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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改革时期编写《工商行政管理志》，是经济战线的遗切需要。 此志箱纂完

成，将旧社会经济活动的弊病，新社会，特别是改革后的各项经济蓬勃发展的业绩，书

之史册，以起兴利除弊，资政存史，遗教于后，咨询服务的作用。

《龙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本着坚持“四项基本以则，，、 “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精神，记述了从1903年到1985年八十三年问工商企业兴衰史事和工商行政管理韵

发展变化。从历史事实中领悟经验和教训。这样的专业志在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是

首次。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随着国家政权和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出

现而产生的。龙江县的工商企业自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然而，由于在工商行政管理上

的失误，也曾出现过市场紊乱，经济失调等等问’题．只要有商品经济，就要有工商行政

管理，中断它就会出现经济领域里的紊乱，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因为社会上有商品经

济活动，价值规律就要发生作用。千万个商品占有者到市场上来，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

竞争。为了鼓励合法贸易，取缔非法活动，就要有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力量出来约柬

商品占有者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政权中的行政管理权，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行使这个权

力，广大消费者才能免受其害。所以国家运用这个权力来干预和组织经济潘动，是客观

需要，是有群众基础的。

国家j黾阶级的统治工具，它体现着阶级的意志。任何一个巩固的国家，都要有一个

巩固的经济基础，经济破坏了，政治的统治就难维持下去。f日社会若没有国家对经济的

强制作用，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野蛮榨取就无法固定下来。社会主义国家是国民经济的

组织者，没有酗家对经济的强制作用，社会的经济秩序就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就

不能继续，就不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的职能，从1 956年到1960年

这段时问里撤销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光凭国营经济去领导社会经济活动，就等于取消国家

行政干预，处于自发势力支配下，各行其是，势必出现黑市经济冲击计划经济的结果。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

制都是生产经营单位，各自都是商品占有者。他们必然要考虑自已的经济利益。国营工

商业的资财虽然是全民所有，但都实行着独立核算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生产和

经营的好坏，又都和本单位职工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同样重视本单位的利益．如果任

凭千万个各种经济成分的生产或经营单位盲目地在市场上各行其是，生产和流通就必然

出现不协调或侵犯他人利益的现象，计划经济就会被冲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面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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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各方面关系，维护生产和流通的秩序，就成为必要了。还有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大生产

基础上的，如果全民所有制的生产或经营单位盲目发展，其冲击力量就更大。因此，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对国营工商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更是必要了．

从调解角度看，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它们是产值小、品种多、生产和供应的

时间性和地区性很强，国家不可能把它们都管起来，而是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变化自

行安排生产的。国家工商管理部门遵照政策法令对生产和供应加强管理，以满足需求，

繁荣市场。这就说明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任务不仅是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同时还要

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龙江县在加强计划管理的同时，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来保障有计划

的生产和流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以促进国家允许的价值法则自发地调节这一部分或

那一部分的生产和流通，起到对计划经济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要摆正两个法则的地位使

之相辅相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不可缺少的。

基于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需要工商行政管理。不能因政权是社会主义

性质了，私有资本消灭了，工商管理就不必要了。恰恰相反，更应该加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多

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在这种新形势下，经济越是要搞活，就越

是要加强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的任务加重了。真正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管是代表政府行使职权，在执行监督管理任务中，依法行使职权，按法律程

序办事，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准则，然而，从建国到现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职权

曾几次被更改和撤销，也曾出现过一些损失，应后鉴。

本志内容丰富，资料较全，图文清赅，具有鉴前启后的时代特点，将对工商行政管

理人员陶冶品德，依法办事，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皆有补益。

志书终成，略叙数言，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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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苗树典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



一、龙江县农贸市场

二、龙江县轻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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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县农贸市场内照

四、景星集市贸易市场

五、意兴工商行政管理所外照



龙江县工商行政管理所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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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从古至今对工商企业都进行行政管理，但管理的方式各有不同。解放以前在旧政府

中的上层才有统管机关，在地方没有专管机构，一切工商管理事务统由地方官办理。解

放后的县级人民政府都设有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在工商企业集中的集镇都设有工商行政

管理所。19．t8年龙江县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于194 8年设工商局，并先后在5个镇的区政

府内设工商助理员。1956年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

不复存在-农村的商品交换可由国营商业和拱销合作社包下来，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分

