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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沿革概述

潘展云

北海市创于道光中叶(1835)年左右。先有南澫，后成北海。其时不过为渔

船修补鱼网及补充伙食，渔需品之类而已，至咸丰初(1851)年以后，波山艇战

乱，西江阻塞。北流、玉林、南宁、百色及云南、贵州之货物，均取道北海集

散，所以商场日趋兴盛。而商人中以广府人较多，且力量宏厚，资金充裕，经

营有方，逐步掌握了北海商场牛耳。

同治元年(1862)建立了《敬义堂》，为广帮商人会议之所。这是商会的前身。

会员是广府商人，会员每年向总基金捐赠该年进口货值千分之一。设一理事会

工作，是义务的。有一领工资的秘书，常川驻堂。凡债务官讼交涉事，均集堂

会议。主要目的，当然为会员谋取本身利益，必要时照提供经济援助。

同治十三年(1874)广府商人又集资兴建《广仁社》于光绪元年(1875)落成。

初议为病重垂危者设一养病所，有不治者，即在此收殓。后变为停棺之处。社

址在珠海西市一小过去。现为医药公司仓库。

光绪十六年(1890)广府商人更筹成了《太和医局》，专办赠医、施药、舍棺

等慈善事业，与广仁社相通一气。值理分四班，每班四五人不等。司理一人，

常川驻局办事。另聘医师二人坐局。 (李源溥、李竹溪、易德轩等)以便贫苦

者到诊，十分方便。抗战胜利后，医局结束，原址改为敬和小学。(取敬义堂的

敬字)即现在的市第五小学。

同治七年(1868)《高州会馆》成立。会址在现外沙公社，成员多为劳动群

众，初期，主要包括小商贩，搬运工人及抬轿工人等，实质是工人俱乐部。在

他们的范围之外，影响不大。经费每月初二冯期在会员中捐银三毛。约五十余

人，用二毛办会飧，存一毛为会内费用。对地方公益事业作用也不大。但后期，



增加了梁用五、黄宗俸(高凉中学校长)等殷商，工作范围扩大，会费及捐款也

增多，情况就不同了。

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订立以后，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翌年(1877)

即成立海关，为英人掌握，故称洋关。(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规定清廷关税不能

自主)

光绪五年(1879)起，由于轮船通航，货物多转付轮船，于是生意口盛，华

洋什处，税务渐旺。北海上通云贵，西达越南，南至海南及南洋一带。由于轮

船代替了帆船的运输以后，商务日多，地方便日益繁盛。这时英、法商人也在

北海设立了商务处，洋货逐步充斥市场，也是促进原因之一。

光绪卅三年(1907)年清廷农工商部创委成立了“广东省总商会北海商务分

会”。初、会址设于广州会馆内，至宣统元年(1909)始建文明路会址。(即今文

明粮站)创始人是关焯基(南海人)、颜锡仁(钦州人)等 20 余人，均为地方绅士，

由清官僚五品顶戴贡生刘始昌至九品职员顾汝德等 29人组成理事会，会内设总

理一人、(首届为关锡基二届为颜锡仁)每年改选一次，下设财政、知宾、管印，

调查、书记等组，处理会务。

广州会馆成立后，敬义堂便并入其中。商务分会诞生后，便逐渐担负了商

务方面的一切工作。广州，高州、潮州、阳江及广西等五个会馆，便成为纯粹

的同乡会性质，专理侨居本地同乡群众的福利事务。至(195s)年才正式联合起

来。此时同乡会活动已完全停止，只把五个同乡会的经费，财产(各同乡会均购

有房产)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属民政科领导，至 59年 10 月移交房产局接管。

一九三五年商务分会改为合浦县北海商会，不独专理商人合法业务，并接

管了广州会馆的消防队、护商队、清洁队等组织。每个组织都有 30—40 人。

消防队从工商界的殷户分派名额，由热心地方公益事业者自愿参加，为义

务性质。每年训练演习三两次。在市内发生火警时集中出动，会内置有旧式救

火车两台及一切必须的消火工具，广府商人邓展南(后改为易剑雄)为召集人。

在防火救火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例如：一九四六年的珠海中路南昌隆行大火事件，仓库里的火柴，及天兰

