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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几经周折，《滩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终于编纂成功正式出

版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滩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的壮举，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

人的光荣使命。早在一九八四年，滩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地方

党委、政府及修志部门的组织安排下，即着手于滩溪县工商行政

管理志的编纂工作。一九八六年第一本《濉溪县工商行政管理

志》(1950—1985)编印成册。这本志书虽未正式出版，但以大量

的史实资料为后期志书的续编奠定了基础。按照安徽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的统一部署，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对前部志书进行修订

和续编。本着“资治、教化、存史’’的原则，续编的《濉溪县工商行

政管理志》(1950—1990)阐明了工商行政管理在濉溪经济发展

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记述了滩溪县工商行政管理由产生到发

展的全过程，并对各个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作了客观的记

述，内容翔实，资料丰富。为社会各界更深刻的认识工商行政管

理，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特别是对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每一

位工作者借鉴历史，开拓未来，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的形势，提供了参考取舍的依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

书。
’

《濉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工作在中共滩溪县工商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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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关怀下，编写人员不辞辛苦，广泛收集资料，从浩瀚

资料中广征博集，悉心考证，历时三载，终得付梓。其间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政策法规处、滩溪县县志办公室、濉溪

馆以及部分老工商和老档案工作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

谢。 ．

纂工商行政管理志书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程，鉴于本志

写人员都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非专业修志人员，其专业

技能受到二．定限制，因而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出现缺点甚

，敬请社会各界朋友，特别是从事志书编纂工作的老前辈

批评指正，以期今后的修订续编中；使之更加完善。
。

、：’
‘

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世二一

．濉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 长。．肖连罕
』 ‘

，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El

一： ，．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秉笔直书，叙而不

论。

二、除机构沿革追溯到民国时期外，其他内容上断于1950

年‘，下限于1990年。
。

三、全书横排纵写，设七章二十节，节下设目；前有概述、大

事记，后有附录。
·

。四、本志无人物传略，由志、记、图、表、录构成，以志为主。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7六、先进人物只录受省以上机关表彰的；领导人更迭表只录

县工商局领导。

．七、附录辑存的是比较重要的历史资料；凡属中华民国时期

的均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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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通过其行政

机关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其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的管理和监

督。濉溪县自1950年建县以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随着全国

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是我国从新民主主

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

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濉溪县这

一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工商科，在工商业联合会的配合下，

围绕党的总任务，贯彻国家对粮、油、棉等重要生活资料的统购

统销政策，限制私营企业的活动，打击投机分子，稳定市场物价；

开展了私营企业管理，摸清了全县私营企业的户数、人员和资

金，核发营业许可证，并通过公私合营方式，将其逐步改造为公

有制企业；教育、管理小商贩和个体手工业者，推动他们走上了

合作化的道路。县工商科并指导县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通过这

个群众团体，团结、教育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

义改造。
‘

从1956年至1966年被称作我国的十年建设时期。其间，县

工商科撤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主要由市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当

时，为了扭转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和巩固经济调整的成果，



濉溪县加强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县市管会由副县长挂帅，县直

13个单位的骨干力量组成，各区、公社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负

责的相应机构。但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不

适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向。当时，濉溪县

曾一度恢复了被关闭的集市贸易，开放了粮食市场。但不久，集

市贸易的某些消极因素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又关闭了粮

食市场，减少了集日。1960年前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物

资紧缺，投机倒把活动猖狂，濉溪县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打

．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对那些大量套购、贩运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贩运各种票证的违

法分子给予了狠狠的打击，仅1964年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143

起，并把8起情节严重的移交给了司法部门。1963年，濉溪县认

真贯彻了国务院颁发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对全县

的工商企业以及个体工商业者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和全面登

记，核发了各种营业执照。1964年，全县还开展了对商标的摸底

核转工作◆+
．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集市贸易

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濉溪县推广了宿县“三铺经验"和

辽宁的“哈尔套经验’’，减少了集日，严格限制上市品种；个体工

商业者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基本割光；加上农民的自留地

被取消，正常的家庭副业遭禁止，使市场处于极度萧条状态。在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登记管理作为资产阶级法权