别由商业科、供销联社、工业科和手：亡业联社归口管理，也就不需要再有行政管理了。

因此，根据省政府指示，于1956年6月撤销了工商行政管理科。这样，出现了经济领导

经济，而各归口管理部门和公司又各行其是，削弱了国家行政干预。1958年人民公社化

过程中，在工作上又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的错误，商业部门提出：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曾一度关闭了集市贸易市场。出现了黑

市经济冲击计划经济的现象，到1960年10月鉴于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在市场物价行政管

理科内设了市场管理组，恢复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但工作仍展不开。于1963年6月中

共龙江县委成立了专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以打击黑市冲击计划经济的投机倒

把行为。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变

革无常，致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名无实，当时物资缺乏，市场紊乱。直到1973年才成

立县工商行政物价管理科，工作开始走向正常。

党的一l^--L]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随着多种经济形式、多

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出现了物资松动，市场活跃的大好局面。全县工商业及个体工商业户

发展到五千余笨，网点遍及全县各个角落，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工商

行政管理机构：弋大加强，到1982年由0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增加到6个，另建一个龙江农

贸市场管霉!所。1984年初，由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上市的商品曰益增多，龙江镇建

一个轻工市场，1985年，又增设了两处专业性市场(铁南农贸市场，旧机动车兼牲畜交

易市场)，农贸市场又增设家俱市场、粮油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外镇的集市贸易市

场也逐步向专业市场转化。此外有七个乡所在地已形成集市贸易网点。随着集市贸易的

不断发展，到1985年末工商行政管理所增加到8个，集市贸易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的10．5％。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集体、个体工商企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过几年来的工商

企业登记管理，使网点的布局逐步达到合理，集体企业多数设在8个镇和20个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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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并在城镇内的街头巷尾设有个体零售网点，方便了群众的购买和进城农民的吃住；在

农村计有316个村、1108个自然屯，除27个自然屯空白点外，其余每个自然屯都有个体

零售小卖店，到1985年末平均每个自然屯个体小卖店达到1．59个，大的自然屯达到3个。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大好形势，1982年10月召开全国工业、商业会议，除了决定从

机构设置和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体制改革以外，还采取了重大的经济措施，一方面

放宽了农副产品及工业品的购销政策，另一方面又本照批发从严，零售从宽的精神，合

理规定了国营商业的经营比重，国营商业各公司对工业品批发的比重，有计划地调整到百

分之七十左右；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的比重，也有计划地调整到百分之

七十左右；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零售比重，全国大体保持在百分之六十；饮食服务

业，城市保持在百分之三十。这些重大措施的采取和实施，促进了集体和个体工商业的

发展，打开了工业、商业的新局面，搞活了市场。龙江县几年来的执行情况，如附表。

一九七九年以后社会商品零售额各所有制比重表

i、、孓～芝■卜f1982{1983卜i附 记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全 民 企 业

％

供销合作社

％

集 体 企 业

％

个 体 企业

％

农民对非农业居民

％

88，566

45，404

2，812

3．2

103，550 1136，174

53，931 55，816

52．0 47．6

36，065 43，396

35．0 25．2

9，087{26，775

8．7} 19．8

588}3，066

0．6 2．2

3，879：7，121

3．7 5．2

136，331

55，114

40．4

38。661

28．3

27，505

20．2

6，536

4．8

}8，515

6．3

152，621

63，983

41．8

36。113

23．6

26，064

17．2

10，611

6．9

16，050

10．5

注明：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中，包括集市外。

龙汪县的工业，在旧中国及沦陷时期都不发达，虽有些工业，也都是些拾遗补缺的

手工业和修理业。新中国建国后，工业逐渐发展。但在建国初期多是些私营工业，虽亦

建起一些国营工业，也很不完善，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龙江县政府根

据自己的土特品及社会上的需要，建起制瓦厂、砂石土公司、柞蚕缫丝厂等，相继建起

l，}=I型企业水泥厂、钢铁厂。有了适合经济发展的工业体系。为龙江县的经济建设刨出了

途径，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又有了较快的发展，

建起了毛纺织厂、啤酒厂，社队企业遍地开花。网点遍及全县城乡，产值逐年上升。附

产值发展比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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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县工业产值比重表
单位：千元

工 业l 全民企业l 集 体 企 业

总产值
产

二 轻 局 社队企业局

产 值 ％ 产 值

1971

1980

1982

1983

39，341

49，297

85。910

100，859

16，938

23，371

40．419

45，527

43．06}

47．4

47．06

45．13{

7，366

10。106

20，947

26。716

18．72

20．5

24．38

26．47

15．037

15，820

24，544

28。656

38．22

32．1

28．56

28．4

1985 l 140，212 78，240 55．5{23，298 17·0 I 38，674 27·5

说明：个体工业。多是修理业，无产品，故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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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队伍

