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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r_商行政管理部门是综合性的经济行政管理机；篆。它。在繁荣社会

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在目前”认真

执行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昀决定，进一步贯彻“对外实行开放，

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工商

行政管理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将愈来愈显示出来。’．、’-J

建国以来，我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霜

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斡

各项方针政策，为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

做出了一定成绩。

三十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_--j雷三中全会以来，县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都有必要进

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因此，编写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就成

了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也是多年的愿望。当前，在县委和政府的

关怀指导下，全县性的县志编写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各个部门的专志

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领导对此高度重视，通过加

强领导，组织人员，搜集资料，调查研究，专人编写等一系列工作上

的积极努力， 《盂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及早问世了。这是一件有益于

促进现实，惠及未来的值得祝贺的事情。

本志共分八章，十二节，约四万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县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间的基本情况，认真总结了

建国三十五年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成绩和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县
· 1 、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任务；市场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个

体工商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和商标与广告管理等内容。重点反

映了党的十-届三中金会以来，我县王商行政管理工作和工商企业、

个体经济、集市贸易蓬勃发展， 日新月异的新局面。同时，还记录了

一些反映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实况的图示和照片。

本志编写中，认真坚持了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尽

量做到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翔实。为了解和研究我县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的史实，总结积累和提供了宝贵资料。使我们“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供今入使用，后人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利用价值。我

们深信，《盂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出版，对促进我县经济体制改革

与经济振兴，进一步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将产生应有的作

用．

高 承 治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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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盂县位于晋东，北倚五台、定襄，东临河北省平山、井陉，西与

阳曲、寿阳接壤，南与阳泉、平定为邻。东西长七十五公里， 南北

宽七十公里，面积二千四百四十一点七八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金县

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六以上。

本县原属晋中地区管辖，一九八三年九月划归阳泉市。全县有四

个镇，二十一个乡，五百三十一个行政村，八百五十四个自然村，人

口二十五万四千一百六十一人①。

盂县矿藏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主要有煤、铁、铜、铝矾土、云

母、大理石、白云岩、耐火粘土等二十多种，其中煤、铁储量丰富，

分布范围较广。全县可耕面积五十四万亩，农副土特产品丰盛，盛产

玉米、谷子、山药等；花椒、核桃是晋省重要产区之一。

到一九八四年底，全县共有工商企业一千六百二十七个，其中国

营、集体工业企业五百一十七个，商业企业七百六十七个，饮食服务

业八十个。加上个体工商业二千二百二十一户，初步形成了各类企业

同步发展的局面，成为本县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设在县城钟镇街财贸大楼三层。局以下设四股

一室八所，正式干部、职工五十一人，其中县局二十六人，基层工商

所二十五人，担负着全县工商行政管理任务。

、 ji本县工商管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抗。日战象以前已无法考究．

一九四五年九月盂县解放。，]一九四八年县政府开始设立工商管理

机构，它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通过行使行政权力，对工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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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一九四九年，中共盂县县委、县政府贯彻中央“恢复商业，沟通

城乡关系，使货畅其流’’的指示，建立了国营商业，掌握市场物价，

组织私营商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为发展生产服务。

一九五。年，全国财经统一。本县在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调整了工商业与公私关系，克服市场组建时的困难，大力发展城

乡物资交流，，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对金县工商业进行了

普查登记，在市场上实行了划行归市，打击买空卖空、掺杂使假、大

进小出的不法经商活动，控制了市场物价，使正当的工商业活动受到

保护和发展。

一九五三年，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国营商业逐步巩固

和发展。是年冬季，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②。一九五四年对棉布

棉纱实行统购统销③，对棉花实行统购④。一九五五年末到一九五六

年初，全面实行了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私人所

有削，促进了国营工商业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贯彻执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

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首先进行工商企业登记，未经核准的不许

擅自开业，已登记的不许任意转产改行；加强市场管理，监督大宗商

品采购，实行主要物资集中交易，维护国家对粮、棉、油的统购统

销，取缔投机活动，处理违法行为；管理市场物价，保护国家价格政

策；教育、改造小商贩和个体工商业，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国家

政策，开展公私合营。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一九五六年

到一九六五年，国营商业逐渐占领主要市场。多种经济形式受到排斥，

集市贸易出现了三起三落。工商行政管理从维护国家计划经济、进一

．2．



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利益出发，在解决对私改造遗留问题。的同

时， 进行了企业登记、管理注册商标、管理城乡市场、制止资本主

义自发倾向、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等项工作。一九六四年开始，工商行

政管理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之一"⑤，打击投机倒把成了工

作重点。

“文化大革命黟十年动乱期间，工商行政管理处于宁“左”勿右

的状态，对工商企业和集市贸易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面过宽的

现象相当普遍。

一九七六年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交化。遵循中国共

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和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⑥的八字方针，实行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本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集市贸