的“管、卡、压”被停止。这一时期，濉溪县市管会已撤销，虽然打
’

出了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牌子，但人员少，机构也不健全，形同虚

设。当时的主要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其

实，那时的所谓管理工作也就只有在极“左”思潮支配下的打击

-投机倒把这一项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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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特别是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

开放的政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濉

溪县的工商行政管理也逐步走上了正轨，健全了各级机构，充实

了人员，全面地开展了工作。

1978年9月，濉溪县工商局设立了市场管理股、集市贸易

管理股和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股，恢复了企业登记、个体登记和商

标管理。1981年5月，撤销集贸股，改设经济合同管理股，开始

了合同管理工作，并于1985年3月，成立了经济合同仲裁委员

会。1987年4月，又成立了个体登记管理股∥1989年11月，增

设了经济检查分局，专事案件查处。此外，分别于1983年11月

和1987年6月成立的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和消费者协会也在县

工商局办公并由县工商局干部主持工作。

濉溪县于1976年底恢复了原有的52个传统集市，并于

1981年发展到58个。1980年春，利用农历二月二传统庙会，全

县举办了为期七天的物资交流大会，苏、豫、皖三省十多个市、县

的客商与会，赶会群众数以万计。从此，濉溪县每年都把城关的

部分传统庙会举办成颇具规模的物资交流盛会。集市贸易也日

趋繁荣起来，成交额i981年达5141万元，1989年达12652万

元。1980年6月，濉溪县工商局开始收取市场管理费，1981年收

18万元，1985年31万元，t990年增至153．9万元；本着“取之

于市场，用之于市场"的原则，．'1980年至1990年我局投资200

余万元建设市场，购置了7个牲畜交易场地，修整了原有的市

场，添置了许多市场服务设施，并建成了新城农贸市场、小商品

专业市场、城北批发市场等规模较大的市场。同时，县工商局积

极开展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和查处克斤扣两、掺杂使假以及

平抑物价等管理工作，并采取了“四代三备”，宣传国家的政策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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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传递市场信息等服务措施。在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活动方

面，濉溪县工商局查处了数以百计的投机倒把案件；并随着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逐步把打击重点由打击倒卖国家统购统

销物资、破坏国家计划转移到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上。’ ·

? 1979年8月，企业登记恢复。。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至1982

年底，全县原有企业全部登记在册，共有各类企业2442家，从业

人员30303人，拥有资金8501．’55万元。从此，企业登记遂步入

正轨，逐步完善了各种登记手续，实行了报表制度，建立了企业

档案，并开始了监督检查工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县

的企业不断发展，并出现了乡镇企业、联营企业等新类型企业。

到1988年底j濉溪县企业已达3305家，从业人员64675人’．资

金61165万元。其中，乡镇企业959家，联营及其他经济类型企

业101家。1989年4月始，在原来对企业进行营业性登记的基

础上增加了企业法人登记，并分别为企业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或新制式的《营业执照》，这项工作持续到。1990年底，全县

登记注册企业2075家(其中企业法人614家)；从业人员5132

人，拥有资金27442万元。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同时，县工商局

积极开展对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除做好对企业_-年一度的年

检外，还进行不定期的检查，查处无照经营，擅自扩大经营范围

等违章行为。并针对流通领域内公司过多过滥等问题，于1985

年、1988年和1989年进行了三次清理整顿公司工作，先后清理

了不够条件的公司66家。从1987年始，县工商局坚持不懈地开

展了清理“假集体"工作，至1990年，先后清理“假集体"企业

500余家。此外，濉溪县工商局与有关部门配合，先后对汽车修

理行业、建筑行业、劳动服务公司和社会福利企业进行了清理整

顿。 -：

‘

，‘ 一一r

．‘ 个体登记管理是7 1979年上半年恢复的，当年，核准个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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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1631户．从业人员2242人。1982年《宪法》肯定个体经济

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1983年，中共十二大确立了鼓励个

体经济适当发展的方针，是年底，全县城乡个体经营者发展到

4122户。同年，先后成立了区、县两级个体劳动者协会。从此，个

体劳动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地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和自我服务。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