第一节解放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设工务部、商务部。同年九月又将工务部、商

务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内分公务、商务、农务、庶务四司。商务司专管一切商政，统辖

京内外商务、学堂、公司、局、厂等职责。这是中国近代清朝在中央设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

开始。在地方省设劝业道，在道公所内设六科。即：总务科、农务科、工艺科、商务科、矿务

科、邮传科，归省督抚统属。县设劝道员一人，归地方官管辖。一切工商行政管理事宜，统

由地方官直接管理。龙江县最早对工商业进行管理始于齐齐哈尔。早在乾隆年间，清政

府将城镇铺户编为十二排，统归“番子章京”管辖，更番值月，供官府用品，称之为“管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将军宗室恒秀设“管理商民处”，不久撤之，仍设“管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目东北三省条约》。齐齐哈尔成

为对外开放商埠之一，生产发展，市场形成。此时把“管街"改成“公议会"。 按钱

(庄)、粮(栈)、当(铺>、店(铺)、杂货(铺)五行，各选二人管理会务。公议

会主要任务是：保证军需民用物资供应，经办每年酬神演戏和工商业户的捐款集资，收

缴一切摊派费用。规定每年由各行店从卖钱项中收银六厘，做为会务办公经费。

光结三十二年(1906年)齐齐哈尔城内居民增加，工商业户增加，成为工商业发展

兴盛时期。俄商，日商实力雄厚，加之客商流入，一些中、小工商业户迫切要求政府组

成民团，借以维护其合法利益。出工商界推选有资望人士将“公议会”改组成“黑龙江商务

总会”。这是“商务会”的开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龙江县内铁

路沿线各镇工商业户增多，由当地警察署(所．)管理。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廷

制定东三省督抚办事要纲及官制章程，颁布了新官制，建立行省制。根据东三省行省官

制规定，行省公署内设矿业司，主管农、工、商、邮、航、运、矿业。1910年10月清廷

批准黑龙江省设立公署，幕职，分科治事。设农、工、商等十科，五处。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设实业部，临时政府迁到北京

后改为工商部。民国8年(1914年)又改为农商部，工商行政管理事宜统归这个部管。

当时省按中央政府对口设实业厅，于民国12年(1923年)又改为农商厅，民国16年(19

27年)又改为农矿厅。县以下工商业由当地警察局(所)管理。

民国13年(1924年)，警察局内t设经济股，分所内设专管经济警察一人。

民国14年(1925年)龙江县组成实业局后，孟文亮任局长。各乡镇工商业的开业、

每业等手续仍由警察署(所)管理，上报县实业局批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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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0年(1931年)“九·--}k"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伪龙江县公署遵

照新官制于伪大同2年(1933年)4月1日将财政局改为财务股并入内务局，由内务局

实业股管理工商业。嗣于伪康德2年(1935年)1月伪龙江县公署第二次训令第950号

公布《县公署科局职掌暂行规定》，自同年2月1日修正执行。县公署置下列各科局及

股。计设一科(总务科，内设股略，下同)、四局(内务局、财务局、警务局、教育

局)。内务局设行政股、实业股(管理工商企业)。于伪康德10年(1943年)10月，内

务局与财务局合并，改为财务科，由财务科业务股管理工商业。张述任科长。

在伪县公署下设村(相当于现在的乡)。在村公所内设财务系管理当地的工商行政

管理事宜。对工商企业、小手工业及小商贩等的开业、转业、歇业等手续都须报请伪村

公所财务系同意，而后报县主管科(局)批准执行。当地警察署(所)内设专人管理市

场秩序。

第二节解放后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一、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1946年5月龙江县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子1947年二季度设置了贸易局，同时在

五个有工商业的城镇中(昂昂溪、富拉尔基，朱家坎、碾子山、李三店)，在区政府肉

设工商助理一人，既对工商企业进行行政领导，又对业务实行管理。因当时处在解放战

争时期，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商企业又没全面建立起来，私营工商企业的经济势力还

很大，他们兴风作浪，扰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追逐暴利。 为了在金融上用

物资的吞吐以控翩和打击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法行为，子1948年6月建置工商局以

后，相继建置了全民所有制的贸易公司，经理是由工窗局长兼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贸

