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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业老字号的历史现状及其开发对策 

栾玉树 

重庆商业老字号是先辈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它是巴渝历史上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全国各地商业文化

的集中体现。在今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充分利用祖先赋予我们的这笔难得的无形资产，开发利用老字号潜在的传统文

化价值，使其在商业现代化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是我们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道严峻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回

顾重庆商业老字号的历史发展，揭示其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寻找重新振兴老字号、加快其发展的对策及途径。 

一、孟庆商业老字号的历史演变及发展 

重庆老字号商业企业的演变，是半个世纪甚至百年来重庆民族产业发展的缩影，一家老字号便是一部传统文化历史的真实

写照。每个历史时期，它的发展无不受到当时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老字号企业虽经历了无数次磨难和冲击，它仍

以顽强的生命力艰难地生存下来。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中，老字号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仍是其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重庆商业老字号企业产生的背景及条件 

重庆城区商业贸易自古就比较发达，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到近代它已是长江上游最为集中的商品集散中心，商业繁盛，

企业众多。1891年重庆开埠后，西方各国商人纷纷在重庆中心地带开辟洋行和公司，洋货大量涌进，农副土特产品被源源输出。

此时，商家字号林立，茶楼酒店遍布大街小巷。本世纪初，留真、陶乐春、适中楼、留春幌、世盛斋、万县阅江楼、小洞天等

店号在重庆本地已颇具影响。 

然而，重庆商贸的真正鼎盛还是在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外埠工厂商号内迁，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

重庆人口竟由战前的 33 万剧增至 100 万以上，各行业巨贾富豪蜂拥而入，重庆商贸也处于空前繁荣阶段。1939-1943 年间，全

市共有大小公司、商店 27481 家，商业同业公会 123 个，银行、钱庄 162 个。当时，重庆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在

此期间，重庆百货业出现了庆汇纱号、恒义升、华华绸缎公司、中国棉业公司、重庆中国百货公司、宝元通等大型百货专业公

司;针纺织业出现了九龙、大美、上海公司、华新、新昌、云华祥、大昌祥、伟康等企业和商号;文具用品行业出现了四宝斋、

邹文光阁、华成、中国文具社、振华、大明、钢笔大王、王音斋、宝音斋等名店;书籍商家有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广益、

生活、新生活、陪都等;餐饮业有小洞天、留春幌、陶乐春、适中楼、醉东风、暇娱楼、九华园、白玫瑰、凯歌归等著名餐馆;

照相业有雪 J怀、留真、光华、皇宫等著名相馆;理发业有老巴黎、一乐也、新时代、大光明、南京、中国、白宫等理发馆。 

抗战时期，重庆城成了全国各地商业文化荟萃的大舞台。随着国民政府的搬迁，大批达官贵人潮水般涌入重庆，上流社会

商业消费所不可缺少的知名商业店号也随之而来。如广东的“冠生园”、苏州的“陆稿荐”、湖北的“四象村”、北京的“丘二馆”

等一大批国内知名店号纷纷随着权贵豪门落户山城，各地商人将资金和技术带过来，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以餐饮业来讲，1943

年在全市中西餐食业公会 260个会员中，川菜馆有 110户、江浙馆 45户、北方馆 27户、粤菜馆 15户、鄂菜馆 15户、警菜馆 5

户、徽菜馆 3户、西餐馆及咖啡馆约 30户，其中，外地风味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全国各地的名特风味，在重庆均有店经营。如

陆稿荐的苏州肴肉、冠生园的粤点、四象村的湖北烧麦和豆皮、三六九的江浙鳝鱼面，等等，在风味上真可谓南北荟萃，异彩

纷呈。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著名金融家、美丰银行董事长康心如于 1947 年在市中心建成“群林大楼”，店名招牌由于右任书写，

次年商场开业。当时，进楼经营的门店商号达 68家，经营服装、百货、委托、钟表、文化用品、医药、糖果、照相等，且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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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及委托为主。其中，经营服装的 25家店号，在省内外及港澳都有一定影响。百货业主要经营香港产品，委托业主要经营旧货

