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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
。
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
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
、交通邮电、外贸共10卷。

本书是《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内容包括：商业管理体制；市场形
势，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商业计划及执行情况；商业领域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与调整；
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日用工业品供需；农副产品购销；物资(生产资料)管理体制与市场供需；饮
食服务业；自由市场与市场管理；物价及管理；民族贸易十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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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商业管理体制
一、商业管理体制的改进与调整
二、人民公社商业体制变迁
三、商业部门办工业与中央商办工业下放
四、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机构分离与经营分工
第二部分市场形势，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商业计划及执行情况
一、市场总形势
二、“二五”时期商业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政策，商业计划及执行情况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商业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政策，商业计划及执行情况
第三部分商业领域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与调整
一、1958年后商业领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
二、1961年后恢复与整顿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与个体商贩
第四部分国营商业
一、国营商业机构、商业网与职工队伍
二、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
三、商品的计划供应与票证管理
四、侨汇物资供应
第五部分供销合作社
一、供销合作社体制、性质与基层组织建设
二、供销合作社的基本任务与主要工作
三、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管理
四、城市消费合作社
第六部分日用工业品供需
一、日用工业品供需
二、小商品、手工业品(三类日用工业品)供需
第七部分农副产品购销
一、主要农副产品购销
二、三类农副产品购销
三、农副产品的奖售和换购
第八部分物资(生产资料)管理体制与市场供需
一、物资管理体制的变化
二、工业生产资料(一、二类物资)的市场供需
三、农业生产资料供需
四、三类物资的管理与供需
第九部分饮食服务业
第十部分自由市场与市场管理
一、城乡自由市场政策与市场管理
二、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管理与代替
三、历年集市贸易概况
第十一部分物价及管理
一、物价管理体制
二、物价基本政策与调整
三、历年物价概况
四、高价商品概况
五、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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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供销合作社自营业务价格
第十二部分民族贸易
一、民族贸易机构的恢复和健全
二、十五年民族贸易基本情况
三、“二五”计划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民族贸易基本情况
附录一要事年表
附录二本卷所用部分资料目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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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关于经营方式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吸收好的
传统经营方式的基础上，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适合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经验。
当时，商品的经营方式是比较合理的，经营分工是比较细的，企业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
常的，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工作方法做买卖的。
　　在商品流通方面，不同商品有不同的经营方式：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如花纱布、大百货等
，按经济区划，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建立商品批发系统，实行统一收购、计划分配；品种规格复杂、
生产比较分散的小百货、手工业品，一般是通过批发和零售市场直接进行交易；农副产品、下杂货和
外来的干鲜果品，多是通过供销社和货栈进行运销；居民天天需要的副食品和某些日用家具等，多由
小作坊一面做、一面卖，产销兼营。
这些方式都是根据商品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
这些方式的并存，不仅可以互通有无，货畅其流，密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可以使
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使生产部门和零售单位直接挂钩，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反映市场要求，推
动产供销各方改进工作。
　　在经营分工方面，批发和零售业务划分得都比较细。
批发机构最多时，全市有二十五个专业公司（站），在专业公司之下，又设有许多专业批发商店。
零售也是按照商品种类，分设为百货、服装、鞋帽、文具纸张、食品、杂货、五金电料、煤炭建材等
专业商店。
由于经营分工较细、经营专一，就比较容易掌握商品的产销情况，能够及时反映市场供应关系的变化
。
　　在商品购销方面，产销之间、批零之间，不论是统购包销商品，还是一般商品，都是根据计划和
合同，按质论价，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
在规定的范围以内，零售单位可以自由选购。
上级企业通过计划和产销会议、供销会议等方式，指导所属商店的业务活动。
商店在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全面负责。
　　一九五八年以后，经营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行政手段代替了经济工作方法，过去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逐渐被抛弃了。
主要表现是：　　（一）一切按照行政区划办事，用统一收购、统一调拨的办法，代替了多种多样的
经营方式。
由于所有制改变过宽过急和统购包销过多过死，交易市场和货栈被取消了，分散经营的小作坊变成集
中生产的大车间，产销兼营、批零兼营、多头进货等许多好的传统被搞掉了。
现在无论什么商品，都是一律按照行政区划，由国营商业的批发系统统一收购、统一调拨、统一分配
。
加上商业权力下放过多，各地都强调地区平衡，[搞]“驱逐麻雀”的一套市场管理办法，至今又未改
变，因而形成了互相“封锁”，人为地割断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沈阳市和外省外地的许多经济关
系都中断了。
就是在沈阳市区以内，也是分成很多块块，按公社设综合商店，按居民委员会设零售点，市管批发，
区管零售，上下脱节，调拨不灵，甚至各区之间还要开物资交流会。
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商品的流通环节，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迂回运输和相向运输，而且市场越统越死
，物资越包越少，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销之间、批零之间的严重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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