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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局长 廖铭耀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靖州县有史以来编纂

出版的第一部工商管理专业志，它展示了靖州县一个历史时期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的状况，对于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借鉴历史经验，加强工

． 商行政管理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靖州，提供了内容丰富

的珍贵资料，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为编写好这部专业志，编纂小组的人员把它当作。有益当代，惠

■ 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本着“续史之无，补史之缺，纠史之误，详今

之实”的原则，不辞辛劳，跑遍湘，黔两省5个地区(市，州)的l 2

个县、市，l。6个乡镇，5 8个村、街，行程l万多里，查阅档案资

科1200余卷，走访知情人士1200人次，收集抄写资料2 l 8万余字，

并反复考证，为编写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坚实基础。在编写中，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本清源，略古详今，突出

- 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专业特色，追溯历史概况，以新中国成立后的

史实为重点，从机构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企

业登记管理、个体工商业登记管理、集市贸易、打击投机倒把、经济

．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如实的记述。

， 我们今天编写这部专业志，是希望能为后人。鉴前世之兴衰，考

‘l 当今之得失”，，能对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

● · 展，活跃流通，繁荣靖州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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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工作在靖州苗族侗

简称靖州县)编纂委员会、中共靖州县工商行政管理

州县工商局)总支委员会、局领导的重视关怀下，自

集整理资料，费时两年，四易其稿，现已与读者见

三十四年(1 908)以来未曾修志，8 O余年，经历了

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性质的历史阶段。在历史的长

的一瞬，但却是中华民族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伟大

量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未能记录下来，修志之举刻

县工商志”乃．“靖州县志”丛书之一部。为编好“靖

编纂人员足涉省、地、县及外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查

咨博采，访问三老(老干部、当事老人、知情老人)，

集资料2 l 8万多字，建资料卡1686个。

始至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详今略古

史概况，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之详

点、方法和材料，讲求实事求是，据事直书，横排纵

使之脉络分明，条线清晰，文字简明，通顺流畅，辅

文并茂，力求编纂出一部具有时代特点、地方特点、

特点之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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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纂，以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贯彻。存真求实，详今略古一的’

原则． ．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限，下限为1988年．

三，本志编纂体例，以志为主、以述为纲、以记为经，辅以图．

表、附记。全志分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沿革一，私营工商业改造一、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个体(包括合作、私营经济)工商业登记管

理一、 一集市贸易”、 。打击投机倒把一、 。经济合同管理一、 搿商7

标和广告管理”等8章，共1 9节，2 6‘目。另编。大事记一、 膏概

述。、 。附记”各l篇： 。附录”3篇。使之纵观横览，各得其所。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少数事例以记事本末体记述)记述有关全局的

事件，以反映工商行政管理各个时期发展的里程，其余章、节采取以

记为经、以志为纬的记述方法。 ，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靖州县行政区划曾有过一些变

动，本志对牵涉到集市区域的变动均有说明。

五、本志按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民族特色，把少数民族的歌场，

芦笙场’、·端午节药场，以歌、舞，贸易相结合收进集市贸易章。

六、本志资料来源：一是摘抄档案、报刊、文献；二是‘通过面

访、社会调查、召开专题座谈会，所收集的口碑资料．

七、为了便于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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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靖州建制多次变动，本志在民国2年(1 9 13)前统记为靖州；

民国2年废州为县记述为靖县；1959年3月并入通道侗族自治县，

196 1年7月复置靖县，这段未记；1987r年2月l 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

销靖县设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记述为靖州芦族侗族自治县，简称 ◆

。靖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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咿：一：，。i滴行政管理是国家运用行政干预手段管理社会经济活动职能，’