及美国商品。群林一开张就跻身于重庆名店、大店行列。 

一些店号除了商品销售外，还从事这些产品的加工生产、餐饮经营，如冠生园、人道美等字号既有商店，又有加工厂，冠

生园还开办饮食部，该字号在重庆设有多家分店。 

(二)老字号商业企业的发展历程 

抗战时期，重庆原有的老字号企业.如留真相馆、颐之时、皇后餐厅以及全信裕、德生义、天锡生、宝元通等商号，都借势

得到发展。迁人企业也业务壮大，生意兴隆。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大部分老字号企业曾遭受严重破坏，如“留真”、“华

华”、“人道美”等店号都曾被炸毁，但它们仍能顽强生存，以强烈的民族精神支持抗战。然而，随着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

南京，众多官僚资本及民族资本东调，重庆原有的经济地位被严重削弱，加上美货倾销，外来人口急剧减少，市场需求萎靡，

通货膨胀严重，整个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众多老字号企业还受到国民党政权要人的欺诈和掠夺，有些店号经受不了流氓地痞的

捣乱，只得被迫把店面转让出去。据统计，1946-1947 年间，重庆市的工厂和商店倒闭和歇业的达 7000 多家，占总数的 80%。

物资集散吞吐量、经销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的网点大幅减少，一些名赫一时的商号、老店也不得不淡出市场。 

解放后，由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一些老店开始停止经营。餐饮业中的小洞天、醉东风、国民酒家、大

春楼、老宝和、汉宫、五芳斋、正味轩、正和园等名店相继歇业。同时，人民政府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没收官僚资本，组建

了大批国营化专业公司。也出现了一批在百姓中口碑不错的商家字号，如重庆饭店、解放碑餐厅、昊抄手、味苑、小滨楼、上

清寺餐厅等为数不多的餐饮服务业名店。然而，1956 年开展对私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大批老字号企业转为国营，个体私营企业

逐渐减少。 

“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体私营经济被排斥，老字号招牌成了“封资修”的代名词，店名被强令更改，“人道美”改成.“东

方红”、“.群林市场”被改为“工农兵市场”、“冠生园”被更名为“东风糖果店”、“陆稿荐”改为“勤俭”、“九园”改为“红星”、

“上清寺餐厅”改为“向阳餐厅”，老字号招牌已几乎难觅踪影。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同时恢复传统老字号，“小洞天”、“群林市场”、“冠生园”、“陆

稿荐”、“九园”等一大批重庆老字号名店得以恢复。“小洞天”、“人道美”等企业利用老字号招牌这种无形资产，不断壮大企业

规模，把企业引入集团化经营的道路。 

(三)重庆商业老字号的历史作用 

重庆众多的老字号企业产生于抗战时期，是抗战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它是全国各地传统商业文化精粹与巴渝地方特色的结

合，因此重庆老字号影响深远，魅力无穷。传统老字号的历史发展，对于活跃地方经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突出城市文

化特色，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首先，历史上的老字号促进了重庆民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老字号企业主要是由民族工商业者，尤其是由一大批中小民族

资本家组建，它们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解放前，这些企业大多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洋货的冲击，

一些企业经不住国统区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的影响而歇业或倒闭。在今天，老字号企业仍面临着外资企业的冲击，保护和发展

民族产业仍然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次，老字号企业对于丰富城市居民生活，凝聚市民情感作用非浅。过去的老字号大多是生产和经营与人民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的消费品，或提供相关的服务，如丝绸、百货、食品、照相、理发、餐饮等。一些老字号由于技艺高超、商品及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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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有较高的信誉度。在此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人们比较放心，市民们与它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字号对于众多“老重

庆”热爱山城，情感倾注山城，起到了巨大的凝聚作用。 

再次，老字号对于突出城市地方特色，发展地方文化，促进本地旅游业发展均起到较大作用。历史上，重庆一直是巴蜀文

化的集中发源地之一，受此文化以及当地资源的影响，丝绸业、盐商业、茶商业、药业、食品业较为发达，餐饮则因其著名的

“四川菜系”而闻名中外。相应地，众多老字号企业成为了发扬巴蜀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重庆也是外地各类文化的汇聚地，

江浙、上海、广东、湖北等地的老字号也都扎根于重庆。老字号成了昭示地方特色，吸引旅游人士的一项重要因素。很多外地

旅游者来到重庆，都要慕名前往“老四川”、.“颐之时”等老字号名特餐馆品尝地方风味。 

二、重庆商业老字号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市与全国一样，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形式，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同时，众多老字号

