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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志在志书中占有突出地位，它直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p

这是新方志区别于旧方志的显芳特点之一。但如何编写好经济志，

使之支好地为新时期"四化"建设宏伟目标服务，乃是我们力求解

决而又难度较大的一个课题。

旧方志 a重人文，轻经济"。新方志是否仅仅增加经济内容就

够了?一九八一年，县志第一稿《纲目》共设20个分志，有 9 个是

经济方面的。其编目和内容都占全志一半左右。但泛有突出全县经

济的总体性、综合性、相关性、动态性的特点。只见个别的部门经

济情况，不见全县的经济总体情况，只见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产业部

门的历支和现状，不见综合经济部门对宏观经济的管怒情况及全县

经济发尿的全貌，无疑，是个不完整的经济志。

我们通过探索、尝试，于一九八二年编写第二稿《纲日》时，

初说《计划经济志>> ，并决定由长期从事和负责计划经济工作的计

委主任〈县志蝙委〉沈定方同志担任该志责任编辑。中共中央《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我们结合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

和省、市及原温江地区召开的有关经济志编写的讨论会精神，反复研

究、修改编写纲日，沈定方同志采取、抓紧编篡，于一九八四年底，

撰就《彭县志·综合经济志>> (征求意见稿 ) ' 0 主要记述彭县经济

发底和经济管恕。经济发展部份，力图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

点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积累五章，以反映彭县各个历文时

期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揭示其发展规律F 经济管理一幸，主要

记述生产、流通、固定资产投资、物价监督、社会经济统计等综合

经济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从中 ~1 tl!经验教训，为当政者鉴。征

求意见稿打印后，县上有关领导非常重视，认为可当作"工具书".

"参考书"和资武、决笨的基础资科。
一九八五年初夏，市上在我县召开《综合经济志》讨论会-



.:Ii 、市领导和兄弟县同行们对志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对我们是很

大的激励和鞭束。进一步认识到《综合经济志》应是从宏观上，总

体上反示、综合我县从历史到现状的经济金貌，反映经济发展规律

和特征，起统摄"经济类"诸志的作用γ这是其它经济专志所不能

代替的一个重要专志。为了提高志书质莹}保证县志实施计划的完
成，县上又决定沈定方同志，在兼写撰就《彭县志·综合经济

志)) (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脱产修志。今年四月，沈定:方同志参

加省志编委会和省志协联合召开的"经济综述"学术讨论会，获益

非浅。进一步增强了修改志稿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地方志)) ( 1986年第一期)'刊载的成都市志总编室罗志

刚所撰《经济志的编写要重视宏观经济的记述》一文中，提到了《

彭县综合经济志》初稿的编写和评审情况。以后，我们陆续收到全

国各地，尤其是本省各兄弟县索取志稿的大量函仲，史受鼓舞。l 为

了互通情报，更为了给振兴彭县经济提供县情，我们决定将《彭

县综合经济志》单独出书。遂又组织力量，再次对志稿进行修改、

充卖、完善，并把重点放在建国后的三十六年，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金会以来的七年。最后，通过评审，编印成册。 ，‘

几年来，这个专志虽然纲目十易，志稿五改，但还需进一步完

善?望大家乡提意见二 ; 我们将在此稿基础上，继续努力，迸一步精
简州定成《彭县志.综合经济志)) (送审稿) ，直《彭县志》于经

济类"诸志之苦，使之史能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综合特点， 、

史好地为"四化"服务。

这本志书的编写、审定，是在县委、县府直接领导下，在省、
市地方志编委会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几年来且县志编委、

责任编辑沈定方同志潜心探索，刻苦钻研、矢志修志， 型， 初步完成了

编写任务。在编修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县计经委、统计局、物价局

等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还受到上级领导" . 专家、学者
和几弟县同行的热忱帮助和指教。在此，我们对有关领导和同志们

表示深切感谢。

担任本志最后审定工作的是罗志刚、李方仪、梅→京，林法仨

可吨，忘: D '( 参加本志评审讨论的，除以丰同志汁，渎有欧阳是队周理



中、毛安成、庄巨)1}、陈尧坚、张赐金、刘明挥、甘忠乐、张文彬

刘夜期、张自经、廖洪券、赵德书、刘六四、王云芬、罗华泽、陆

又福等同志。 校对 z 毛安成、廖名寿、 廖洪春、刘六四、庄巨 )11 、

J司 健、代祖丽、沈定方等。

彭县志编篡委员会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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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综合经济志