号的炮竹纸料造成的火势十分利害，均在商会消防队的极力营救下，及时扑灭。

北海解放这日，国民党军队溃退在民权路的满载汽油的汽车，因两军对持起火，

整桶汽油爆炸，烈火冲天，把三个街口都封锁了。时枪声频频，人们多已迥避，

虽在商会消防队的勇敢抢救之下，仍不能扑灭。后来工商界人士谭雄、刘德等

振臂高呼，愿出花红奖金西贡纸两千元，在喻元栋、易剑雄等人积极发动下，

正是重奖之下，大鼓士气，群起攻之，熊熊火势，才被压服下去。方得免除这

一带居民户的灾难。奖金是事后在工商界中筹措发放的。这些事例都是市民们

有目共睹的。

护商队前身为商团，是由商会会长兼任团长。后改为护商队。专聘有受过

一定军事训练的人当教练员。初为冯其修（北海乾上村人)，后至郑坤山，(他

的工作时间最长)，后为林万里，至凌德才止。是专职脱产人员。由商会配以武

装及必要的军需、服装等，人数达百，因此虽年冬不靖，盗风甚炽，市民亦能

安居无恐，对地方治安，起到一定作用。但到后期在凌任手，已由地方上的联

防队插手，管理不善，这些团队，往往在渔船归来起鱼时，收取鱼税，故群众

反映，护商队已变成害商队了。当时的街道卫生工作，也是由商会负责开支，

雇佣清道夫专理街道卫生事务。直至解放后移交由北海医联会接管，具体日常

工作，仍由林怡贤主任安排。后改称为清洁队。一九三一年三月，商会建立了

电话所。自廉州可与石康、长乐、张黄、闸利、公馆、白沙、山口、南康、福

成各地官管电话线联络，以通消息。每次收费一角。凡外埠发来电话，则由专

差按址通知，不另收费，群众反映，十分方便。

商会自成立后，历届会长计有孔继严(孔裕记经理孔老十），梁绍徽，(广昌

和梁戴三之父)李子立、吴炳荣(吴胜隆经理)廖竹洲、黄则林、陈寿卿，(1935)

林次屏（1946)苏金波(1949)等多人。(由于“文革”期间，档案被毁，资料不

全，故暂缺)在此，也须一提的《爱群医院》的建立。由于北海商务日盛，在 1890)

年广府人成立了太和医局之后，业务逐步兴旺。为了解决实际需要，北海商绅



以黄则林、赵丽泉、许富元、苏东舫、卜位堂等为首，发起组织捐献筹建了北

海爱群医院。院址设在沙脊街(即荣昌隆隔邻宜仙楼对面)专办中医门诊，免费

赠医，以补太和医局之不足，延至解放初期还存在。

爱群医院之下，刚设有《爱生院》院址在现自来水厂后座，专供外地客商，

在北海无亲无顾者病危或死亡停尸停棺之处，免费给予方便。是谓北海商绅的

乐善好施之举，亦属地方慈善事业之一。在每年冬天岁寒之时，仍进行施衣施

粥之事，使穷途无依的人，不致露尸街道之中。这是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

社会特有现象。当时，爱群医院和爱生院确实与太和医局和广仁社分担了社会

福利责任，为北海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一九五二年《北海医务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办公地址设于现人民医院对

面的林宝珊住宅楼下，由林怡贤主任、苏健今付之。直接代表政府接收了爱群

医院及爱生院两组织。继续加强领导，使老中医李源溥、陈良清、苏健今等继

续在爱群医院轮流义务坐堂，维持每天赠医业务，并与北海寿而康、正和堂等

多间中药店联系订约，凡爱群医医院药方一到，即记账赠送。到年底结账。后

因经费枯竭，林怡贤、苏健今等多人曾联合到市内各大商户捐献，才能了结药

费的拖欠。

解放初期，爱生院的业务，也没有停止。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由医联会

奉令组织成立了《北海市人民中医院》爱群医院及爱生院均归并中医院接管。

才正式结束了本身的业务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北海解放了!