企业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些老字号招牌又重新竖起，一些身怀手艺或绝技的老字号传人又被请回店内。 

政府有关部门还注重对传统技艺的保护，多次举办竞技比赛活动，为优胜者颁牌，让老字号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然而，

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重庆市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重庆众多的老字号企业受到冲击和影响。它们或者自身的经营机制

不能适应市场变化，或者受到竞争对手的激烈冲击。更严重的是，一些政府部门为了眼前的利益，在城市拆迁过程中牺牲老字

号的利益，使众多老字号无家可归。也有很多的老字号生意难以为继、经营惨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l、有关部门领导对商业老字号仍缺乏应有的重视，不少人看不到老字号企业是一个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和重要的城市

特色。是商贸经济发展中不可多得的无形资产，他们过于看重眼前短期利益，而对于体现城市文化底蕴的传统东西视而不见。

在城市及其商贸发展总体规划中对于老字号的恢复和保护未予通盘考虑，在网点规划与建设、网点扩张上不能有意识地扶持一

批有发展潜力的老字号名牌企业，进而无法发挥老字号企业对于增进市民荣誉感和凝聚力，提升城市档次和知名度，带动旅游

业、促进商业服务业发展，满足市民生活需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一些老字号企业不能适应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要求。老字号几乎已成了陈旧、过时以及落后的代名词。

在硬件上，众多企业的工艺及设备陈旧、老化，如不少餐饮老字号的产品生产仍靠手工操作，厨房设备竟然仍是几十年前的老

装备。在规模上，众多老字号企业仍是小打小闹，缺乏扩张的能力和动力，多年来企业缺少资金投入。同时，众多企业历史包

袱沉重，经营成本过高，离退休职工过多，仅职工医药费等支出便让企业难以承受。在产品形式上，缺乏改革和创新，产品不

能及时随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而变化，如一些餐饮老字号风味食品依然保持几十年荤肉油腻不变。在经营上，许多企业虽说在机

制上进行了改革，但仍然没有摆脱原来国营企业那种管理上粗放、分配上吃大锅饭的老毛病。因此，老字号企业普遍出现人才

流失、技艺失传的严重现象。也有部分老字号实行承包经营后，承包者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坑蒙掺假，极大地损害了老字号的

声誉。 

3、老字号企业正受到外资商业企业的激烈冲击。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资商业逐步打开大门。大型外国商业跨国集

团，尤其是一些国外及港澳台实力雄厚的老企业，如连锁商业的家乐福、太平洋百货、屈臣氏，餐饮业的肯德基、德克士、加

州牛肉面等外资企业先后挺进重庆中心地带。这些企业咄咄逼人、来势凶猛，有的干脆在我们一些老字号门边摆起战场，如肯

德基、德克士相继在重庆老字号餐饮企业颐之时、冠生园、皇后餐厅处开业。在重庆中心地带的解放碑购物广场，一家家传统

老字号让位于外国名牌服装商品专卖店，让位于外国洋快快店，让位于外资婚纱像馆。这些洋店凭其标准化产品、规范化的服

务、强烈的宣传攻势，在竞争中高高胜出。由于我们的企业实力不济，便屡屡落败于对方，有的只好让对方驻进了自己的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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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拆迁严重影响了老字号企业的生存。近几年来，重庆市城区进入了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过程中，而大多身居闹市区的

老字号企业无疑都受到极大的影响。由于有关部门过多考虑如何吸引开发商、外资企业，而忽视了对老字号企业的保护，致使

很多企业拆迁后无家可归，或者在还房时被安置在冷僻背街、地下或高楼处，使得这些企业丧失原有的经营条件，被迫把店面

拿去出租，不少企业靠门面出租来维持企业职工的生计。如重庆名特小吃公司下属的老字号名小吃店原来有三十多家，到目前

这些店仅存不足十家。闻名山城的陆稿荐、丘二馆、沙利文、心心西餐厅、川北凉粉等老字号餐馆已销声匿迹。重庆解放碑百

货公司下属的七家老字号商店中，目前仅有三家正常营业，大昌祥、国利小百货、化纤商店三家重庆闻名的老字号由于城市拆

迁被迫关门多年，张小泉剪刀店被迫搬回公司顶楼，只做批发而放弃了零售业务。另外，老四川、重庆金店、留真像馆等一大

批老字号都面临着店面拆迁，这些企业也都面对着同样的生存问题。 

三、开发及利用商业老字号的对策建议 

老字号企业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财富，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民族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毛主席曾在《加快手工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一文中谈到传统商品及字号问题时说，“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

