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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林“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时值二十世纪末，新

编纂的《株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间世，确是全

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干部职工值得庆贺的一件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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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区域内的多数县、市，始建于汉高祖称‘
帝之初，自然经济源发在三千多年之前，集市贸易，

形成于西周之端，历代均有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机
构和官吏。然而，在所有皇朝编纂的大部头志书“

中，工商行政管理均着墨甚少，无文成篇，实．属
憾事。为填补历史遗漏，有益当代，惠及后人，’一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株洲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根据中共株洲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要求，’’
决定编纂《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志》。1 990年开．

始筹备，4月成立编纂机构，组织编修人员， 经

：多方鼎力相助，历时二个寒暑，；广征博采，搜集

四百万字资料；。复经慎密筛选，认真考证，“佐证
史料，去糟缀遗，严谨编撰，四易其稿，于1992



年3月出版o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共lo章34节计2 0；

万言。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坚持存实求真的原则，记叙了100多年来株洲区划
工商行政管理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是株洲工商系

统一部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的史料大典。人
们从中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为当代人明察实情，制订规划，提供依据；为后
代人追溯历史，策励前程，提供借鉴，为开创株
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史再谱新章。谨为序。

一九九二年三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例

l、本次修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
r

2、本志由概述，私营工商业改造，工商企业登记、集贸
市场、个体经济、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管馥，经济监督检查、’组

织、人物、大事记组成}设章、纭目兰个层次。 。

8、本恚断限，上起1840荦，下迄1990年，个别章，节记述

的事件和图片越过上述断限。区域以现行区划为主。

4、志内所称“栋洲市’’，。系指株洲市和株妻fIl市现辖盼椽

堋、醴陵、攸县、茶陵、酃县五个县市，志内所称鲇株溯市区”

劂不包括五个县市。 ，’

志内所称的“解放前”，系指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榇洲及现辖各县市以前， “解放后”，系指1949年8月中国人

民解放军解放株洲及现辖备县市以后。’
⋯

。

6、历史纪年。封建皇朝时代，采用各个朝代的纪年，夹注

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民国和民国以前所记的月、

．11，均采用农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部采用公历。
’一

7、计量。1949年10月1 II以前，按各个时期通用的计量单

位书写l 1949年10月1日以詹，改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书写。
。 一8、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币值记述，

1955年8月1日起按新发行的人民币币值记述，

9、地名均采用事实发生时的原名。 ’

’

10、各种机构的称谓，都采用当时的名称记述，涉及较长的



历史时期，不便分别按当时称谓记述的，则按最后期间的称谓记

述。各种名称第一次书写使用垒称，以后用筒称。 、

11、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事件略述本末，以明事物之
始终；

12、各项数据多采用统计部门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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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j概 ．。述

株洲地处湘东，濒临湘江。水陆交通发达，京广、浙赣、．淑

黔、湘东四条铁路交汇，是我国南方的交通要冲。公路四通几

达，年货运最近4000万吨，客运量上5000万人。境内气侯温和，，

资源丰富，特产繁多，文化此较发达，有利发展经济，。搞活流j

通，丰富人民生活。-
‘

．

鸦片战争前，榇溯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百业不振。少，

数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商企业，均系投资甚少、不冒风险，事务简

单、一人或一家人主持的独资经营。它适应当时封建社会经济发．

展，历经数千年不变o．i1840年后，大开海禁，民族工商业兴起，

资本主义的“公司”等组织形式进入株洲工商业界。光绪兰十一

年(1905年)湖南当局委派熊希龄(风凰县人)于醴陵姜岭南御

办瓷业学堂，次年组建制瓷工厂，建立“湖南瓷业公司”。这

是株洲地区创建的第一家公司。尔后，湘江水运发展，浙赣、湘．

黔铁路通车，株萍：攸醴公路贯通，整个湘东经济日趋活跃，．工

商企业迅速增多，集市贸易日见繁荣。株洲镇的官牙行达50多家，

私牙行更多，醴陵瓷厂发展到100多家，攸县的纸槽、煤矿达400

多家，从茶陵潞水到攸县马子陂的铁矿公司50多家，连最偏辟

落后的酃县也有金属公司10多家。各地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开

发，颇具特色，少数产品遐迩闻名。醴陵的彩瓷曾荣获国际金

奖，攸县的“湘攸纸”、“攸饼铁”运销全国各地，久盛不衰。
7

辛亥鼎革，民国建立。中南版藩，军阀割据，日寇践湘，晦

战大开，历经千戈兵燹，战火连绵，湘东骤陷衰落。到解放前

夕，株洲已沦为数千人口的弹丸小镇，工商业才100多户。整个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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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百业凋敝，集市萧条，民不聊生，一派凄况。 ．

新中国成立，小镇获得新生。株洲以独特的战略位置，地理

条件和地质资源等诸多优势，五十年代便被国家定为重点建设城

市。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株洲市大型骨干企业荟集，中小型

工厂林立，铺户连城满巷，各种建筑物鳞次棉此，市貌宏伟壮

观，气派非凡。市区人口达50多万，工商企业7000多家，年总产

值60多亿元。不仅是我国南方的交通枢纽，而且是中南地区重要

的新兴工业城市之一，还是辖区株洲、醴陵、⋯攸县、茶陵、鄙

县五个县一、缔)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

’ ?

