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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江西自清光绪七年(1881)《江西通志》刊行以来，省志已失修100多年。民国

期间，虽设立江西省通志馆，并有馆长吴宗慈等人勉力重编，终未能定稿刊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50年代积极

倡导修志，国家设立中国地方志小组总揽其事，但受当时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

而成果甚微，江西仅纂成金溪、奉新等16部县志，未着手省志编纂。“文化大革命”

期间，中国地方志小组停止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风起，国运日

盛，中共中央书记处适时批准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后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的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先后颁发文件，重加倡导，修志遂成全国热

潮。中共江西省委因势利导，于1983年12月批准成立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以指导全省各地修志，组织省志编纂。1988年1月省人民政府正式部署《江西省

志》编纂任务。到1993年3月，全省大多数县、市已完成本届修志任务，新编《江西

省志》的各种专志也陆续纂定付梓。

《江西省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和研

究全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正确估价

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

《江西省志》由省地方志编委会统一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和审稿编排，由省直

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别承编。为便于组织协调，加快编纂进度，突出江西特点，增大

信息容量，提高使用价值，节约经费开支，《江西省志》采用丛书结构形式，侧重考

虑各专志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分拘泥于全书的整体性。全书由大事记、各专志、人

物志组成，各专志一般设序言、凡例、概述、专业内容、人物、大事纪年、附录和编

后记，分则自成一体，合为全省通志。志目设置方面，不强求“事以类从，类为一

志”，基本上一个部门一志。例如，工人、青少年、妇女、工商、华侨等组织和台联、

侨联、科协、文联、社联等团体，本应统合为社会团体志，为便利编纂，现多数分别

立目，科协、文联、社联则依次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志中记述；此

外，从突出优势产业着眼，将铜业、钨钽铌业从冶金工业中析出，将纺织、陶瓷、烟

草业从轻工业中析出，各自设志。内容方面，一些全局性内容和交叉性内容，允许



各专志从本专业角度适当记述；科技、教育既在科学技术志、教育志中作宏观展

示，又在许多专志中作微观反映。断限方面，全书通贯古今，详今明古，侧重近现

代，尤重当代。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业或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

年，但不“一刀切”，有些专志视实际需要适当延伸。层次方面，大多数专志只设

章、节、目，但某些内容丰富、层次复杂的专志，则设篇、章、节、目。版式方面，除统

一封面、扉页和正文的字体、字号外，其他均依据不同专志的具体情况确定。

本书各专志中涉及全省的山川I、面积、人口等基本材料，以自然地理、人口两

部专志的记述为依据，其他资料分别在各专志末详列来源。引文出处和需注释的

内容一般在行文中用小字交代，注文过长又不便在行文中交代的用页末注。

本书各专志按脱稿先后发排，原则上一志一册，少数篇幅过小、不宜独立成

册的则两志合为一册。除个别涉及机密的专志内部发行外，其他专志均公开发

行。

《江西省志》总纂室
1 9939-3月

(1 997年6月第一次修订，

2004年7月第二次修订)



《江西省志》丛书志目

(2001．9N整)

根据《江西省志》丛书实际编纂情况，2001年9月对98部专志进行了调整，撤销3部，暂不

编纂2部，合并2部，共减少7部。故11、21、41、54、63、65、71序号仅存志目。江西省地貌志、江西

省工人组织志分别改名为江西省自然地理志、江西省工会志。加：l=表示已出版。

1．江西省大事记术

2．江西省行政区划志术

3．江西省自然地理志，Ic

4．江西省地质矿产志乖

5．江西省气象志半

6．江西省地震志：l：

7．江西省测绘志水

8．江西省动植物志半

9．江西省人口志

10．江西省土地志

11．江西省经济综合志

(2001．9撤销)

12．江西省农牧渔业志半

13．江西省农垦志木

14．江西省林业志术

15．江西省水利志宰

16．江西省煤炭工业志术

17．江西省冶金工业志串

18．江西省铜业志术

19．江西省钨钽铌工业志术

20．江西省轻工业志串

21．江西省二轻工业志半

(并入江西省轻工业志)

