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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专

《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我市第一部记载工商行政管理的

资料性部门志。本书比较翔实地记述了解放前后抚顺工商行政管理

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既从微观上记述了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又从

宏观上反映了抚顺各项经济事业的情况。

盛世修志，令人慨奋。当今我们正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

进，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编纂《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是一项新的工作，它历尽艰辛，终付梓成书。这必定起到知往鉴

来、“经世致用"、“资政明俗"的作用o

本志书所载内容时间跨度大，因史料所限，书中只记载了一百

多年来抚顺工商行政管理的梗概情况，同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工商

业状况，也从不同侧面有所反映。纵览全书，可以看出，抚顺的工

商行政管理经历了坎坷和曲折的历程。仅从建国以后三十多年来抚

顺工商行政管理的实践看，既有管好管活的宝贵经验，也有管理过

严，限制过死的深刻教训。这对关心和研究抚顺经济工作的同志，

特别是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同志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

训，对今后做好各项经济工作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大有裨益

的。

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的当代，工商行政管理已成为国家宏观

经济间接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国民经济的监督管理职

能，为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也更加广泛，而对工商行政管理进行科学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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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密地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进行。我们深信，这部志书在资料价

值等方面势必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成为研究我市经济和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由此可见，编写这部志书也是一项有

利于社会文化建设的工程，是为民造福、荫及后代的资料积累。

《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在市志办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门

及老一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者与全局同志的通力协助下，经过编纂

人员的辛勤努力，广泛搜集整理资料，反复加工修改而成的。对为

本志书做出贡献者，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时1'．-7与水平有限，纰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予

以批评指正。

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长屈彦文



编辑说 明

《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记载抚顺自晚清以来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状况及工

商法规，条例等内容的志书。本书可为了解和研究抚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总结经验教

训，提供历史借鉴。

根据国家有关新编地方志的指示精神，我局于1987年2月成立“抚顺市工商局工商

行政管理志办公室"，配备人员，开始工作。本书在我市及有关省，市图书馆，档案馆

的支持下，搜集到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的历史资料600佘万字，经过编辑人员对

资料分类，登记，加工整理，综合归纳后．以记事为主体，结合有关政策和法规进行编

写的。

全书年代断限：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但个别章节内容为使记述完整，上限年

代追溯较远)。根据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力求体现抚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

史演变过程和基本面貌。工商行政管理涉及面广，本书只记述其工作的主要方面，有些

曾经属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范围，如计量，物价管理等，后来划归有关业务部门管

理，故本书从简。

本书编委会由28人组成，初稿形成后，多方征求意见，四易其稿，编纂成书。1990

年7月，经编委会领导审查定稿，于1991年8月经市志办审定后印刷出版，整个志书的

编写历时4年。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为准绳，认真记述了抚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全书体裁：述、记，志、图、表，录、照片诸体并用，图文并茂。全书共分15个部

分54万字。各章节及执笔者分别为：概述(崔清河)，大事记(冯国林)，第一章建置

沿革(葛元)，第二章市场管理(龚宝盛)，第三章企业登记管理(葛元，龚宝盛)．I

第四章经济合同管理与调解仲裁(郭继生)，第五章商标广告管理(郭继生、龚宝

盛)，第六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洪章)，第七章个体经济管理(崔

清河)，第八章查处经济违章违法(冯国林)，第九章党委、党组机构沿革(葛元)，

第十章工商业联合会工作指导(单洪章)，第十一章个体劳动者协会(崔清河)，第十

二章工商行政管理学会(龚宝盛)，附录：历年市级以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郭

继生)。

本书解放后所用币制，除有注明外，余均折合新人民币。

本书第三章中解放后的企业登记数字，均为抚顺市工商局历年企业登记的统计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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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是国家的经济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是国家授权运用行政干预手段，

对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的行政执法机关。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和市场经济活动的职能之一，拥有行政干预和行政处罚

的权力。在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中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通过保护合法

经营，制止非法经营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为

促进生产，活跃流通，繁荣经济服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进行行政管理，不同于工业，商业，农业等专业性的

行政管理，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也不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

关系。工业、商业，农业等管理部门既是业务部门，也是行政部门，但其行使行政管理

职权则只限于自己所属的单位和自己所掌管的业务范围以内，而有些属于各行各业都要

遵守的有关经济政策、法规，就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这样才能保证国

家对所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其市场经济活动从宏观上进行监控。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也不同于金融、税收，物价等行政管理对经济所具有的经济杠

