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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J·

盛世修志，古今亦然。根据中圈埯方志指导小衄和
I

省、市对修志工作的要求，县委i善域府先后作了具体部
I

●

署，县志编纂办公室对各部门修志屡作指导，‘平武县工

商行政管理志：》几经周折，终于一九九互年十月完成了编
，

纂工作。 ．

这本志书，上溯周秦，t下至新中匿，简明叙述了历代

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流通的行政管理梗概。着重记

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黄炙专、国，务院、省和专区(地、

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政策法规及其演变情况．系
、 ＼

统地记述了平武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市场管理、企业

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广告管理、个体和私营经

济管理、经济检查以及清理整顿公司，发展商品经济，活

跃市场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全志共设七章十八节，约二
，、

十万字，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部门特点，是平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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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宝贵志书，对拓展全县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必将起到

。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

：

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建立平武县人民政权四十多年

来，先后在工商行政管理战线上辛勤工作过的同志达一

百七十余人，他们致力于平武县经济建设成绩卓著。其中

有一百一十多人已经离去。目前在岗的全体职工在党的
、

十四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开拓进取，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夺取“九五”更大

胜利，建设两个文明作出贡献。

《平武县工商行政管理志》首次出版问世，是一件值

得庆贺的事。工商局修志领导小组向编者和提供资料的

单位与个人表示感谢。 ·

以史志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本志书具有一定的可读

性，谨此敬奉读者。志中也有不足之处，有待于下届修志

者弥补充实。’志记如斯，后来居上，是为序。

李光旭

一九九五年十月



凡饲 ·I；

一、年限：上限为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下

限为一九九。年。个别章节适当上溯和下延。(第二章已

写至一九九二年；第一、第五章下延到一九九四年)

二、结构：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共设七章十八节，

节下设目，或目下分项。图照设于封面之后或专章之中，

表格插入各章节，专用词语或历史名人于各章之末附以

注释。不便记入正文的有关资料则入附录。

三、体裁：全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根据资料，综合

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横排纵写，纵横结合，以横

为主进行编修。

四、称谓：各级组织机构，用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

人物称谓直书其名，必要时写明其身份。使用地名以今地

名为?隹，必要者在括号内注明旧地名。法规名称、机构和

职务名称字数多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下酌情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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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五、数据：全志数据以汉字一、二、三⋯⋯为主表示。

各种统计表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引用文件保持原型字号。

使用计量单位以当时习惯单位表示，必要时在括号

内加注或于后附注。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币值

一元兑换旧币一万元。志中除注明者外，新旧币值比率以
’ I

此为准。

六、资料：大部来源于县档案馆及本部门资料。部份

采用相关部门资料。个别采用老同志口碑资料相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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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

和政策，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的监督与管理。

历代以来皆有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之设．西周王朝对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流通的行政管理即逐渐强化。秦代鼓励发展商业，却

把商人列入。七科谪”籍(贬谪商人的办法)。汉代推行以农桑为

本，工商为末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上晶益形成一种轻

商思想，把工商列为末业，从事末业者其社会地位极低。这种

“重本抑末“政策一直沿袭到清朝。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先后设

立工商部、实业部和经济部，各省相应设立实业厅和建设厅，县、

市置建设科(局)负责对工商矿业、交通、农林和市场经济活动

等的行政管理工作。 ．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工商行政管理机

构，。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开展企业登记

管理等工作，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党和国家各个时期总

任务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进入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新时

期．平武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市场管理、企业登记管理、经

济合同管理、商标广告管理、个体和私营经济管理、经济检查以

及清理整顿公司，推进市场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职能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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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县人民政府设立了工商科以后．把市场管

理列为首要工作。一九五一年五月成立平武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各

区先后成立了市管分会，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管理工作。昔日．县

内的城乡市场较为繁荣，到四十年代后期，物价飞涨．社会秩序

混乱．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城乡市场趋于萧条。一九五

。年后．全县原有二十六个集市逐渐恢复了二十二个，到一九九

。年主要集贸市场发展刊二十九个．

四十多年来．县内城乡市场出现过几度兴裁一九五二年土
改后．五三、五四两年城乡市场相当繁荣。一九五四年全县社会

商品流通量相当于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一五。点八四，其中零售

量增大百分之五十一左右。一九五五年因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市

场一度萧条。一九五六、五七两年完成了对私改造，实现了农业

合作化，使工商业者基本纳入了计触轨道．促进了物资交流，市

场又趋繁荣．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大办钢铁，并实现了公社

化，城乡集市场期由原来三天一场改为五天一场。一九六O年农

业大跃进，又改为十天一场。这两段时期，赶场人次大大减少．市

场不旺．一九六一年秋．宣传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商业体制的

改革，自由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到一九六三年全县城乡市场转趋

活跃。一九六三年末上市商品已达一百九十七种．比一九六一年

增加百分之四十六I集市贸易价格总水平比一九六一年同期下降

百分之四十七点三。一九六四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全县城乡

集市贸易管理以进一步打击投机倒把为重点．和坚持以贫下中农

管理市场．十年动乱中，集市贸易受到强烈冲击，不少地方把上

市卖东西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冷落萧条。进入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促进了市场的极大繁荣。一九八。年全县集市贸易成

交额达到二百六十一万元．比一九七九年上升百分之十二点九八．

一九九。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九万元，一丸

九二年达到二千二百万元．县内城乡市场正在日益发展。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六年，县内把打击投机倒把违法活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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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乡市场管理中的主要工作来抓。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全

国遭受自然灾害，加之工作上的失误，各地供应紧张，县内市场

上转手倒卖情况严重。一九七二年春，县革委决定设立林家坝、平

驿、白草、两河堡检查站，明令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论陆

上水上，车辆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等违法活动的人应予追究，区别情节，给予处理。一九七六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全省统一行动查处违章案件，打击投机倒把。县

委县革委在城关地区召开了三千人参加的“打击投机僻把、整顿

集市贸易斗争动员暂师大会”；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在城关召开了声

势浩大的声讨“四人帮”、斗敌批资大会，批斗了十五名投机倒把

犯罪分子和刑事犯罪的投机倒把犯六名，押上刑车，巡回区乡游

斗达十二天之久。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县经群众检举查获违章违

法案件二百三十五起(大褰、要案11起)，扣捕封刑十二案十二

人；罚款没收处理七起，罚设现金二于零五十三元I教育一百九

十八起。据统计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六年，全县查处投机倒把违

法案件三千九百五十六件，其中，投机倒把二百八十五件，一般

违法三千六百七十一件。罚设金额二十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二元。

平武县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市管会。一九七二年以来的工商所，

一九八三年机关体制改革设立的市场管理股(包括经检)，分阶段

肩负起经济监督检查，打击投机傀把违法活动的主要职责。为了

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自一九八七年起，县工商局内，市

管、经检分别设股，进一步加强经济监督检查工作，查处经济领

域中的各种违法活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缝康发展。在国

民经济监督体系中，工商行政管理经济监督检查主要从市场角度

对社会商品经济进行监督。经济监督检查的直接对象是商品经济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经济检查的具体对象有投机倒把行为，走私、

贩私行为，炒卖外汇，商品流通领域的不正之风，以及违反企业

登记、合同、商标广告、市场管理法规的某些行为。据统计，一

九八七年至一九九O年全县查处经济违法案件六百一十一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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