22．江西省纺织工业志半

23．江西省烟草志球

24．江西省石油化学工业志术

25．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志：l：

26．江西省陶瓷工业志

27．江西省机械工业志芈

28．江西省电子工业志半

29．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30．江西省电力工业志丰

31．江西省建筑业志：I：

32．江西省乡镇企业志木

33．江西省交通志书

34．江西省铁路志术

35．江西省民用航空志术

36．江西省邮电志术

37．江西省商业志木

38．江西省供销合作业志半

39．江西省粮食志术

40．江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志术

41．江西省口岸管理志

(2001．9撤销)

42．江西省旅游志术

43．江西省财政志术

44．江西省金融志木

45．江西省城乡建设志宰

46．江西省环境保护志水

47．江西省经济计划志：Ic

48．江西省统计志木

49．江西省物资志术

50．江西省物价志木

51．江西省工商行政志木

52．江西省审计志：I：

53．江西省标准志

54．江西省计量志

(合并为江西省标准

计量志)

5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6．民主党派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I；

57．中国国民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8．江西省工会志，lc

59．江西省青少年组织志

60．江西省妇女组织志木

61．江西省工商组织志木

62．江西省侨联志宰

63．江西省台联志

(暂不编纂)

64．江西省政协志串

65．江西省旧政权志

(2001．9撤销)

66．江西省苏区志丰

67．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志水

68．江西省人民政府志；l=

69．江西省民政志木

70．江西省外事志术

71．江西省台港澳工作志

(暂不编纂)

72．江西省侨务志：l=

73．江西省档案志术

74．江西省劳动志

75．江西省人事志木

76．江西省公安志枣

77．江西省武警志

78．江西省检察志木

79．江西省法院志木

80．江西省司法行政志水

81．江西省劳改劳教志：l：

82．江西省军事志木

83．江西省教育志术

84．江西省科学技术志丰

85．江西省社会科学志木

86．江西省文化艺术志书

87．江西省艺文志

88．江西省新闻志

89．江西省出版志水

90．江西省广播电视志木

91．江西省卫生志术

92．江西省医药志，Ic

93．江西省体育志乖

94．江西省风俗志

95．江西省宗教志水

96．江西省方言志

97．江西省方志编纂志，I：

98．江西省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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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客观地反

映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突出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演变为重

点的一部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志。

二、为全面反映工商行政管理事业面貌，本志包涵对外职能和内部自身建

设两大部分(不分设篇)。职能所及以1995年以前所担负的实际职能范围(习

惯称为“六管一打”)为限。

三、时间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止于1995年。上限为各该项事业的起始

时期，其中机构和市场管理仅从20世纪初的晚清时期起始。为了体现某一事

物的完整性，个别地方有所延伸。

四、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1912年以前，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1912年后用公元纪年。

五、货币称谓，按各历史时期流行的某种货币(如法币、人民币)计数。

新中国成立后，虽有1955年3月1日以前和以后的两种人民币，但为尊重历

史，未作统一换算，也未注明旧币、新币。

六、机关单位名称，每一章第一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如“江西省人民政

府”、 “江西省人民委员会”、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

以后则采用简称(如“省政府”、 “省人委”、 “省革委”、 “中央工商局”、

“工商总局”、“国家工商局”)。

七、志稿中所列举的数据及报表，均为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处室提

供的正式报表和调查报告所列统计数字。

八、 《大事纪年》绝大多数条目采用编年体。个别条目为体现该事物的完

整性，采用本末体记叙。

九、志文中有的内容(如边际贸易)采取引用报刊有关报道代替笔者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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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志，源远流长。盛世修志继承了历代撰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正当我

省干部群众致力发展经济，为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而拼搏进取的重要时刻，

《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志》问世了。这是我省第一部工商行政管理志。本志按

照“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记述了江西工商行政管理发展演变的历

史，重点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变革过程。全书近40万字，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记载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市场

监督管理、个体私营企业管理、商标监督管理、广告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经

济检查等职能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工商行政管理各个法规的立法经过。这本志书

的印刷出版是我省近2万名工商行政管理干部、职工奉献给新世纪的厚礼!