杆作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运用行政手段，对工商业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协调和服务。

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有国家

政权．有商品交易时始，便有工商行政管理，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抚顺是一座古城，早

在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便成为辽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明天顺年

间，开辟抚顺马市，成为辽东东部地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但囿于清朝以前抚顺

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史料甚为匮乏，无法明了由唐朝至明朝对商品经济活动监督和管理

的情况，本书对此仅能根据现有史料编辑。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专制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政府在帝国主义

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帝国主义在中国有设厂，开采，筑

路等特权，可以自由投资，任意从事各类工艺制造，任意兼并民族工商业，残酷剥削华

工，大肆进行经济侵略而不受中国有关工商管理法令的约束。

清光绪以前，政府未设管理工商业的专门机关，仅设官兼管而已。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商品经济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清政府设立商部、

工部，后又改为农工商部，专管工商企业及市场经济活动。拟定了一系列工商管理的单

行法规，保护工商业，鼓励发展实业，同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各厅

州县设劝业员一人主管工商管理工作。

从本书编纂所涉猎的史料看，抚顺的工商行政管理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抚顺素

有煤都之称，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经光绪皇帝批准，王承尧，翁寿二

人分别开办了华兴利公司、抚顺煤矿公司。这是抚顺最早由清政府批准发照开办的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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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抚顺矿山，掠夺了

的经营权，成立了抚顺采炭所，继而日商来抚顺从事工商业经营的逐渐增多。

十二年(1906年)日本在抚顺的商民有355人。宣统二年(1910年)居留千金

官商有4 000余人，有618人开办工商企业188户，加紧了对抚顺的经济掠夺。

资本的入侵，抚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与剥

民国时期，先设实业部，后改为工商部，省设实业厅或建设厅，县由县政府负

业及市场的行政管理工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实施了一些工业．商

、公司注册等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所遵循。

民国(以下简称民国)18年(1929年)抚顺县政府设第三科，其任务包括工商

工作，县政府对抚顺市场经济活动、货币流通、批发零售市场、粮食市场，肉

商场，集市摊床，牲畜交易市场，文化市场及物价等进行管理，并对工商企业

记注册。

个时期，日本商业资本在抚顺进一步扩张。民国9年(1920年)日商在抚顺开

社(即公司)15户，从事工商企业经营活动。民国11年(1922年)日本在抚顺

家工厂投资总额达1 268．8万日元。民国14年(1925年)在抚顺从事矿业，工

、交通运输业经营的Fi本人有9 013人，民国17年(1928年)日本人在抚顺经营

业有295户。

在扩张资本的同时，加紧对抚顺的民族工商业进行排挤欺凌。民国11年(1922

炭坑事务所强占千金寨通往抚顺城的东北大道，造成交通梗塞，严重影响商业

金寨东发合等73户企业联名呈抚顺县知事，请严重交涉，以保主权。日本警察

寨铁道北的中国商民进行驱逐。对此，软弱无能的县知事一筹莫展，国家主权

族工商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31年“：也·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9月3 E1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止，共14年，东

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抚顺人民同东北广大人民一样遭受日伪残酷剥削和野蛮

本帝国主义炮制的傀儡政权“满洲帝国"，制定了许多工商管理方面的法规，

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掠夺服务。

元年(1932年)，由伪“满洲帝国政府’’实业部下设的工商司统管“满洲帝

事务。大同2年(1933年)抚顺县公署内务局设实业股，掌管工商及市场管理

顺的民族工商业有的倒闭、有的转行和外逃，到康德2年(1935年)千金寨的

民国20年(1931年)的1 182户减少到752户，其中注册商户由406户减少到206

量掠夺抚顺煤炭资源，实现“大露天开采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在千金寨用堵

挖陷地面，断电断水等野蛮手段，于康德3年(1936年)强迫商民迁出了千金

本在抚顺开办的工商业却大量增加。康德5年(1938年)有各种会社53个，工

23个行业计601户，完全垄断了抚顺经济。

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占据抚顺后，抚顺的工商行政管理由市政府建设科工商

局、社会科等部门多头管理。国民党统治期间，为挽救其面临的物资极度缺乏

面，抚顺市政府先后颁发了许多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布告，办法，条例等规



概述 ·§·

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严格控制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加紧对

