县以及东京等水果市场的柑

桔生产、流通渠道和经营形式进行学

习考察，受到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联合

会(简称全农)的热情接待。日本政府

通过经济办法来调整柑桔品种及上市

时间，基本形成了以国内市场需要为

主指导生产、产需紧密结合的特点。日

本柑桔基本上是个体生产，但无论是

鲜销或加工，都由全农系统独家经营，

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在全农统一组

织下，个体生产者合理安排果子早、

中、晚熟，以排开上市时间，加之储藏

有方，基本上做到常年有鲜果供应。考

察结束后，陈德谋就四川省柑桔生产



和经营问题向省政府提出建议：第一，

修改制定四川柑桔发展的规划和布

局，避免盲目发展。第二，以县为单位，

柑桔的派购任务未完成之前，不搞议

购议销、多家经营。第三，请省政府每

年拨出 200 万元解决集中产区的加

工、贮藏设施建设。第四，改变现行分

级核算、各负盈亏的经营核算体制，主

产县成立果品公司，实行统一经营，统

一核算，利润返还的办法。同时他建议

把生产和流通结合起来，进行统一指

挥。

1982 年 11 月，总社根据中央“关

于加快供销社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

供销社作用”的指示精神，指派四川省

供销社副主任史明照率领中国供销合

作社管理体制考察组，对日本“全农”