； 它随着国家政权、商品交易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厉
，

史。 ·

。

靖州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向户部请领木行。牙帖一2．帖，

年纳税银一两九钱。乾隆二十六年(1 7r61年)，靖州乡、村集市发展

到7个．清道光十七年(1 837年)，靖州乡、村集市发展到1 1个。

同治元年(1 862年)，储先堑在红牌楼开设材泰升当铺一，向卢部请

领了。典帖一。至光绪三十四年(1 908年)，靖州农村集市已达3 1

个．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靖州设立商务分会。+工商行政管理具

体工作则由行帮、公会、会馆管理。政府在工商业管理上只管大户不

管小户，据光绪三十二年(1 906年)发布的《独资商业注册呈式》规

定： 。工商企业向部呈请注册，必须有资本银5 o o两以上，资本银

不满5 O o两的不受理注册一。工商企业开业，一是向省、部请帖，

领票开业；二是申请入帮、入会得到公认开业。政府则利用。牙”

(牙行、．牙郎)，靖州叫膏场头一，管理集市贸易。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国内外工商业发展需要，清政府始

纂工商法规《商律》、《商会试办章程》等，后因辛亥革命未予全部

公布。民国3年(1914年)至1 3年(1924年)国民政府沿袭清末

《商律》草案略加修改，发布《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商业

注册规则》、《公司注册规则》、《商会法》、《商标法》等法规。

民国1 6年(1 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Ⅳ立法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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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制定了《公司注册》、《商业注册》、《银行注册》、《商会

法》、《商民协会条例》、《商标法》、《工厂登记规则》、《非常

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同业公会法》等工商法规。在各级政府

中设立管理机构，管理工商事宜。

民国时期靖县工商行政管理由建设科管理。对于“牙”、 “当”

’及屠宰业的领“帖”、。“照”则和征税一起归财政科管理。

民国8年(1 91 9)至3 O年(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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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一原则进行工作。’1。1‘月成立靖县工商科，．

开展对私营商业j。手工业和摊贩摸底登记，。组建同业公会。。至1951年

3月止，组建1 6个商业同业公会，4 3 2户，摊贩1 020户。并成立

了靖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和靖县摊贩联合会筹备委员会。5月

r 6日至2 2日，靖县人民政府颁发营业证。 。

。

1953年4月，成立靖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和区、．镇墟场市场管理委

员会。
’

．

．．

j 这段时期靖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方面对工商界+(包括摊贩)

进行“三反”、 。五反”教育和落实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六项措施，另

一方面狠抓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倒把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市场

的领导，组织城乡内外物资交流，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繁

荣．

1 954年2月l O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批准通过了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靖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这段时期的任务

是：调整工商业，贯彻。统购、统销一政策，稳定物价，扩大内外物’

资交流，维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维护国家计划，取缔违法活动，限 、

制城乡资本主义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的工业，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j

1 956年1月底，靖县实现南货、百货(包括书纸)、棉布，国

药、照+相、饮食6大行业全行业公私合营。2月，完成了对手工业、，

小商小贩的改造，城镇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l O个，生产小组l l
?

个，小商小贩合作商店l 2个，合作小组1 5个；．农村组织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5个：小商小贩合作商店7个，合作小组2个。4月l o

日：新建煤矿(今红旗煤矿)实行公私合营。至此，金县己全面完成

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城乡集







· 大 ．．事 记

清乾隆十一年(1 746年)

靖州向户部请领木行“牙帖”二帖，年纳税银一两九钱．

清同治元年(1 862年)

储先垫向户部请领当帖，在靖州红牌楼开设。泰升当铺’．

清光绪年间，

靖州许万星报户部颁发。牙帖”，在许家巷开设木行，当时称

。宫牙行”(俗称水客行)；许万德报户部颁发“牙帖”，在江东开

设木行，称山客行。还请领有船、花布麻纸、白蜡、竹木、靛烟饴

炭、姜鱼黑油、盐、米、烛糖牛皮、土药、豆麦l 2行， 1 4帖．

清宣统二年(1 91 o年)

靖州成立商务分会，协助政府管理工商企业．

民国元年(1 91 2年) ．

靖州成立商会，会长陈洪吉．

民国8年(1 91 9年)

刘芝生等三人合伙在江东开办炼铁厂，1924年停办．

民国1 1年(1 922年)

靖县之工商行政管理由知事(县长)主管．

民国1 7年(1928年)

靖县政府设立一科(负责民政、建设)，建设主管工商行政管

聊
t土‘

l 1月9日，湖南省财政厅令靖县县长李芳行制止商会私擅抽货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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