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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我区

（县）商业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是于

1981 年底从外地调回房山分配到县政府财贸办公室工作的。

以后虽然机构几次变革，但我一直没动地方。直到 2000年

退休。亲眼目睹了商委的历史由来及国有和供销合作商业的

巨大变化。 

1982年，当时县委里设财贸部。主管全县财贸单位的政

治、组织、人事、宣传、教育工作。在县政府里设财贸办公

室，主管全县财贸业务工作。 

当时的财贸部门有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稍后设立）、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保险公司、工商局、供销社、粮食局、

工业品管理处（公司）、副食品管理处（公司）、饮食服务

公司、外贸公司。供销社下边还管着药材公司，工业品管理

处（公司）下面管着石油公司，副食品管理处（公司）下边

管着食品公司、菜蔬公司及市县双管的糖烟酒公司。财贸部

除上述单位外还管着物资局和煤炭公司的党务工作。除此之

外，在燕山地区还有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和回收公司。河

北小矿区还有五个供销社和矿管商店。在四〇一所还有四〇

一商店，它们都有各自上级主管领导机关。 

1984年县里撤销财贸部和财贸办公室，合并成立财政贸

易委员会。1987年，财政、银行、工商等单位以及石油公司

划归县计委（现发改委）。财贸委改为商贸委。燕山、房山

合并后成立了外经委。外贸公司划归外经委。商贸委改为商

委。在这期间食品公司、药材公司分别从副食品管理处（公

司）和供销社划出成为独立单位。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大楼

又从副食品公司单列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单位。 

以上就是商委的历史由来及所属单位变化的大致情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前期，改革开放解放的

生产力，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开始涌现，群众

收入增多，市场活跃起来。而在这期间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在

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在商业战线国家对国有和供销合作商业

的支持还在发挥着作用。使得这期间成为国合商业一个重要

发展和兴盛期。 

粮食局是一个政企难分单位。从 50 年代开始，直到 80

年代，国家根据长时间粮食短缺的国情，为安排好群众生活，

实行了长时间的粮食统购统销和定量政策。农民生产的粮食

和油料除自食外，由粮食局统一收购。城镇居民吃的粮食和

油，由粮食局按定量供应。粮食收购价和供应价倒挂，即收

购价高于供应价。形成的亏损由财政如数补贴。改革开放前，

粮食局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控制下，过着安稳日子，但一直没

有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 8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粮食

