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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1歹lI

一、《内江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乃科学、系统之资料著述。本志遵循新修方

志之指导思想、原则、方法和体例，运用翔实、可靠的资料，记叙内江地区工商

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1949年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二、本志上限一般断自1911年辛亥革命，但有的事物追述起源，以可考之史

料适当上溯，根据需要不强求划一；下断于1985年。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内江地区现在的辖区，即内江市、内江县、资中县、资

阳县、简阳县、威远县、隆昌县、安岳县、乐至县，历史上曾隶属内江地区的仁

寿、荣县等县，则略述相关事物，以明始末。

四、本志体裁为述、记、志、图、表、录、考等，以志为主体，按照详今略

古的原则，反映工商行政管理的特色。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朴实、严谨、科

学。字和标点符号均以《新华字典》为标准。

六、本志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和官职称谓，一律沿历史通称。公

元纪年夹注于历史纪年之后，涉及古地名，用括号注今名；对人物称谓直书其名，

不加褒贬之词。

七、本志所述货币为现在流通的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内江地区流

通的旧人民币一律折成新人民币计算，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民国前

使用的货币，如银元、法币、金元券、银元券等，应分别注明。

八、本志记述的计量单位为当今法定的计量公制与市制，个别历史上使用的

旧制，难于换算的仍用旧制，但以括号注明。

九、本志以事分类，横列竖写，以横为主，横纵结合。全书分章、节二个层

次，《概述》、《大事记》置于志首，志分组织机构、集市贸易、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个体工商业、商标、广告管理、经济监督检查、经济合同管理、队伍建设、经费

九章，文存、杂录和编后记作为全志的结束。

十、本志大事记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例记事，为全志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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