一定要来个恢复，而且要搞的更好一些。”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老字号仍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块金字招牌、一笔宝

贵的物质财富，它不能被我们忘记或抛弃。开发利用老字号潜在的传统文化价值，让其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焕发新的生机，这

是今天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中所应直面与解决的问题。 

对老字号的开发和利用，应当坚持的原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注重发展，在保护的前提下突出创新。不能将老字号当作一种

沉重的包袱，它必须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应将传统老字号与现代化生产手段及现代化经营方式结合起来，同时加快产业

化经营步伐，增强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老字号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能焕发新的生机。为此，我们认为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解决老字号发展中现存的问题，加快其发展: 

1、强化对发展老字号作用的认识。开发利用老字号应从保护和继承历史文化的高度来看待，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应加深认识，

这一点我们做的尤为不够。北京和上海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两个城市在王府井大街及南京路的步行街改造过程中，非常注

重对传统老字号名店的保护，让这些老字号在商业街中处于较佳位置，并有装饰美观的店面，从而使得这些现代化商业街充满

了传统文化气息。因此，我们在城市发展及城市拆迁过程中，对维护和保护老字号应有整体的思路和规划。对拆迁的企业，应

保证其过渡和尽早或优先安置。对已销声匿迹的老字号企业，有条件的应考虑尽快予以恢复。同时，在生产及经营资金等外在

环境上给予扶持，为老字号加快现代化改造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供帮助。 

2、加快老字号企业所有制改革步伐，国家应尽快退出该领域，让多种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调

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对于老字号这些商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应放开搞活，国有成份应尽早

退出。根据老字号企业一般规模不大、并不影响国计民生的特点和其自身要求，对其进行产权改造，包括实行股份制改造、向

社会或私人拍卖和出售、归还给原产权人或继承人、对外合资等形式。通过对老字号企业所有制的重大改革，来改变它的经营

机制，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经营活力。 

3、促进老字号企业尽快与现代化接轨，壮大其生产经营规模，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老字号企业要加大生产经营的科技含

量，在生产工艺上、服务上改变过去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引进现代化的生产及服务设施。不能再完全依赖老一

套手工式的经验，要运用现代化手段从事生产与经营，为消费者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商品和服务。同时，改变原有的陈旧的

商品经营结构，更新商品及服务内容。老字号不能再小打小闹，要在巩固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通过发展集团化连锁经营等方式，

扩大企业规模和自身的影响。大力建立老字号连锁网点，对所经营的商品实行统一进货、统一配方、统一制作、统一配送。众

多餐饮老字号要探索实现烹饪工厂化、加工产业化的途径，加大生产与经营的产业化力度，同时要摆脱店堂的束缚，主动走出

去，把产品打入超市，打入更广阔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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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加强对老字号传统技艺的总结继承，使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挖掘老字号的企业文化内涵，弘扬老字号的传统经营理念。

有关部门要组织人员对传统老字号的产品制作、服务技艺以及传统经营管理思想进行整理，使之不致失传。同时，应定期组织

老字号企业进行技术竞赛及评比活动，对老字号名店进行资格评定，对老字号企业予以颁牌认定。另外，还要继承老字号优秀

的传统经营思想，不少老字号企业都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精神财富，如它们所强调的“本心”、“本领”、“本钱”、“真工实料”

以及“顾客至上”的经营作风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学习效仿，这些经营理念都应得到继承和发扬。 

5、老字号企业不能自满于过去，其产品及服务必须不断创新，才能适应现代消费者需求及市场的不断变化。在过去计划经

济年代，老字号所经营的商品普遍走俏，在买方市场特点日益突出的今天，如果还象以前那样经营则显然行不通了。因此，在

继续发扬保证质量、坚持守信的传统经营思想的前提下，应着重研究消费者需求变化特点，以消费者为中心组织商品生产与经

营。同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再搞大而全、无重点，要走专而精的道路，突出重点及特色商品经营。商品、管理、人员素质

等方面都要强调“专”和“精”。另外，老字号不能因为自己名声在外，就抱有“好酒不怕巷子深”的保守思想，要加大老字号

的宣传力度，学会在竞争中为自己吃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