易机构，既负担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物资的购销，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业务和政策的领

导。

当对的工商局，还带有如现在工、商两局性质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局内设有四个

股，即：人秘、计财、经理和工商管理股。第一任工商管理股股长是田献芝。这个股负

责对工商企业的登记、商标注册、物价、购销及加工订货合同等全面的行政管理，并协

助统战部门搞好统战和管理工商联合会。

1949年7月龙江县政府开始筹建百货、粮食、土产、煤建等国营公司，于11月，，随

将工商局改称商业科。但因几个国营公司尚未建立起来，工业又没有管理机构，商业科

担负工商行政管理的全部职能，很有不妥之处。因此，于同年12月又将商业科改为工商

科。1950年7月撤贸易公司，正式成立百货、粮食、土产、煤建4个国营专业公司，分口对私

营工商业进行业务和政策的领导。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国营和供销

合作社经济占领和领导了整个市场，改造后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

只是补充国营工商业的不足。因此，于1956年6月，又将工商科改组成商业科，另筹建手工

业联社(县联社生产股移交过来)。同时撤销各镇工商助理员。对一些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实行分口管理。城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及小商贩由国营商业分口管理； 农村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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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由县供销社管理I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及小组．由手工业管理科管理·

从1948年建置工商局起．到1256年撤销止，在这段时间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

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企业盼登记管理，相继就积极

投入了全党部署的反市场投机、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国家资本主义从低

级向高级发展，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日常工作中还着重做了改

组和建立新的市场和集市贸易市场，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和经营土的困难，处理公

私关系，教育和管理手工业者及小商贩，审批私营工商业的开业、转业、迁移、歇业等

的经营业务，清产核资，资本调整，资金转移等等。总之，在这段时间里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对国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起了一定作用。

从1956年6月到1960年4月工商行政管理：I二作被搁置了五年之久。虽然在妁58年8

月商业科内设商政物价股，在县供销社内设对私改造股，在工业局内设工业政策等专职

管理人员，但都是各行其事，使整个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处于分散、榜徨、无生气状态。

为此，于1960年4月建置了市场物价管理局，当时在局内设市场管理组。到1963年4月

又将市场物价管理局改称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这段时间在工作上虽然有些起色，但也

只管集市贸易和一般的市场秩序，其它行政管理工作仍展不开。1965年末撤销。

1966年初建置龙江县人民委员会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将原中共龙江县委子1963年

6月设立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并在一起。办公室只管二项工作：一是管理集市贸易，

二是通过对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到1968年12月撤销。

1969年1月，将打击投击倒把办公室和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并在一起，成立人

民财税革命委员会，内设工商管理组。这个组也只管两项工作：一是市场，二是打击投

机倒把。

1969年10月撤销人民财税革命委员会，同时建立单独的工商行政管理革命委员会。

1972年3月又将工商行政管理革命委员会改称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到同年7月止，仍

局限在单纯的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上。

1972年8月将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改组，成立工商行政物价管理科，工作开始走向

正常。对打办、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市场、财务、人秘等都有专人负责。 1975年1

月，将物价移交给县计划委员会，又将工商行政物价管理科改称工商行政管理科。人员

9人，其职能是：

(一)、对工商企业的开、停、关、并、转、迁移和变更项目进行管理，对社会不

需要的企业，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整，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并的并，该转的转(详

见企业登记管理)。制止任意开业、转产、改行、撤销网点等的无政府状态。

(二)、监督企业在国家有关政策、 法令规定允许的范围内， 在国家计划指导

下，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和经营。消除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分散现象，制

止冲击国家计划的行为。

(三)、制止工商企业的违法行为，督促企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工商企业进行

不断的检查。

1978年下半年为了加强工商管理工作，内设人秘、企业管理、市场管理(包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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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合同管理4个股。人员增到13人。1979年4月根据国务院决定又将工商行政管理‘科

改称工商行政管理局．。1981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在多种经济成份、

多种经营方式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更

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子1983年12丹又建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同时设专人负责对

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局内又充实了力量，配备了人员。于1984年2月经县编委批准正式

成立个体企业管理股。于1985年7月局内又增设了经济检查股。到1985年末局内共设6

个股和所属一个个体劳动者协会。人员增到31人，内设机构如下：

·’4’

局

长

●_—●

人

副研

局 究

长员

人 人

l一一人 秘 股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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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三÷三÷兰三三
一一个体劳动者协会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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