濉溪县工商局制定了《关于放宽政策的八条意见》，着重鼓励和

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1985年全县的个体经营者增至8696户，

并持续发展至1988年，达13484户，从业人员18423人，拥有资

金2204万元。其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1987年已达9645

个，占全县同行业网点的83％。个体劳动者收入颇丰。1987年，

有4名个体劳动者当选为县政协委员。其中，孙杨勇于1988年

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年，国内市场疲软，个体经营者

锐减多半。1990年略有回升。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社会上自发出现了由个人集资兴办

的合作经营组织，县工商局于1983年开始比照个体经营登记此

类组织，到1988年，共核准56家，从业人员2563人，注册资金

6761万元。1989年，县工商局将雇工8人以上，资金3万元以上

的个体工商户或合作经营组织确定为私营企业，并核发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到1990年，我县私营企业有30家，从业人员

1691人，拥有资金588万元。

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是从1980年9月开始的，先做了一年多

单一的经济合同鉴证。1982年至1984年，主要是推行产供交合

同制——把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和一些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计

划用合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开始了经济合同纠纷仲

裁、确认无效合同、监督检查合同的履行等管理工作。到1990

年，县工商局共鉴证各类合同1626份，合同金额2，28亿元；其
8 、



中，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568份，金额1亿多元。仲裁合同纽1．

纷77起，解决争议金额243．38万元。1985年10月始，县工商

局对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实行了全面鉴证。1988年3月始，

县工商局在全县企业中开展了一年二度的“重合同守信用”活

动，到1990年，先后命名了62家“重守"企业。

1979年初，县工商局开始了商标管理工作，当年清理上报

商标12件，由国家局注册4件；并查处2起商标管理侵权案。从

此，濉溪县年年都有商标注册。商标管理的各项工作也逐步开展

起来。1985年，开始注册商标验证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备案

管理。1986年，开始了商标印制管理并正式建立了未注册商标

使用审批制度和各类商标档案。1987年10月和1990年9月，

县工商局分别对全县印刷企业进行了大检查，督促其落实印制

商标的各项管理制度。1989年7月，县工商局清理整顿了全县

的酒类商标标识。1990年11月，在企业中开展了“重商标，创名

牌”活动。截至1990年底．’县工商局共核转申请注册商标67件，

其中，获准注册42件；先后批准使用未注册商标53件；备案管

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10件；查处商标侵权案件67起，收缴销毁

侵权商标标识500余万套，罚款15余万元。

广告管理工作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主要致力于法规

宣传和户外广告的管理。其间，县工商局在县城设置户外广告栏

15块，并于1989年10月印制了户外广告纸和张贴许可证。

1990年10月，对县城的户外广告进行了清理，基本上控制了乱

张贴、乱涂绘广告现象。

县个体劳动者协会1983年成立后，至1990年，已历三届，

全县15个区(镇)都成立了分会，所有个体工商业者悉数入会。．

在个协的领导下，个体工商业者自我服务，捐款互助，有组织地

学习政策、法规，并开展了争当“五好会员"、技术比武等一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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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竞赛活动。 ； i． ．：

县消费者协会自1987年成立至’1990年，接待消费者咨询

300多人次；受理消费者投诉153件，为消费者挽回直接经济损

失15．23万元；与有关部门配合进行市场检查2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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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938年

t!临涣镇成立商会，张良甫任会长。

1945年
：j

宿西县成立货管局，杨金辉任局长。

．1 946年

8月 宿西县货管局驻临涣集遭顽方夜袭，我方死伤9人。

12月26日 濉溪镇重新成立商会，王惠民任理事长。

r‘

1 947年
，

，

2月 濉溪镇商会、工会和粮业工会商定粮食运力价格，由

每袋150元(蒋币)增为300元。 。

△宿西县货管局改为工商税务局，巩林献任局长。

。

1948年

6月1日 豫、皖、苏区工商第三分局决定在刘古、韩村、岳

集、古城、临涣、柳孜、濉溪口、小濉城、张集孜、白沙设立事务所。

10月24日，：豫、皖、苏区第三专署决定宿西县的临涣集、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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