在组织农村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中的

作用、基本做法和经验等进行实地考

察。史明照一行与“全农”负责人进行

了座谈，对广岛、鹿儿岛两个县经济农

业协同组合会及神边、有明町两个基

层农业协同组合会和几个专业户进行

了参观访问。农协在农民中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每户农民至少有一人参加

了农协，成为“组合员”，与农协情如渔

水。当考察组去访问一位叫谷成的草

莓专业户时，主人不在，陪同的农协工

作员熟悉地从门边找到钥匙，让考察

组进屋去。农民要卖的农副产品基本

上是由农协代销，卖后的钱存放在农

协；要买的商品基本上是在农协买，不

必支付现金，由农协在他们帐户记帐。

有个叫宇都清的养牛专业户，自己说

不清一年的收支情况，而农协的工作

人员则能清楚地介绍。日本的农协与

中国供销合作社性质相似，但业务范

围更广。除商业活动和相关的为生产

生活服务活动外，农协还普遍开展了

信用、保险、卫生保健、福利等业务，完

全不受地区、行业和部门的限制。农协

的指导思想明确，其宗旨是：发展农业

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的经济

和社会地位。其民主管理制度健全，组

合会代表是从农民中推选，代表大会

是各级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会长必

须是农民，理事大多也是农民。各级农

协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设

施，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农协和“全

农”重视智力开发、思想教育和科技研

究。农协也按照政府委托，担负了部分

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干预和支援任务。

政府对农协也很支持，如农民在基层

农协的存款利息比一般银行高，贷款

利息比一般银行低，差额由农林省补

贴。史明照在给商业部的考察报告中

提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

快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步伐。第一，加快

供销社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供销社

的作用。第二，进一步端正供销社的指

导思想，把促进农村专业化生产和经

济联合摆上重要日程。第三，实行政企

分开，自下而上地把各级供销社办成

独立经营的农民群众的经济组织。第



四，放手扩大业务，积极灵活经营。第

五，增加民办因素。第六，重视智力开

发和科研等基础工作。

1984 年 10 月，应中日食品流通

开发委员会日方邀请，省社副主任贾

华廷一行三人赴日本考察果汁加工技

术和设备情况，他们先后考察了三菱

株式会社的生产厂家和罐装生产线，

进行了设备选型和引进设备的谈判，

签订了引进设备的意向性协议。为后

来签订正式协议奠定了基础。

1985 年 5 月为完成国家重点科

技攻关项目——水果储藏保鲜技术的

研究任务，四川省土产果品公司派农

艺师毛婉春参加由商业部、农牧渔业

部和北京农业大学联合组成的水果储

藏保鲜技术科研课题组赴美国，对水

果的采后处理、包装、运输、贮藏、销

售、加工技术和管理进行考察。参观了

俄勒冈州立大学水果采后研究实验

室、中哥伦比亚试验站和“鸭墙”水果

包装场等。美国在水果保鲜方面主要

抓两条：一是尽量保持水果固有的色

香味，二是尽量降低贮藏保鲜成本。四

川省供销社土产果品公司在完成水果

储藏保鲜技术上采用了美国的经验。

1985 年 5 月，省社副主任廖辉儒

参加商业部与香港经纬顾问研究有限

公司在深圳举办的商业经济研究班学

习，并对香港华润集团、香港贸易发展

局、崇光香港百货公司和汇丰银行等

企业进行参观考察，学习当今世界上

最新的商业管理知识和先进的商业管

理经验。

1985 年 6 月应法国维树公司邀

请，中国农资公司组织考察团赴法考

察。省社农资公司经理段永康随团前

往，考察了法国维树公司“敌杀死”(农

药)加工厂。该厂实力雄厚，特别重视

科研和广告。

1985 年 12 月为向奥地利出口罐

头、料食食品，进口罐头、饮料生产设

备的补偿贸易，省社派工业供销公司

副经理冉启学前往奥地利进行考察，

并与奥赖富艾森合作联合会、奥中央

合作银行进行谈判。后因价格原因未

成。

1986 年 9 月，省社棉麻公司经理

黄云表参加省土产进出口公司苎麻推

销组去日本，受到野村株式会社的热

情接待。推销组与有关商家洽谈了销

售苎麻及其半成品、制品业务；考察了

名古屋麻纺厂的产销情况。

1986 年 8 月 25 日～10 月 4 日，

中日食品流通开发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在日本东京举行，省社监事会主任贾

华廷出席了大会。会议总结了 1985 年

第三次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双方在

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关系等方面取得

了较好成果。四川省社引进日本三菱

麒麟的柑桔榨汁和饮料加工生产线。

会议还就今后工作提出安排意见：在

继续搞好正在实施的 34 个引进项目

的基础上，择优再引进一些具有示范



和开发性食品加工、储存、运输设备和

生产线项目；加强科技教育方面的合

作，如聘请日本专家来华讲学，对中国

食品加工企业进行诊断、指导等。

1988 年 9 月 12 日～21 日，中日

食品流通开发委员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第六次会议，四川省供销社副主任黄

宗伟出席大会。这次会议回顾了开发

委员会 5 年来的工作情况，检查中日

双方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改

进办法。会后参观了一些商场、市场、

基层“农协”等。

1989 年 6月 2 日～10 日，省社副

主任廖辉儒、省农资公司副经理蔡应

俭、赖亚超参加由省企业家俱乐部组

织的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赴泰国、

香港考察。在泰国主要了解农业发展

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及供应情况。在

香港同嘉陵公司联系购买化肥、农药

等事宜。

1989 年 11 月应日本冬棉公司的

邀请，省农资公司经理段永康赴日本

考察。参观了冬棉公司和“禾大壮”(农

用除草剂)加工厂、试验田，实地了解

“禾大壮”的经营、利用效果。参观了

“农协”的科研、销售机构。

第二节 来 访

1959 年 9 月，以武庭重为团长的

越南人造棉考察团一行 7 人，来川进

行了 73 天的参观考察。考察团主要是

了解四川人造棉的脱胶、梳花、纺纱织

布以及描绘生产机械图，还了解野生

植物的经营、具体措施和价格政策等。

考察团在商业厅棉麻烟茶局副局长王

恩德陪同下，在成都市和三台县等地

实地考察后，获得了较满意的答案。

1982 年 2 月，日本组合交易驻京

事务所所长茂木由一来川参观访问。

省社主任高风向其介绍了全省农业生

产和供销社业务情况，并由省社办公

室副主任周永彤陪同到简阳、新都县

供销社参观考察，着重了解农村改革

及其同供销社的关系，实行农业生产

责任制给供销社带来的变化等情况。

1982 年 9 月 29 日，以罗马尼亚

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消

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保罗·尼古列

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消费合作社代表

团一行 5 人，在总社副主任王厚德陪

同下，来川参观访问供销合作社。9月

30 日，副省长刘海泉会见并宴请代表

团。刘副省长介绍了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四川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情

