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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工商f-i&管理志》是一部专业志，也是营口市有史以来书成的第

一部关于记述工商行政管理事情的书。

这部专业志汇容了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记陈事备借鉴，记新事供应用，促进工商行政管理深入发展。

更好她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指导下，遵循详今略古．直书实

录．主写事业，兼顾其他的原则，运用新志体例．横排竖写方法书成的。重点

记述了自1948年到1989年．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经济检查(打击投

机隹I『把)’i：商标管理i‘广告管理i集贸市场管理、介体经挤菅理等项工作．依

据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运用行政管理与经济执

法手段，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领域中，行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责行为

的状况。既记述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成果，)／．i5述T：r-商行政管理工作方法和

经验教训。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政府综合『生的行政

管理和经济执法部门．它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适应客观经济形势

发展需要，不断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四化建设事业． 《营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的过去和现

状，还有利于鉴往知来，促进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所以这部专业志在今后将起

到“辅治之书”、‘教用之书”和存史，教化之作用。

《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今虽然已出版，但其论述、资料、文字标准监

不高，尚不十分完备，存有不足，乃致存有值得商榷之处。尽管如此．在我们

营口毕竟有了较为完备的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志．填补了营口史料的空白．为全

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日厮口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彬匕．全市人民和广大

经济工作者，特别是全市工商行政管理战线的广大职工是值得共同欣慰的。

喜品茹麓麓赫急◇中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一”’

一九九0年四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 嬉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专业志。记事上限1948年，个

别事情追溯N1861年(清朝咸丰十一年)，下迄1989年，少量具体事项记载

涉及199眸。

二，本志所记载的事情，是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业务管辖区域内的

事情。

·三、本志记述的事实均来源于历史档案和散存的历史资料。

四、本志遵照祥今略古，直书实录，主写事业，兼顾其他的原则，按

工商行政管理职责范围，划分门类，横排竖写。采用述、记，志，图、表、

照、录、新志体例编纂手段进行编撰。，

五、本志具体内容，在记事上对《概述》、 《大事记》、从物》，

《附录》只是单篇独立，没有命章明节。对业务篇分10章37节，依次为

姐织机构》、《企业登记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经济检查》，，

《商标管理》、 《广告管理》，《集贸市场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

《协会学会活动》、 《机关行政管理》。

六、在志书中出现‘淦地区”或“全市"及“营口市”字样之处，所

记述的事实，包括营口市埠内和营口市辖区内各县、区的事情。在出现

“市内"字样之处，所记述的事实，仅系营口市埠内的事情。

七、本志所用币别，凡未特别注明的，均指人民币。对于所用币制，

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均保持原来币制，没有折合为现行人民币。

八、本志大事记中涉及到—事经几年，几月完成者，记入事件已有结

果后终止条内，但标明了事件开始时间。



营口简介
营口市位于辽东半岛西北端，大辽河入海I=1处，西临渤海，东与海城、

岫岩、庄河接壤，南与复县毗连，北枕辽河与大洼县隔河相望。

营i=I市(昔称没沟营)，据史料记载，早在60 O年前已开始萌生，发展

到距今260年前，即到-／'1726年(清雍正四年)已成为“舳舻云集，日以

千计”的地方。f118 58年(清成丰八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后，直至t[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被

战败无条件投降撤离营口时止，在近百年的历史时期中，有英国、法国、

美国、德国、瑞典、挪威、荷兰、丹麦、奥匈二元帝国，俄国、日本等11

国在营I=I开设过领事馆，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营El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商埠城市。

19 48年2月，营口解放。建国后，营口市的管辖区域有所扩大，并且

几经变化。1958年ilY]至1965年12月，营I=I市辖西市区、站前区、郊区、盖

县、营I=I县、盘山县，盘锦垦区。1968盔F12月至1972年末，营口市辖西市

区、站前区、郊区、盖县，营口县、海城县。19 73年1月至19 84年6月，

营口市辖西市区、站前区，郊区、盖县、营口县、盘山县、大洼县。1984

年7月至1989年末，营口市辖西市区、站前区、老边区、鲅鱼圈区、盖县、

营口县。

1989年营口地区总面积为5 40l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63 9平方公

里。全地区总人口2 076 57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15 441人(纯市区人

口41 2 774人)。有汉，满、蒙、回、朝20多个民族。

营口地区地域状态分山区．丘陵、平原，东高西低，似同阶梯。东部

山区矿藏丰富，中部丘陵地区盛产经济作物，西部平原地区盛产水稻。有

海岸线96公里。

全地区交通十分发达，海上有营口港和鲅鱼圈新港两处港口。路上除了

中长铁路、哈大公路和沈大高速公路并肩由北向南贯通于营口地区中部外，

全地区共有56个乡镇和14个国营农场均有公路相通。 ，

由于营口是以轻纺、石化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加之全市(包括各县

区)物产丰富，农、工，商、渔，牧，副各业俱兴，又是被国务院批准享

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开放性城市，故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较为迅

速，从而全市_【商行政管理任务日趋繁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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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速 ·3·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通过专门的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运甩行政
权力，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实行经济监督，确认和保障商品生产者，经

营者的合法利益；协调经济关系，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商品

经济发展的一种管理职能。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

段的产物。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看，自从原始社会解体，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较前有了发展，并出现了阶级和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以