市场部分开放，议价粮出现。新的生猪饲养办法，带动了生

猪饲养业和饲料加工业的发展。粮食局在继续坚持统购统销

的同时，利用自己拥有的场地、设施、原料以及渠道优势，

开展议价经营、饲料加工以及生猪饲养。在尝到一定甜头之

后，又利用自己的基层企业在十渡占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

涉足旅游业。利用在大石窝的场地开展石材加工。一系列办

法，使粮食局出现了新的发展期。职工人数从 1980年的 1461

人发展到 1988年的 1896人，商品纯销售额从 1980年的 3619

万元发展到 1988年的 7697.4 万元。使 80年代成为粮食局

最兴盛时期。 

食品公司与粮食局近似。那时，房山属农业区。养猪是

农民的重要收入和肥料来源，农民家家户户养猪。所养生猪

由食品公司收购，大部分调到市里，部分按定量销售。生猪

收购和销售价格也是倒挂。亏损由市公司补贴。1988 年，这

种补贴达到 802万元。那时，在房良两地及重点集镇共设十

几个购销站，仅房良两地就有 11个肉店，在良乡有一个相

当规模的肉联场，全公司 600 多职工。收猪、杀猪、卖肉、

调市，经常是门庭若市。1980 年，这个公司商品纯销售额是



1060万元，1986年达 3109.5 万元，1988 年是 3090.5 万元。

这是这个公司发展最兴盛时期。 

菜蔬公司单位不大，1985年时有职工 199 人。在房良两

地及重点厂矿设 11 个菜站，两个大型菜窖，一个豆制品加

工厂。农民种的菜要交到菜站收购，蔬菜和豆制品按副食本

供应给居民。购销实行价格倒挂，亏损由财政补贴。1980年

时这种补贴是 41.8 万元，1988年达到 101.8万元。当时是

一个令人喜欢和向往的单位。 

工业品、副食品和饮食服务公司是房山国有商业的主体。

工业品、副食品两公司，不仅在房良两地有绝对主导地位。

还通过自己的批发机构向农村扩展。在农村也有相当影响。

他们依靠与市里上级单位的市区双管关系，享受国家稳定货

源供应和资金支持。长时间主导着房山的工业品和副食品市

场。饮食服务公司在市饮食服务局的原材料和资金支持下，

主导着房良两地的饮食服务市场。吃饭、住店和有关服务都

离不了他们。 

改革开放前国有商业受两方面限制，一方面受国家经济

发展慢，物资长时间短缺的影响，国家㧱不出更多东西发展

商业。另一方面，群众收入低，拿不出较多的钱来买东西，

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在市场短缺情况下，国有商

业在相当程度上充当着政府分配物资的作用。改革开放后，

经济发展加快，群众收入增多，商业有了加快发展的条件。

虽然社会商业的崛起，竞争加剧，但在 80年代国家对国有

商业的支持仍然存在，国有商业对市场的主导作用还相当程

度存在，特别是在市里上级单位不仅掌握着主要货源，还有

宝贵的资金支持。不少凭票、凭证供应的市场紧缺商品还在

他们手里控制。种种原因使得国有商业在市场竞争中，仍处

于优势地位。那时，在房良两地最火的商场、商店是这两个

公司的。重要商品和市场紧缺的商品，还由他们供应。使这

个时期成为这两个公司的发展兴盛期。工业品公司 1981年

商品纯销售额是 7426万元，1988年上升的 10852万元，副



食品公司 1981年商品纯销售额是 1318万元，1988年达到

5369.6 万元。这是这两个公司发展最快时期。 

农村供销社是我区建立最早的商业单位。改革开放前，

在物质长时间紧缺情况下，国家为了安排好农村农民的生活，

活跃农村市场，在农村建立了完整的商业服务网络。其网点

遍布每个集镇和乡村，上面有稳定的供货渠道。化肥，农药，

由他们专营，物资回收由他们独占，农副产品除粮油外只能

卖给他们，农村农民所需的糕点副食，由他们加工按本供应。

使得供销社在我区农村商品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谁敢从

中插手经营，会被打成投机倒把。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虽

然开始，市场逐渐开放，社会商业兴起。但对供销社在农村

商品市场的主导地位，还很难撼动。在上世纪 80年代，使

供销社借助仍然占有的市场主导地位和日益活跃的商品市

场，进入一个重要发展期。1985年，房山供销社有职工 3794

人。服务网点 300 多个。商品纯销售额是 13170万元。1988

年达到 17865.8万元。较长时间是房山商业第一大户。 

医药公司是一个不到 100 人的小单位。但在计划经济下

对药品、器具实行专营，医疗单位不能直接从厂家或上级公

司直接进货。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医疗单

位直接从厂家或上级经营单位进货还是遮遮掩掩。由于医药

及器材新产品日益丰富，使上世纪 80 年代成为这个小单位

的重要发展期。1980 年商品纯销售额是 753.9万元，1988

年上升到 1797.5万元。 

上面就是房山国合商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取得重大发展

的大致情况，据我掌握的资料，1981 年，房山国合商业商品