况和供销社在搞活经济、促进生产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代表团在省社副主

任史明照陪同下访问了新都县新繁供

销合作社。



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邀请，英国

上议院议员奥拉姆勋爵于 1983 年 9

月 5 日来川访问。四川省供销社主任

张广钦、副主任史明照向来宾介绍了

全省供销社组织机构和体制改革的情

况，并由办公室主任曾富国陪同到什

邡县供销社参观考察。9月 6 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马识途接见并宴请了

来宾。

1984 年 4 月 18 日，日本“全农”

会长石川正平率“全农”友好代表团一

行 6 人，来川访问考察供销合作社。四

川省社主任史明照介绍了全省供销社

的情况，并陪同到都江堰市供销社参

观考察。4月 19日，刘纯夫副省长接

见代表团。

1984 年 12 月 4 日美国柑桔加工

企业毕垂斯公司朱陈建先生来川访

问，省社派科技工业处副处长吴宁镶

陪同到蓬安县进行实地考察，并就联

合建立柑桔加工厂或提供设备问题与

南充地区社进行洽谈。因厂家加工能

力小，交通不便等原因未成。

1984 年 12 月 21 日本稻叶健二

郎为团长的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菱

重工业株式会社、日本麒麟啤酒株式

会社组成的日本果汁饮料加工技术考

察团一行 7 人来川考察，同省社副主

任贾华廷为团长的四川省供销社引进

果汁饮料加工技术、设备代表团，就内

江、南充地区供销社引进日本柑桔综

合加工技术进行谈判，达成意向性协

议。

美国由于国内植物病虫害严重，

广柑树大量枯死，欲在中国开辟新的

货源基地，从广柑的栽培生产技术到

加工的各环节进行投资联营，然后从

中国进口广柑汁。以美国可口可乐公

司总裁安若霄、可口可乐日本有限公

司负责人岩村为团长的美国可口可乐

与日本三菱株式会社联合考察团于

1985 年 10月 10 日来川参观考察。

考察团与省社工业联合总公司就

柑桔的收购和加工问题进行了洽谈。

省联社常务理事、工业联合总公司总

经理曾富国介绍了四川柑桔生产和供

销社经营、加工的情况。考察团在公司

副经理冉启学陪同下到资阳柑桔生产

基地考察。省长蒋民宽接见考察团。

1985 年 11 月 19 日应省社邀请，

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食品部国际项目

经理康特尔和可口可乐日本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岩村为团长的美国可口可乐

公司与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联合考

察团一行 10 人，再次来川考察柑桔加

工。代表团在与省社工业联合总公司

进行了业务洽谈后，前往南充、内江等

地的一批果园进行考察。

1986 年 7 月 4 日～6 日，应商业

部邀请，由日本“全农”常务理事田中

率领的日本“全农”组合贸易代表团一

行 6 人，对四川省供销社进行考察访

问。省社派办公室主任张咸西陪同，到

金堂县淮口供销社考察。该社主任陈



杰介绍了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以及

供销社在促进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

用，供销社体制改革与发展情况。

1988 年 9月，商业部与联合国粮

农组织联合举办的中国水果、蔬菜流

通开发培训中心的澳大利亚专家威尔

斯来川考察柑桔和蔬菜的采后技术管

理情况。省社土产果品公司经理陈德

谋介绍了柑桔、蔬菜采后的技术管理；

威尔斯参观了成都水果蔬菜冷库、市

场；参观考察了四川省重山食品饮料

厂和井研县柑桔基地。

1990 年 10 月，威尔斯先生再次

来川对柑桔生产、收购、运输及保鲜情

况进行考察。省社土产果品公司经理

李时育向客人介绍了这方面情况。威

尔斯参观了成都市果品冷库、批发市

场，考察了简阳县三岔区供销社扶持

的柑桔种植专业大户李开贤的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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