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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部门志(专业志)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既是地方志的组成部份，又是本部门工作

的历史写照。为了继承发扬我国编辑地方志的光荣历史传统，认真总结本部门的历史和现

状，就成为当务之急。它不仅为搞好当前和今后部fire作的历史借鉴，还为编纂雅安新市

志提供一些可靠资料。我局在中共雅安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市志编纂委员会的

具体指导下，于一九八四年五月成立局志领导小组，抽讽力量组成局志编纂办公室，开始进

行了《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编写工作。历时二年零三个月，竭尽所能，收集资料，

付出了辛勤劳动，按期完成了本“志，，编写任务。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结合部门志所具

有的地方性、专业性和连续性的特点，、立足当代，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高述了我市工商、市管机构的设置、变化和管理情况。同时侧重回顾了近代史实，予以适

当的上溯，并较系统地记述了民国时期的工商历史面貌。我们在具体编写选用资料时，重

点以档案记载为主，兼采用经过核实的口碑资料，对结构安排上则以部门工作为经，蛾

业务职能为纬。实事求是地把资料的广泛性、可靠性和具体性三者寓于事实之中。尽量避

免以论代志或编成资料汇编，力求记述与资料较为自然地融成一体，从而使本志能反映出

时代特征。

本“志”根据收集之资料，对建国前后雅安七十五年来的工商管理工作成绩和失误都

作了如实记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条件限制，资料残缺，它还不能较完善地反映雅安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全部工作和历史，只能是历史的回顾，使阅者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仅

供参考和借鉴。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低，写作能力和实践知识有限，在体例安排，材料取

舍文字叙述等方面，未能反映事物之精萃，难免有挂一漏万和谬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凡 例

一、本“志”主要记述雅安县(市)城乡集市贸易、查处投机违法活动，工商企业登

记、个体经济、经济案件、商标注册广告等管理工作为主。对有关部门涉及工：商业务范

围，亦简要作了记述。

二、本“志”为新市志提供有关工商准确资料，但又应单独成册，故对机构设置的发

展变化，党团组织建设等也有翔实记述，全志内容共分五篇，六章，二十一节。

三、本“志"上限为1 9 1 1年(宰亥革命)，下限为l 9 8 5年底记述中涉及有关

资料，也上溯或下延。

四、本“志"采用记叙体裁，语体文，但不排除浅显的通俗文言，在引用有关史料时

均按原件文体摘录。

五，本“志"编写方法以“记’’为主，辅以图表，在结构上以部门工作为经，科所专

业业务职能为纬，横排竖写，统‘成志。力求完备。

六、本“志"所列建国前后机关单位，名称和地名均以当时之称谓记述。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市档案馆、省图书馆，雅安市工商联及局内收藏资

料和口碑资料，所列数据均经过整理后予以使用。仅有取舍，但无修改杜撰。

八、本“志”有关金额数据，建国前按档案资料记载以当时使用币制为单位，建国后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以前按旧人民币为单位，以后贝|』按现行人民币为金额计算单位。

九、本“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编写原则。为提供历史借鉴和资料依

据，对民国时期的工商历史面貌也较系统地记述了历史事实，并附有图表说明。

十、本“志”编写完成后，对收集资料按分卷分类归档长期保存，以备今后补充，续

修、查阅使用之依据。

十一、本“志”即“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亦称“局志"。

局志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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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建置

第一章

第一节

建国前沿革

主管官署、党务和其它管理机关

～、主管官署

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市场管理，历代统治政府都先后设置过相应的专门管理机

构，并陆续颁发过一系列的法规章程和实施办法。早在殷商之际，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