纯销售额就是 26715.8万元，1988 年达到 57242万元，平均

每年增长 16.39%。可以称得上是高速度。那个年代，社会上

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

是说那时最吃香的工作，是以上几种人，这里面就有商业售

货员。说明商业工作在那时是很受人欢迎的，特别是那些管

紧缺商品和票证的，管批烟酒的，管批猪头下水的，真是吃



香的很，经常让人踢破门槛。这反映了当时国合商业的兴盛

程度。 

进入上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

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物质较快丰富起来。存在多年的卖方

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国家在物资短缺情况下实行多年的粮

食统购统销，生猪，蔬菜派购，商品物资按计划层层分配调

拨，紧缺商品凭票、凭证、凭本供应的执行者，即国合商业

的政府职能逐渐减弱，政府支持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改革

开放的深入，市场的逐步开放，社会商业迅速崛起，一步步

挤占原来的国合商业市场，使其市场地位发生转变。 

首当其冲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解决了我国多年来的

粮食短缺问题，为解决实行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和定量供应

提供了基础。1993 年，国家明确发文，实行这一政策，使购、

销、调、存、加工一体的国有粮食企业很快陷入困难。房山

原有的十几个粮管所，五十多个粮站，房山良乡两个大型收

储库兼加工厂，六个相当规模的饲料厂纷纷关门或搞其他。

只有几个仓储企业扩建升级，靠领取国家仓储补贴生存了下

来。 

由于国家粮食问题得到解决，养猪有了较充足的饲料，

加上科学喂养，使养殖业有了长足发展。取消实行多年的生

猪派购和吃肉补贴有了物质基础。房山农民改革卫生习惯弃

养生猪又使食品公司无猪可收。就在国家取消粮食统购统销

和定量供应不久，取消了生猪派购和政策补贴。这个公司投

巨资盲目建起的果糖厂又吞噬了大量宝贵资金，使食品公司

举步为艰。收购站、肉店、大型冷库纷纷关门停业。600多

人的公司职工各寻出路，仅存的十几个职工靠几处尚存的房

产收取租金艰难度日。 

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买方市场形成，

区国有商业市里上级连自己都已自顾不暇，靠山不再可靠。

九十年代初，又出现了全国性市场疲软。房山国有商业困境

难免。为改变这种状况，1997年，经区领导批准，把国有商



业工业品、副食品、服务、商业大楼四单位合并，成立商贸

集团。但此举短时期并未见明显效果。除饮食业、商业大楼

和新成立的华冠外，多数企业困难重重。百货、五金两个大

的批发公司和成立时间不长的采购站破产。全区唯一的超万

米商场人民商场投巨资扩建，长时间不能正常开业，成了大

的拖累。令人欣慰的是，新成立的华冠公司在原国有商业网

点基础上实现凤凰涅槃，取代了原国有商业和供销社地位，

成为商界新星。 

原来主导全区农村市场的供销社，在农村社会商业的崛

起和买方市场形成的形势下，失去原来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

丧失对农村市场的主导作用。所属的大量门店在社会商业的

重重包围中生存困难。化肥、农药专营，物资回收独有，农

副产品采购独占的政策优势，相继烟消云散。过多的文化不

高的临近退休的老职工难以支撑日益困难的企业，纷纷另寻

生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退出农村商品经营市场，

仅存的一些职工靠尚存的一些房产收取租金，当起了二房东。 

原来市区双管的药材公司，由于医药市场开放，独家经

营的格局被打破。医疗单位为了本身利益，纷纷改变进货渠

道，直接从厂家或大公司进药。小公司难以与这种趋势抗衡，

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不得不忍痛被民营企业收购。 

原来一直受人垂青的糖烟酒公司，烟草分出成立专卖局

（公司），粮食多年丰收使靠粮食酿酒的新老酒厂大量发展

起来，纷纷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使这个公司失去了存在基

础，走向了穷图末路。 

一个曾经有上万名干部职工，是党和政府下面的一个重

要部门，几十年中，在房山商品市场一直呼风唤雨、叱咤风

云的国合商业，曾几何时，在改革的大潮中，渐渐失去了自

己的主体位置，让位给在优胜劣汰中成长起来和挤进来的新

的商业组织和商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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