粮，棉，布等物资的管理，致使物价更加飞涨，经济崩溃，工商业濒临倒闭，民不聊

生。

抚顺解放后到1956年底，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围绕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和总任务进行的。通过履行经济行政监督和管理职能，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在管理商品经济活动中，同资本主义势力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

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国营经济领导力量的不断加强，促进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

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市场管理，企业登记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等条例，办

法，逐步加强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的方针，政策，加强了对工商业和市场贸易的领导，

1948年11月成立了抚顺市贸易管理局。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工商业及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工

作。这是抚顺解放后最早的工商工作领导机构。

1949年3月开始整顿市场。组成了市场管理委员会，管理市场日常业务。6月，市

贸易管理局改为市商业局，9月，市政府又决定将商业局改为工商局，负责对公营商业

的领导及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为了加强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加速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3月，将工商局改为工商管理局，专事管理私营

工商业。

抚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根据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

针，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私营工商业增加生产，活跃流通，恢复经济，宣传，落实“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调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通过企业登记

管理控制开，停、歇业，防止私营工商业的盲目发展，制止不法资本家投机违法，抽逃

资金、解雇工人、逃避改造等现象。对摊贩进行整顿，实行统一管理，从而有效地限制

私营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贯彻国家对重要物资的统购统销政策，切断城

乡资本主义经济联系，稳定市场物价，积极推动私营工商业接受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引导个体工商业者走上台作化的

道路。这时期，抚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贯彻执行党在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要作用。1955年llfi]，市工商局

被撤销，所属业务分别划归工业局，商业局，手工业管理局管理。

1956年至1966年是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在此期间，全

市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管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

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此后

经过十年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商行政管理有了一定的发展。截止1957年

6月，市场管理工作由市服务局负责领导管理，建立了市场管理所，配备了干部，组织

开放自由市场，整顿取缔了无证商贩活动。

1957年7月，成立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到1959年贯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

矗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逐步加强了市场管理工作，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和商标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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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党中央对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刀的方针，注意用价值规

律引导生产和流通，经济工作又开始走上正轨，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

发展。根据中央关于“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的指示

精神，抚顺先后组建了农村集市29处，市区开放了蔬菜市场16处o 1962年底恢复了工商

行政管理机构，成立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到1966年，较全面地开展了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把主要力量投入调整工作，整顿市场秩序，取缔无证商

贩，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会同有关部门。对吸并国营商业的合作店进行调整，恢复合作

商店(小组)，对企业调查摸底，进行登记发照，清理整顿商标，开展注册工作，并对

购销合同及外采人员进行了管理。

1958年以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响下，1959年至1961年间抚顺城市

农吾lI产品市场曾出现了两开两关的局面。在1963年国家对大中城市集市贸易提出“加强管

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后，对市场逐步管紧管严，对

集市贸易的上市品种严格控制，限制了城乡集市的正常活动，致使集市上市品种数量减

少，成交额显著下降。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

竭力推行极“左，，路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一度瘫痪。当对把企业登记管理诬蔑为

“管、卡、压"，把商标管理诬蔑为“封，资、修"，把集市贸易当成“滋生资本主义

的土壤”，把正当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把那些靠劳动增加收入的人看成是

资本主义冒尖户等等，关闭了城市集贸市场，取缔了有证商贩。1975年1月推广啥尔套

所谓“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要求农民将农产品送到“社会主义大集”，按“公

价，，成交，凡不参加‘吠集"交易的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商品流通渠道堵塞，城
乡市场萧条，群众怨声载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67年11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抚顺驻军生产指挥部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了市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1970年

1月，在市革委会财税局内设工商行政管理组，同年移交商业局领导。1971年2月·市

革委会决定成立抚顺市革命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1972年3月，成立了工商行政

管理局。1972年以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只能有时对市场进行突击管理，其它各项工作

均不能进行。1973年以后，时断时续地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集体企业整顿，商标管

理，农村集市贸易管理工作。

1977年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对所谓“哈尔套经

验"进行了批判，根据省革委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布告》，对市场进行了管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实行了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黟的经济政策，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逐步恢复。在监督和管理商品经济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国民

经济协调发展等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是。支持生产、活跃流通，协调关系，方便群众、保护合法经营、制止非法活动。工商