出现了商品的交换，形成了集市。到了西周时代，已逐步对市场管理起来，设有“司市主

管”。两汉武帝时设置了“盐铁绽"，唐代中叶在雅安设置有茶马宣吏广唐穆塞时设置了

“榷茶使"，宋神宗时于雅(雅安)、黎(汉源)、戎(宜宾)，沪(沪县)等州置“博易

务”。司茶马博易，宋元丰四年(1 0 8 1年)朝廷下沼，以茶市马，专门以雅州、名山

两地产茶为易马用。元代至元六年(1 3 4 o年)设立遥翌四叫监榷茶场，明洪武四年
(1 3 7 1年)制定番马到雅安是苤望丝．堂，当时茶马贸易盛极一时。清代越笪选壅鎏苤’’-、-l—。’1、-___--
道，清末，朝廷设置“商务部"，我省也设置工致迎道署。清宣统元年(1 9 O 9年)雅安也设置有劝业员，1囊莉，民旨芫军而；j葺)一至四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设“实业部”，四月移交给北京政府，从五月份起实业部改组分为“农林、工商”两部。民、

国三年(1 9 l 4年)农林、工商两部又合并为“农商部"兼管工商行政管理事宜，民国

十六年(1 9 2 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设立“工商部"。民国十九年(1 9 3 0

年)又改为“实业部"。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又改为“经济部”，统管工，商、

农林、矿水。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年)又成立‘‘工商部”直至解放前夕。

我省对工商业和市场的行政管理，按照国民政府中央机构名称的变更，民国元年(1

9 1 2年)属于实业司主管，民国五年(1 9 1 6年)属于“实业厅”，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改设“建设厅"，垦县三地L址兰2笙!耍鏖童盛耋上一工丑法边也亘盛．一省)仍i弛 一

——嚼县于民国初年裁撤劝业员后，复于民国六年(1 9 1 7年)设立实业所，由所长

主理，系省委任专实地方实业，办公地址在月心山下南华宫前城议事会地，继迁清训导署

旧址。民国十四年(1·9 2 5年)改实业所为。实业局”，民国二十年(1 9 3 1年)又

改为建设局，民国二十四年(1 9 3争年)川政统一，裁局改科，改称县政府第三科。民

～≮



国三十年(I 9 4 1年)又改为建设科(单独设置)。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县政

府又增设‘‘社会科”，均为县一级工商业的主管官署。它的主要职能是贯彻上级政府和主

管部厅对工商业的管理政策以及具体实施各项管理法规。具体管理中，大多责成下属“行

会"代行。

．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及主管部厅曾公布大量工商法令，重点摘要记叙如下：

民国四年(1 9 I 5年)1 2月经前参政会议决，农商部公布“商会法"。

民国七年(1 9 1 8年)4月公布“修正工商同业公会规则”。1 9 2 3年4月由农

商部详加修正部令公布，并陆续公布“商标局暂行章程”及“县实业局规程”。

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公布十条交易民法，其中规定： “⋯⋯以区域的一种或同

类数种物品之交易地点，设置交易所。"，它便是以场按粮食(包括谷类豆、麦等数种)

上市煤炭等分别设市交易进行管理。

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国民政府颁布实行“商标法”，(1 9 3 5年)又颁布

“修正商标法"命令实行。

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四川省政府蓉建字第4 6 8 7号训令： “规定各市县执

行实业部所规定的按月填报’’商号设立，商号倒闭两种调查表以明陈全国各地商业盛衰情

况。

四川省政府训令又规定： “各地商号呈领护照文件，凡法令规定由商会发给证明者，

其它任何团体，嗣后均不德越俎代谋”。明确规定并重申县工商两会是唯一有权代理政府

办理工商各业开、转、停、歇业执照及处理工商业经济事务的“法定人民团体”，简称

“法团’’。

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7月实业部商会决定公布“商会章程准则”，该项章程

主要供党部指导各该地商会拟定章程时的参考。

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商业登记法”规定了商业登记范

围及应遵守事项和有关处罚条例。(全文共2 9条)。

民国二十九年(1 9 4 O年)，西康省政府财政厅遵照财政部整理牙税办法及原有牙

税章程和各地情况制定“西康省牙行业管理规程”(共l 7条)规定了经营牙行业包括：

经记，?行户、行栈、居问商及一切代客买卖，抽收佣金及秤斗之商人，必须遵守的条例。

该项章程公布后，又于l 9 4 2年转发行政院第四十五次经济会议修正通过的“非常时期

管理牙业、行纪办法”。

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年)1月经济部(3 3)商字第l O 4 8号训令重申“商业