解放大军八三部派员与李梓明同志组织了“北海市人民临时办事处”设于

商会之中。由工商界人员苏金波、林次屏、黄宗达等多人，负责开展支前工作。

一九五○年二月一日六万山区支前司令部令改为“北海支前司令部”后又改为

北海市支援前线委员会”由六万山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谭俊、政委陈华。)直

接指挥。委员会内设主任委员由伍朝汉担任，参谋为姚为政、伍明信、李梓明。

下设粮食、采购、总务、慰劳、民工等五个科。均由工商界 i-tl 热心人士任科



长，如黄宗达、喻元栋、陈锡汉、苏金波、刘德等多人，积极开展支援前线，

解决军队所需的柴、粮、经费及协助遣散俘虏等工作。同时组织船工，积极训

练渡海技俩。对解放涠洲、海南岛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支前工作结束后，合

浦县长朱澜清颁发了奖状为北海工商界如喻元栋、苏金波、刘德等多人给予表

彰以资鼓励。

接着，抗美援朝期间，全市爱国商人，热烈拥护政府，最初自动捐献总数

达五亿三百四十多万元。向志愿军和朝鲜久民军的慰问品也捐了一千四百九十

三万元。同时最后在自愿自觉的原则下，完成九亿多元的购买《北海号》飞机

的任务。

一九五○年底，成立了《北海工商业联合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与旧商会同

时并存，至工商联成立后才撤销。

在北海市委统战部及工商局领导下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北海市工商业

联合会》正式成立了。首届主任委员为张建业。二届(1958)至三届均为苏金四、

四届(1956)为张建业。五届到七届(60—81)以迄现在均为林虹。在这期问，经

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工商联的工作，已陷入奄奄一息的状态。对工商联

的看法，已属于“危险”的资产阶级范畴。在此狂澜逆流，凶涌澎湃的艰难年

代里，工商联本身能够坚持下来，不致中断或倒闭，不能否认其能耐性的坚强

作用了。

1959 年以前，工商联的经费都是自筹自给的。是由收取会员会费进行维持。

后经国务院批准自 59年一月一日起，停止收取会费，纳入国家预算。人员编制

也列入行政编制，正式属于国家单位之一。

解放以后，工商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工商界积极学习党的政策，提高

思想认识觉悟，在减少偷税漏税，消除五毒，热爱祖国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由此，出现了(56)年的新高潮，主因也在于此。

1956 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商联在此起了全面的推动

作用。因此，全市的工商业者也和全国一样，很快地便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



完成了历史上所赋予的光荣的任务，合营后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以上是工商联过去的历史作用。

当前，时代不同了，对工商联的要求也不同了。北海已成为全国二十个海

港城市之一。去年四月，中央更宣布为十四个对外开放港口，实施优惠政策。

由此，历史对工商联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进一步开刨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国务院已批准成立中国工商经济服

务部，是民间组织，根据国家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以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开

展经济咨询服务为宗旨。其业务范围主要是：接受国内企业或单位的委托，为

引进技术、设备、资金、联系海外厂商，促成业务来往，起媒介作用；接受国

内外企业或单位的委托，代理代办各种业务，与具备条件的海外厂商进行合作，

为国内外的企业单位来提供有关经济方面的信息。

在此情况下，北海工商联也于 88年成立了咨询服务机构《咨询服务组》(现

改为咨询服务公司)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工作，在开发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上，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央领导张劲夫同志说：“工商联许多老同志，对四化建设十分热心，“老

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敬佩!你们有搞工商外

贸的经验，你们和国外港、澳、台、的工商界有很多联系，也有影响。这是你

们的有利的特定条件，以后一定要充分发挥工商联的特点，重视你们的影响和

对外联系”。

由此可见，今后在国家的“四化”建设中，工商联的作用，还是任重道远。

不独搞工商联本身工作的同志，要加倍努力，局外人也应有一种新的看法。何

况开放已被中央宣布为国家的既定的永久的政策，祖国的前程是无可限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