后，国家就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规章等行政措施，对商品经济活

动进行管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

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没有例外。 ．．

工商行政管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我国始于西周鼎盛时期，

在营口市始于1 86 1年(清朝咸丰十一年)，由当时居住营口市内的

巨商成立的第一、第二、第三公议会，开始把工商行政管理任务承担

起来。到了1906年(清朝光绪三十二年)，撤销了三个公议会，重新

成立营口．总商会，代替三个公议会，把部份工商行政管理任务统一

管理起来，一直管到1948年营口解放时止(具体管理情况，查无

史料)， 。i o‘ ·。q ；’：

‘解放后，在1 94 8年1 o月辽东省政府批准营口市人民政府建立

工商科，给编制9人，当时因人力不足，工商科没有当即建立起

来，后于1949年1月营口市人民政府工商科正式建立。工商科成

立后曾更名7次，最后于1963年改称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直

续称到今天。．

f>



- 4· 蕾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自I 949年4月起，截止I 989年，4 1年来，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是随着全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开展起来的。

它的发展道路是曲折、坎坷不平的，有过兴盛时期，也有过停滞时
期。

I 94 9年至I 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相当

话跃，处于兴盛时期。当时国家根据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商品生产，

扩大城乡商品交流，稳定市场物价，安定民生，加强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起工商行政管

理机构。‘营口市人民政府工商科(局)成立后，根据“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

制，改造的政策，把集贸市场，商标注册，公私营企业登记，加工

订货合同，私营和个体经济等六项行政管理任务全部承担起来，充

分发挥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作用，为基本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削

的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做出了贡献．

1954年至1962年，九年中正逢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及三年困难并存时期，也是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第一次处于

基本停滞时期。在1 954年底，营口市人民政府决定把营口市工商管理

局改为营口市商业局，把原工商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

被分配到商业局去了：另一部分被分配到营口市工业局去了，从这时

开始在营口市推行了工商企业按业务归口，各主管部门领导，形成

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工商行政管理的监督作用逐渐削弱．营口市
在1 956年上半年就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

务，当时在“左力的思想指导下，急于消灭残存的私有制经济，故

此营口市的个体户和集市贸易市场，在营口市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管

理之下，基本被管死，对企业登记，商标管理，经济合同管理等项

工作无人过问，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营口市从1 95 8#-I 1月份己辖县，当时因市工商局早被撤销，’

故对各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截止1 962年底，市里一直无单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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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

1 963年至1966年，是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复兴时期，从1 96 0年

国家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展国民经济八字方

针，贯彻执行到1 963年时，营口市同全国一样出现了恢复城乡集市

贸易和个体经济，放宽政策，活跃市场新形势。于是在1963年i月，．

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营口市人民政府决定恢复了

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建制。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成立起

来，便把市场管理．．个体经济管理，企业登记管理、商标管理，打

击投机倒把活动等项管理工作全面开展起来。这个时期的市、县都

有工商行政管理局，机构健全，人员比较充足。问题是，由于时间

太短，仅仅只有两年半多一点时间，虽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己见成

效，但开展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
。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先是瘫痪了两年，后于1968年再次被撤销了5年。在长达十年之

久的“文化大革命黟期间，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两项管理工

作，先是由群众专政指挥部，后由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管理起来．

但在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左矽的思想指导下，把市场看作是两个
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阵地，把集市贸易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

壤黟而关闭。把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农民按市

价出卖自己的产品说成是资本主义自发的倾向，予以取缔。把一些

靠劳动增加收入的人看成是资本主义冒尖户，是两级分化的新动

向，予以批判、禁止。出现了解放以来，历史上打击投机倒把，打

击面过宽，对市场管理得过严，对企业登记管理、商标管理．．经济

合同管理等项工作长期无人过问，放任自流的两种极端不正常现

象。导致工商行政管理工滓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1977年至1 989年，在1 976年粉碎“四人帮黟之后，从1 978年开

始国家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是营口市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的全盛时期。自1 976年3月，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恢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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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后，市辖各县区也先后恢复或新建立起工商行政管理局(科)。

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改革、开放、搞活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方针指引下，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充分发挥了职能部门作

用。市场管理、个体经济管理，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

标管理．．广告管理、外资企业登记管理，经济检查(打击投机倒

把)、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七管一打一制止"九项管理工

作全面铺开，并且逐年都有开拓性的进展。

从过去41年来历史实践情况看，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积累了好

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后借鉴的主要有：

(一)工商行政管理的存在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
的需要，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它的存

在的必然性在于，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是

促进多种经济形式协调发展的需要；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

需要；是国家行使权利职能的需要。人们对它的存在，如果依据主

观意志予以取缔或削弱，就等于放松或放弃对从事商品经济的组织

和个人所发生的经济行为，从外部进行监督、检查和控制，势必导

致社会经济活动混乱局面的出现。营口市在1 955年至l 962年和
I 966年至l 976年期间，两次把工商行政管理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取

消了，其结果出现了企业开、停、并、转、废业放任自流，乱用与

侵权商标案件层出不绝，投机倒把活动盛行，城乡集贸市场秩序极

为混乱的局面，致使企业和国家在经济上蒙受严重损失。两次历史

性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历史实践证明，不论是产品经济时期，还

是在商品经济时期，在建立或恢复了工商行政管理的建制后，在加强

了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时期中，工商行政管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都明显的起到了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地协调发展，调节各经济

部门和企业之间关系，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活跃商品流通，维护社

会经济秩序，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交流等作用。’
． (二)工商行政管理是通过有关商品经济活动的管理，体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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