非经登记不得创设”。又补充规定： “凡商业于登记领证后，六个月尚未开始营业，。主管

官署得撤销其登记。凡有正当事由者，得于限期前先呈请展限”。同年又公布了。资金在

三百元以下，肩挑负贩，浮摊赶集或自行经营业务而不雇用店员者均为小规模经营，不适

用于商业法之规定”。
、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l 0月行政院第七六四次会议决议通过院会修正公布

‘“粮商登记规则"，全文共2 7条，规定了粮商申请登记经营业务项目及有关遵守事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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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级政籽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法令、章程、规定、训令等名目繁多，重复、抵触、

相互矛盾的情况在所难免，但较之封建军伐割据时期，确是进一步加紧了对工商业的控制

和管理。

二、党务监督

国民党政府于1 9 2 7年奠都南京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各部及各级地方党

部对工商业的统治是通过制定人民团体的组织章程和有关工商业的组织、法规。制定后交

给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主管赧颁发，有时也直接发出代电艟办，同时命令地方各级党部

监督执行，其控制手段和程度超过政府系统。由于商会属于“法团”组织，雅安县政府奉

命于1 9 4 3年开始建立社会科，主管包括商会在内的各法定人民团体。首任科长陈先柱

系县党部秘r‰机构虽设于政府系统，但仍受县党部直接领导，以更加有利监督控制，l

9 4 7年缩小为社会股，隶属于民政科。· ·j釜．蠹
、

l 9 3 6年7月2 8日，中央民众洲练部与实业部会商决定公布了“商会章程准则”

全文四十，七条，规定了商会在拟定章程时必须依据“商会法"及商会实施细则订定，在是

准县、f阿党部和县、市政府修改后备案施行，逐级上报中央民众训练部，行政院实业部备

案。

1 9 3 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根据《工业同业公会法》第五十七条的规

定，酋‘先针对指定的重要商业、重要工业、重要输出业，制定了《商业同业公会准则》、

《工业同业公会章程准则》、《输出业同业公会章程准则》，交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经济

部颁发，并指定首先在以下行业施行。即经济部指定重要各业名单，计有重要商业3 l

业，重要工商2 3业，重要输出业8业，共计6 2业。

(一)重要商业：

粮食业 2、

棉花业 6、

绸布业 lO、

锡器业 14、

煤油业 18、

银行业 22、

仓库业 26、

民船业 30、

(二)、重要工业

电器业

棉纺织业

印刷业

植物油制炼业

火柴业

酒精业

茶业

国药业

五金电料业

百货业

运输业

钱业

山货业

轮船业

2、机器业

6、水泥业

10、教育用品业

14、造纸业

18、制盐业

22、酸碱业

3、油业

7、西药业

ll、铁器业

15、木业

19、纸业

23、典当业

27、糖业

3l、汽车业

3、电工器材业

7、面粉业

ll、弹涤线业

15、制革业

19、交通器材业

23、针织业

4、金属品线业

8、碾米业

12、猪鬃整理业

16、制糖业

20、橡胶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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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堕要输出业：