， ’p

、。

一 ，

f
‘

t
．

'

． 株洲市辖区工商行政管理历史源远。早在攸县、茶陵诸县建

制之时，自然经济发展，集市贸易形成，便有正式执行工商行

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和官吏。据《周礼·地官》记载。西周设

司徒，司徒之下，设司市、质人、廛人、胥人、胥师，贾

师。周朝以后各个朝代，也有专门机构和官吏。秦设治粟内史，

汉设大司农，唐、宋、元、明、清由户部管理。1840年鸦片战争

后，清皇朝设工务部、商务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变法维

新，改为农工商务部。次年，湖南巡抚设农工商务局，1908年改

为劝业道，备府、州、厅、县由衙署管理工商行政事务。民国政

府设实业部，湖南都督府设实业司，各州、县设建设科，负责农

矿工商事务。近代工商行政管理应运而生。． ．
．

‘新中国成立，工商行政管理进入新纪元。株洲原是湘潭县的

一个小集镇。1949年8月4日解放，1950年6月，成立株洲镇，

，设工商股。1951年6月6日，改为县级市，设工商科。，1955年5

。月1"3日工商科改商业科。1956年4月9 IE!，升为地级市，商业科

改商业局，兼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63年1月设工商行政管理

局。1983年，原隶属湘潭地区的醴陵、攸县、茶陵、酃县划归株，

·‘2·
’



洲市管辖。到1990年底，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辖管东、南、。

．北、郊四区分局友钟鼓岭管理处和株潮；醴陵，攸县、茶陵．．酃

县五个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58个工商行政管理所，1100名干部

职工，担负垒市11280平方公里、337．67万人的工商行政管理事

务。具体职责为t工商企业登记管理、黎市贸易管理、商标广告

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经济监督检查。”．
f

’

’

一 、 ，’．、 ．●
t

， ●
‘ ，

；： 。· 一、雌： ’

r

．清代民国时期，工商业逐渐发展。￡商企业由省、州、县衙

署登记管理，署内设书吏，办理案膜，收取规费，发给证照。儿

开设牙行、当铺者，呈省布政使司(民国为实业司)，报户部

(民国为实业部)颁布牙(典)帖。开钱铺、银炉、茶庄、铜铁

店者，须事先禀官厅立案。运销硫磺、蒴，铁、黑茶者，须向衙

署领取照、票、引。盐斤实行“引岸制”j商人凭盐政衙门核发

的引票运销。其他一般商业铺户，概由同业行帮代官厅管理。民

国二十四年(1935年)。醴陵，攸县、茶陵、酃县登记的工商企

业共3307家，登记注册的各类公司共42家。

建国后，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分三个时期t，第一个时期，从建

国伊始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主要是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摸底登记，分地区、分行业、分户掌握资金、

从业人员、生产经营和盈亏等情况，，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对私人赘

本主义矛『J用、限辅、改造提供资料数据。1956年2月，株测市、·

醴陵、攸县、茶陵、酃县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总户数为5732户，共

?中直接进入国营企业单位761户，公私合营2456户，合作商店935

户，合作小组875户，还有610多户停业或转行。垒行业合营，r使

私营经济渭失，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建立。第二个时期，从1956年

到1978年，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主要是维护、巩周国营企业在市场

上的领导地位，维护计痢经济，限制和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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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地下工厂、黑店，为加强经济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这个时期，虽然曾经为调整国民经济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但一度

限制过严，管得过死，服务于商品经济的思想不够明确。以致造

成国营一统天下，私营一张自纸，渠道单一，产销分离，市场冷

．落，人们生活不便。第三个时期，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兰中

全会以后，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行战略

转移，加强法规建设，发挥职能作用，推动改革开放，搞活流通

渠道，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整个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出现新局