行政管理的主要工作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工商企业的购销，加工订货合同管理与调

解仲裁；管理集市贸易，工商企业登记管理J商标管理；外地采购推销人员管理等项工

作。1982年增加了广告管理工作。1978年至1985年整个工商行政管理组织系统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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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依法管理的轨道。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颁

发了《抚顺市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搞好城乡工业普查登记工作的具体

实施方案》、《抚顺市商标管理暂行办法》、《抚顺市工商、农商企业经济合同管理暂

行办法》、《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布告》、(c关于加强工商企业登记管理问题的暂行规

定》，《关于发展个体经济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工商企业承包点登记管理试行办

法》，《关于发展城镇集体经济若干规定的通知》等一系列规定，办法。随着全市改

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不断放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政策，对全面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建立正常工作秩序，履行工作职能起了指导、推动作用。在管理模式上，也在由传统管

理模式向着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转

变。

1978年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使城乡集市贸易，工商企业、

个体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促进了市场的进一步繁荣。1985年全市工商企业达到

7 591户，比1980年增}jⅡ86．2％，集市贸易发展到108处，1：匕1978年增加5倍；个体工商

业户增加N28 610户，]：匕1978年增加29．1倍。1979年12月27日《抚顺日报》头版把“截止

10月底，农村集市恢复12处，成交额192万元，城市开放集市21处，成交额590万元秒列

为市革委会为改善人民生活一年来所做的10件好事之一予以报道，抚顺创建“重合同，

守信用’’活动的经验，在1984年10月国家工商局召开的东北，华北第一次经济合同管理

工作情况交流会议上，11月辽宁省工商局召开的经济合同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分

别作了介绍并予以肯定， “重合同、守信用”活动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为保证经济改

革的顺利进行，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全面清理整顿了各类公司和党政机关，

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有效地制止了经济领域里的不正之风和投机违法活动。

近几年来，为适应新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

作用，加强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充实了人员，1985年全市工商系统人员‘编制增到788

人，较1978年的216人增加2．6倍。通过培训与对干部的选调、招聘，工商行政管理干部

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都得到提高。全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在职责范围、

机构设置，人员数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纵观抚顺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可谓历尽沧桑，全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应从中汲取

有益的经验教训，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中发挥积极的

促进作用，为振兴抚顺作出新的贡献。



大 事 记

抚顺解放前

(明天顺八年至中华民国37年(1464年至．1948年)10,9)

明天顺八年(1464年) 设抚顺马市，作为同建州等卫女真人进行贸易的场所，到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进攻抚顺后，抚顺城被毁，从此抚顺马市不复存在。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重建抚顺城，城内商业繁荣。光绪年间，抚顺城外南

关商业市场发展起来，成为辽东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王承尧(候选府经历)、翁寿(候选知县)向清政府

申请，领办抚顺界内之千山台煤矿，同年八月廿六日光绪皇帝批准，王承尧开办了华兴

利公司，翁寿开办了抚顺煤矿公司。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清政府划承德县东部地区设兴仁县，县治在沈阳。当

时，抚顺城是东北军事、政治、商业重镇之一。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抚顺炭矿强占王承尧开办的华

兴利公司。

清宣统三年(1911年) 抚顺县有商铺人员1 534人，小贩1 413人。

民国7年(1918年)8月 抚顺市场株式会社开设抚顺中央市场(日本人的地方公

共团体以公益为目的开设的市场)，资本金10万日元，营业项目水产，菜果。内设市场

事务所，管理市场人数为34入，其中日本人14名，中国人20名。

抚顺开矿以来，工商业逐渐兴盛，外埠迁来不少商人，本年工商业户巳达千余户，

有公司二三个。

民国8年(1919年)12月 千金寨市场开业，资本金10万日元，营业项目为水产，

菜果。

民国12年(1923年) 抚顺县公署警察所的市场巡官，负责管理市场摊贩，收取小

贩营业捐及许可证费。

民国1 5年(1926年)8月51日 抚顺的“宝成发’’商号贱售面粉引起群众抢购，警察

所派巡官前往弹压排解。

民国18年(1929年)1月1日 千金寨第一商场开业，经理姚华亭。每日“购物观

剧者二万余人次，，，秩序混乱，时常发生I：1角、盗窃，为此自行设警6人，保护商场维

护秩序。

同年11月 抚顺县政府设第三科，负责划定牛马集市，设立广告牌、取缔摊贩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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