1、植物油工业 2茶业8、生丝业4、-丝织品业
5、猪鬃业 6肠衣业 7、药材业8、草帽、I匕

上述六十二个行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通过政府系统的经济部加紧控；I rl

后，接着又岁I定了《未经指定的商业、工业同业公会章程准则》复于l 9 4 0年7月I 6

日以利组字第6 5 5 0 0号训令全国各地遵照施行。而社会部也同时命令各地党部对施行

情况严加监督，并明确指出该项章程系根据《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八条、第十

四条之规定“复将强迫办法订入该准则第十四条之内”。按照这一规定，全国各地工商业

者，不管经营哪-种行业和经营的规模大小都一概纳入各地党部全面晕握之中。该项准则
正文共四十四条，附说明八项，还规定了各级党部对于当地工商各业同业公会可以行使并

享有至高无尚的强制权力。

国民党雅安县党部对县工商两会及下属冬同业公会在行使党务权力方面，除进行一般

的督导外，举凡各业的～些重要会议、选举、监选及新任负责人的宣誓就职典礼，县党部

书记长必按时临场参加。据雅安县商会有关资料，如民国三十一年(1 9’4 2年)6月I

9日，及民国；十六年(1 9 4 7年)l 1月l 6日改选商会理监事以及各业同业公会改

选，监誓等多种议式，-X党部在接到请贴后，每次都由书记本人亲临或派出代表参加，从

不缺席。就有关就职宣誓的誓词内容，也由党务机关统一制定。原文是： “余谨以至诚实

行三民主义，遵守国家法令，忠心努力子本职，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政府严历之制裁。谨

誓”。从以上资料，揭示了国民党党务机关对工商行业的周密控制。
三、其他管理机构

我县管理工商业的机构，除了由国民党雅安县党部，县政府建设科，社会科分别主管

组织、行政与业务的领导人外，还有盐务局的田粮处、税捐处、直接税局、财政科、军事

简称康雅盐务支局，

盐业的经营管理，从西汉以来，在二千多年的历史文献记裁中，历代统治者都把盐业

翊为国计民生之要害，将盐政自成系统，不受各地军、政衙署节制。到了民国时期，盐局

内邵的一切规章制度和实施条令，职员的任免统～由行政院财政部总管，地方政权无权干

涉其内部事务。雅安盐务局虽属于盐务系统的一般支局，但掌握了对辖区“雅安，天全、

汉源、芦山、宝兴、荣经、名山、沪定"八县内的公、私盐商核准开业事务，操有发给

“引”证查缉私盐、公布配额限定价格等权力而不受地方政府约束。因此对盐政措施及日

常事务的处理独断专行，堪称名符其实的实权机关。

注：①“引”证，系指盐务局发给盐业运销商的运盐通行证， “引”又是盐的包装和

计量进位，一“引”又称～张(五十包)每包重量l 8 O市斤。

②盐县鳗备有盐警，专门查缉私盐，并明文规定享有专门缉捕拘留之权。

(二)弋岁全称“雅安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由县长兼任，专职付处长由省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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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处提请省政府派任，该处除主管全县田粮赋税外，还负责管理米粮商业的申请开、歇业

核转发给营业执照和购、销活动，同时也是贯彻实施1 9 4 6年1 O月2 2日行政院七六

四次会议决议通过院会修正公布的“粮商登记规则”和国民政府公布的“非常时期违反粮

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的主管机关。该条侧之特征是：对如有违犯j奸玩之一睛事者，决依法

以纯，不稍

(三)

．}<：年(1

垒椽“雅安里税捐征收处”专司征收工商业的地方税捐，据民国三

雅安县自治贝才政征收处三十二年度(1 9 4 3年)地方税征收项目

包括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行为取缔税、筵席捐、娱乐捐、房捐、契税、租

金、中央划拨印花税三成、遗产税及营业税各五成。此外还征收特许费，计有斗息、称

息、牙牲行、碾磨捐、旅店捐、驼捐等。其收取方式是招标承包或代征。

我省在防区时代，各地官卡林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据四川经济参考资荆，民国二

十四年七月第三章第三节刊载： “自四川省政府改组，曾一度剔除苛政，截至民国二十四

年(1 9 3 5年)十月底止，裁撤苛捐杂税全省达一百二十多种，其中雅安六种，包括二

十四军征收的“猪毛捐”年约三干元；教育科征“牲畜税”年约二干五百元，建设科征

“建板木税"年约一百四十元；公乡局收“称税”、 “油捐"、 “斗息捐”、 “驼捐"，

年共约五千二百元，财政科出口猪税年约一、二百元。均于l 9 3 5年7月底废除。

⋯ (四)、或捧税局：净称为财政部川康直按税局雅安分局，专司征收工商业的货物
税、所得税、利得税■营业税、印花税及其它属于直接税项目下名目繁多的各种税捐。

(五)

(六)

及过境军队

(七)