面。1990年统计，株洲市登记发照的工商企业为12118家，从业

人员为52．9344万人，。注册资金46．6552，fL元。共中l全民所有制

企业3209家，从业24．2503万人，注册资金33．92亿元；集体所有

制企业8801家，从业28．2866万人，注册资金12．4552亿元；联营

企业108家，从业3973入，注册资金2800万元。

株溯市诸县的集贸市场历史悠久。“古者货物辐凑处谓之

务，今谓之集，叉谓之墟。⋯⋯小聚村落亦有墟期。”清代盛

期，各县出现数量多、分布广、场期密的势头。株洲有8处，醴

陵42处，攸县3l处，茶陵32处，酃县19处。清末民初，随着株萍

铁路(1905年)和醴攸公路通车，闭塞局面渐开，集市贸易继续

发展。攸县皇图岭成为湘东有名的“万人墟场”，还出现独具特

色的醴陵涤口缸瓷市”、茶陵“牛市”、“狗市”，酃县竹木市等

专业市场。尔后，辛亥革命时期，因遭军阀混战、H寇入侵两次兵

祸，夹数次天灾，墟场荒废，铺户关闭，流通阻塞，经济萧条。

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各地主要集镇墟场，株洲仅6．

处，醴陵13处，攸县5处，茶陵11处，酃县13处。 。z

新中国诞生，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历经几次大的起落。建

国初期，贯彻“自由贸易政策"，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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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渠道畅通，物资交流宽广，市场经济繁荣。1952年10月。株洲

市举办物赘交流大会，20万人交易，成交额达216亿元。1958年

冬，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棉花、油料统购。二类农副产品

派购和统一收购，市场削弱，·成交额下降。1958年人民公社化，

搞穷过渡，舌Ⅱ共产风，大收大购，关闭墟场．市场冶落。1962

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解散公共食

堂，恢复社员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重获生机。株洲‘

，市区恢复开放集市45处、行栈17个，上市商品400多种，成交额

成倍增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土围子”、“割资本主义尾

．； 巴”，各地墟场首当共冲，集市贸易遭到浩劫。1979年后，贯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推行改革，放宽政策，搞

．‘活流通，集贸市场数量大大增加，建设速度加快，出现空前繁荣

景象。蓟1990年，株洲市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以县城为支

点，以农村为依托，开放式、多元化，网络型的市场体系。全市

共有集贸市场242处，年成交额突破6亿元。

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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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 。

i

解放前，株洲市各地买卖土地、交换产品，采用契约形式，

沿袭几千年。1948年被彻底废弃。1950年开始推行合同制度，：各

国营公司、供销合作社与私营工商业、农民之间，签订加工、订

货合同和农副产品预购合同。1954年农村推行结合合同。之后，
合同制度一度被终止。蓟1979年，株洲市各地工商部门设立经济

’

合同管理专门机构，开展工商、农商经济合同试点。1981年垒面

实行经济合同制度。第二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回

法》，经济合同管理逐步走上正轨。1990年，株洲市共鉴证经济台
-' 同3001份，金额1．43亿元，检查经济合同29565份，金额9．95亿

元；调解仲裁经济合同纠纷8713起，解决争议金额iiil万元，确

认无效经济合同1451份，返回财产9．5万元，。评选命名“重合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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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信用”企业215家。 +‘

．． 五

株洲市各县历史上商标注册很少。仅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攸县“攸饼铁’～、“湘攸纸”在国民政府中央商标注册局核

准注册。1952年，株洲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面粉以“星星”

’牌商标注册。1963年4月，国务院颁发《商标管理条例》，至7

。1966年9月，株洲市注册商标共19个。尔后，商标注册和管理陷于

停顿。198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开始突施，且发

展较快。到1990年，株洲市共有注册商标746件。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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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株洲市广告事业起步较晚。民国31年(1942年)，醴陵潘树
· 喋等为药商在渌江桥头设一药品广告。建国初期，株洲镇经营广

告只有解放、建设、人民三家电影院，对霓虹灯、幻灯等广告实

行收费管理，到七十年代末，偷无专业经营广告企业。1982年2

月，国务院颁布《广告管理暂行条例》，6月，株洲市成立第一

家装潢广告公司。1990年，株溯市广告经营单位共35家，从业人

员456入，经营额370万元。
0●

’ r _‘

七 一。 ．-

．

株洲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是从1962年复苏的。当时，正值

调整国民经济时期，株洲市有小商贩909人o 1964年初，发展小

商贩固定零售网点213个，流动货郎担937吾tl，经营国营、供销合

柞社未经营的次小土产品，进行拾遗补缺，方便人民生活。是年

底，株洲市共有发证商贩1558人。1965年5月，开展清理整顿个

体商贩活动，结果仅留商贩740人，比上年减少一牛多。十年动

乱期间，个体商贩所存无几。1979年，实行l改革7r放，个体经济

·6·



开始恢复、发展。到1990年，株洲市共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
业4i88tP，从业71262人，注册资金17180ZJ"元，经营额76186

万元。为国家提供税收6185万元。 ， ·‘；

‘

^
‘

‘

· 。八
。

。．，J

，株洲市各级工商部门发挥经济监督检查的职能-健全内部机

制，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依靠各级组织协作，．在各个时期开展打一

击投机倒把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护合法经营，制止非

常活动，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发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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