易重新活跃，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工商业得以恢复

和发展，以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再次

形成。到一九八四年，在工商企业进行调整、。改革的同时，个体经营

的轧钢厂、炼铁厂、商业公司、汽车客运、货运等相继出现。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从一九七五年底恢复建制以后，作为县的综合

性的经济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执行了“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

进行了管理市场、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经济、

管理商标、管理广告、打击投机倒把和制止商品流通领域不正之风等

项工作。维护国家计划，发展工商企业，扶植个体经济，促进商品流

通，保护合法经营，制止非法活动，同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

作斗争。充分发挥了对社会经济的协调、监督、管理、服务作用．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的。

只要有商品经济存在，就要有工商行政管理。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
．3．



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国家对经济活动行使行政干预手段的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尤其是这样。



第二章 机构

第一节 机构设置

盂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县政府领导下的二冷职

能机关。

一九四八年五月，为发挥政权对工商业活动的行政管理作用，县

政府设立了工商局；负责对本县工商企业的登记和工矿企业的开采、

i生产进行审批和管理。、同年后期，更名为工商科，有工作人员五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工商科内分出矿业管理科，此后，矿业开采管

理等事宜归矿业管理科承办。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工商科改为商业局，

至一九五八年前，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物价的管理工作由商业局统一负责．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五月，随着我县行政区划归属的几经变

迁，县商业局先后几次更名，但其内设行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市场

物价管理机构始终存在。在此期间，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商业、粮食、

财政、税务、银行、公安。、卫生等部门成立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

共同管理市场，在各公社也分别设立了基层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广

九六四年更名为市场管理委员会。、 、，

一九六七年六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新组建的财塌委员会内设

立了人民经济保卫，办公室，取代了市场物价管理的职能√‘

同年十一月七日，根据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通知精

神，经县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j将：县财贸委员会人民经

济保卫办公室改为在财贸委员套领导下的“盂县江商行政．管理局"
。

? 。5．



(以下简称“工商局”)。

一九六八年，县工商局设立城关、西烟、牛村三个派出所。

一九六九年九月：于日，县i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不变。

一九七。年十二月，县商业局、工商局、供销合作社合并，成立

县革命委员会商业办公室．肉设工商行政管理组，下设城关、东梁、

东会里三个管理小组。

一九七三年增设上社管理所。

同年十一月五日，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盂县革命委员会工商

行政管理局"和“盂县市场管理领导组"。市场管理领导组由曹子凝

(组长)、田云基、阎反林、杨志光(以上三人为副组长)、刘振汉

郭兴宽、魏明、刘培绪、秦茂烈等九人组成。县革命委员会工商局对

外挂牌，于十一月七月启用印章， 日常工作仍由商业办公室承办。下

设城关、上社、东梁、东会里四个管理所。各公社分别建立市场管理

领导组，生产大队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市场小组。

一九七四年十月，增设梁家寨、交口、东梁三个市场物资管理检

查站(以下简称“检查站")。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县革命委员会为了充分发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正式批准设立“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地址

在东关街二十六号)。从此改变了近Z-十年时间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附

属于商业局内合作办公的现象。县局设办公室，下属城关、上社、东

粱、．东会里派出所和梁家寨、交口检查站．全局共有工作人员三十三

人，其中计划外用工十五人。

一九七六年十月，增设榆林瑙和大贤检查站。

一九七八年，梁家寨检查站改为派出所．

一九七九年五月，重新设立牛村派出所。



一九八。年十月，县局办公地址迁至钟镇街财贸大楼三层。工斟

局内机构调整，县局设办公室、市场管理股、企业登记管理股、合同

管理股。基层原检查站全部撤销，改设城关、牛村、西烟、交口、上

社、梁家寨工商管理所(以下简称“工商所”)和市场服务部。全局

共有三十七人，其中计划外用工十六人。

一九八二年二月，市场服务部撤销，并入城关工商所，原管辖的

县城农贸市场归属城关工商所。

一九八四年四月，县政府办公室发文批准新设清城、苌池两个工

商所。同年五月，县局增设个体经济管理股。至此，县工商局的分设

机构为四股一室八所，全局共有五十七人，其中计划夕卜用工六人．

盂县工商局机构设置示意图
(以l 9 8 4年为基础)

l●●■■■■■●■●■■■●■■●●■■■■■■■●■■■●●■●●■一Il l
县局 基层所

．．．．．．．．．．．．．．．．．．．．．．1．．．一l I l l }
市企办个经
场业 体济
管登公经合
理记 济同
股管室管管

理 理理
股 股股

工工工工工寨工工
商商商商商工商商
歌跃歌既跃蔼辑跃

所

四股一室的各自职责和八个基层管理所的管辖范围是：

办公室：总结工作，起草文件，上传下达，人事教育，档案、财

务管理．

市场管理股：市场管理，市场建设，经济监督检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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