评委会”。

兼管银行：银钱业、银楼业的业务监督。

兼管有关摊派并催收工商业缴纳壮丁安家费、寒衣费、驻军

它临时筹款。

围二十五年(1 9 3 6年)三月二十四日雅安县设立“物价

门管理评定物价、工价、运价等事宜。1 9 4 3年初因物价

剧烈上涨，县政府根据省政府转发的行政院制定的“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子f开物价会议采

取紧急措施，宣布成立“雅安县限价委员会"并公布了限价办法及评定物价裘饬令工、商

两会转知各业公会、公司、行号、各职工会和其它交易场所在物品上标明价格认真执行，

并规定非经核准不得变更违者究办。物价变动情况见本志第三篇第～章第二节三项“市场

物价”。

第二节 县商会及所属各业的同业公会

一、县商会

l、组织机构沿革

雅安县商会是商业各行、帮资方的联合组织。清末时称为“帮董"、 “商总矽，民国

初年改为总、副理。民国八年(1 9 l 9年)改组为“会长制”，设正、副会长。民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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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1 9 2 7年)又改变为“委员制"，会内设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三人，执行委员四

人，监察委员四人。民国二十匕年(1 9 3 8年)，国民政府经济部颁发“修正商会法则，，

后，fJ．，j,j“委员制"，到了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又变更为“理事制"，理事会设理

事九人(互选一人为理誊长，四人为常务理事)，监事三人，(互推一人为常务1。19，事)。

雅安县商会发起于j青j翌统二年(1 9 l O年)，发起的行帮有二十个，推选}B筹备员

有陆鸿龄、陈丰蔼、张九成、余少玉：毕有伦、鄢聚五、宋福成、陈义昌等八人。根据

“以图谋』二商业及对外贸之发畏，增进工商业之福利’’的宗旨拟定了章程草案，经过充分

讨论庄呈报玫府得到许可后，于同年八月八日在雅安正式成立，地点在雅安“茶神庙”，

jⅡ会代丧三十入，代表大小行帮三十个，监选人宰存渌。
’民凋八年(1 9 1 9年)雅安县商会根据农商部民国四年(1 9 l 5年)公布的《商

会法》经批准实行“会长捌”。正别会长由下属二十六帮(会员4 4 5人)各推举一定乞

额代表，在县知事公署，实业圻的指导下进行选举产生，主待商会的日常：#务工作。先后

曲陈茂业、陆建全、毕登武、罗锡斋等人担『壬过正副会长，会内仅雇用职贝m：l丁役四人。

民国十七年(1 9 2 8年)，商会由会长制改组为“委员制’’。仍出各帮代表选出委员

l 5人，委员中互推常务委员5人，首任主席杨静波系由常委中产生。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何焕成继任主席。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商会再度改选，毕蟹武当选，

时下属各帮根据《商业同业公会法》的规定改称“同业公会”。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

年)西康省政府成立后，县商会又继续改组二次。第～届仍为委员制，由商会改组筹委会

按《战时人民团体组织法》之规定，于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六月十九Et在雅安青年

社地址召开选举大会，雅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政府县长均到会参加了监选，到会代

表8 1人，车善培当选为主席，选出常务委员4人，执行委员十人，监察委员7人，后补

执行委员5人，后补监察委员3入，并于7月1 3日宣誓就职。较之历次商会的组织机

构，增选职员达～倍以上。

第二届商会由“委员制”改组为“理事制，，，于l 9 4 7年l 1月l 6日在县商会礼

堂举行改选，县党部二陟记长、县政府县长都亲临参加监选，选出夏克烈等九人为理事，姜富

德等三人为监枣，并由当选理事中互推夏克烈为理事长，洪定福等四人为常务理事，当

选监事中互推姜富德为常务监事，均于同年l 2月宣誓就职。1 9 4 9年l 0月l 8日，

夏克烈以体弱多病向县政府请求辞退理事长职务，县府批示由该会常务理事代泽生暂代，

代又坚决推辞，因距改选期近，最后由陈雪松任商会改组筹备主任直至雅安解放时即告终

止。为明嘹雅安县商会两届组织人员情况特将任职人员，附录于后：

附(一)、雅安县商会第一届新选职员表

(二)、雅安县商会第二届改组任职人员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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