翻阅《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志》，我们可以看到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工商行政管理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简到

繁的踪迹；可以看到工商行政管理的一般发展规律与江西工商行政管理的特

色。在这部志书中，我们既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及政

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能看到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作用。它是一部工商

干部必读的志书，又是工商行政管理研究人员必备的资料。

编写《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志》耗时14年。此间，在省局机关各处室和

市、县工商局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20多名参与修志

的干部齐心协力，终于使这部卷帙浩繁的志书顺利出版了。在此，我谨向所有

为《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志》出力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对江西省地方志办

公室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朱张才

二OO四年八月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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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因唐代设置江南西道而得名。北与湖北、安

徽隔江相望，南接广东，西邻湖南，东连浙江、福建等省，地处中国东南大三

角的腹地。明朝以后才称江西省。

新中国建立前，江西工商业十分落后，民族工业多为以手工生产为主的小

型加工业。江西的瓷业中外闻名，土法造纸业也曾有过鼎盛时期，手工纺织业

历史悠久。除煤、钨开采业外，没有其他重型工业。运输业因有赣、抚、信、

修、饶五河之水纵横境内，又有鄱阳湖与长江相通，因此，在历史上水运发

达。至于现代化交通工具，起步则甚晚。新中国建立前夕，轮船只有数十艘。

汽车不到400辆。私营商业虽有9200多户，但大多数是小商小贩，以经营日

常生活用品和土特产为主。

江西是江南丘陵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缘群山环绕，内侧丘陵广亘，地势由

南而北向鄱阳湖倾斜，形成向北开口的大盆地。域内有五大水系，三大平原。

在全省总面积中，山地占64．5％，耕地占15．2％，河湖塘库水面占10％(见

1980年《江西省概况》)。江西是个农业大省，盛产粮食、生猪、木材、茶叶、

柑橘、药材、水产品等农副产品。江西又是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经1986年

核定为革命老根据地的乡镇占全省乡镇总数的74．8％，其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61．8％，土地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8．1％。老区的经济比较落后，大多属于

扶贫脱困的对象和范围。

(二)

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国家政权的建立才有的。它是

贯彻执行各个时代的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市场行

为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职能之一。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

和闭关自守政策，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故在晚清光绪年代之前，历代王朝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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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施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官员和民间团体(如创业组织)。19世纪末到20世

纪初，清政府设立农工商总局(后为商部、农工商部)，江西巡抚衙署内设立

农工商科、劝业道，并成立江西商务总会后，才逐渐有了管理工商业和市场经

济活动的行政机构和民间团体，开始了工商企业登记、商标注册、度量衡管理

等近代工商行政管理。民国初年，江西省都督公署(巡按使公署、省长公署)

先后设立实业司(科、厅、局)之后，在省政府下设建设厅，内设工商管理

处，负责“关于工商业机关及团体之指导与管理；关于工厂之登记检查及考核

事项；关于商号及商标之登记事项；关于投机操纵、囤积居奇之取缔事项；关

于敌货之查禁及资敌物品之禁运事项”。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是将专业性的商

业行政管理与综合性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融会在一起行使，从未设立过专司工

商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

(三)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的30年间，江西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经

历了建立、削弱、恢复、撤并、再恢复的曲折发展过程。建国初，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设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初名私营企业管理局)，而江西只在省商

业厅(1949年6—12月曾名工商厅)内设工商行政管理处，在南昌市等7城

市和各专、县设工商局、科，仍将综合性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与专业性的商业

行政管理职能融合在一起行使，主要力量放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登记管理和市场

管理方面，同时直接管理国营商业公司的行政业务。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要是贯彻国家“发展

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通过

开展工商业登记，指导工商联和改组同业公会，动员组织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

生产经营，引导调整行业结构，调整公私关系；贯彻本地贸易自由政策，放宽

管理尺度，搞活农村农贸市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打击私商投机倒把、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违法行为等。为恢复发展城乡经济，巩固壮大国

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发挥了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在当地党委和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推

动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教育、引导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

业者走合作化道路，组成合作商店(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于195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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