彭县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与什那、广汉，新都、邬县、灌县、汶)1\、茂汶七县为

邻.面织1 ， 427平方公里.人口 70.26万。原属温江地区，一九八三年起隶属成都市。现

辖一区、六镇，二十七乡、四百六十五村。县治天彭镇，距成都城区39公里。

彭县曾是三千多年前古蜀国定居立业之地，为四川省经济开发较早的县之一，被誉

为蜀中"膏眠之地".历史上于今天彭镇、蒙、阳、关口等地先后设县治、州治或郡泊，

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同时，境内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

有利条件。但在旧中国，由于专制剥削制度的长期统治，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彭县经济发展却十分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认真贯彻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开创社会主义

建设新局面，彭县经济建设更是生机勃勃，突飞猛进，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第→章经济条件

第一节 自然条件

.地域环境

彭县地处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龙门山山地的过渡地带.县境跨北纬30 0 54' 至31 0 26' ，

东经103 0 40' 至104 0 10' ，县境南界、北界距北回归线仅6 0 27' 和7 0 59' 。属亚热带区

域.

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兼有山地、丘段、平原三种地貌类型。在214万亩总的土地

面积中，山地101.5万亩，占47.5%，丘陵30.7万亩，占14.3%，平原81.8万亩，占38. % • 
西北部山地海拔1 ， 000米以上，有高山、中山和低山，最高峰一-太子城主峰达 4 ， 814

米。丘陵为山地到平原、过渡带，海拔700米至1 ， 000米。东南部为平原，海拔700米以下，

最低处在三邑乡乌鸦捻，仅489米。

填内地质条件复杂，龙门山裙断带斜穿县境北部，从古生代到新生代及第四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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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环境

彭县地处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龙门山山地的过渡地带.县境跨北纬30 0 54' 至31 0 26' ，

东经103 0 40' 至104 0 10' ，县境南界、北界距北回归线仅6 0 27' 和7 0 59' 。属亚热带区

域.

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兼有山地、丘段、平原三种地貌类型。在214万亩总的土地

面积中，山地101.5万亩，占47.5%，丘陵30.7万亩，占14.3%，平原81.8万亩，占38. % • 
西北部山地海拔1 ， 000米以上，有高山、中山和低山，最高峰一-太子城主峰达 4 ， 814

米。丘陵为山地到平原、过渡带，海拔700米至1 ， 000米。东南部为平原，海拔700米以下，

最低处在三邑乡乌鸦捻，仅489米。

填内地质条件复杂，龙门山裙断带斜穿县境北部，从古生代到新生代及第四纪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经济发展

清乾隆、嘉JJ~年间，彭县封建经济较为繁荣。水稻面积达到30万亩。同时，引进玉

清二部智、红在等早季作物，使农耕地面积达到55万亩，工业生产上的煤窑、陶瓷、砖
瓦、造纸〈主纸〉、酿造业也较兴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论为半旗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一

年中彭县的农业生产逐步下降，但工商业有一定发展。这个时期，境内水利失惨，灌

溉失利，水旱灾害频繁。光绪二十六年，小石河口被拱水冲开后，汩囚迈年扩大，农田

面积逐步减少。到宣统元年，稻卫 面积只有22万亩，比乾隆年间减少 8 万亩。全县粮食 

总产只有1.B忆斤，人平占有粮食500斤。工业生产困受洋务运动影响，利用县内资源，

兴办工矿企业，有一定发展.光绪二十七年( 190仆，彭县派往日本留学生，先后有十

一人，带回经济、科学技术.宣统年间，清政府曾投资经营钢矿。在马秘'il( 开来矿右，
土怯冶炼，橱年内产铜一百吨.煤炭开来也韧具规模，年产按3是二、三万吨， 碗·造业发干

展快，豆瓣为)1'1西名产，天彭"烧酒"亦较有名.丸尺乡-带盛种兰缸，紫阳一带纺织，
土布，广为商贾经营。清末，县城内经营商业的主要商号有十三家，商业资本以米计
算，少者四、五十布，多者四、五百石.工业和商业从业人员申，已出现雇主剥潮，少

的十余人，多的鸭、五个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一九一一年的辛家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政体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可虽然使人民获得一些自由和民主权利，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三十八年中，彭县经济受牢阀混战和‘
国民党政府残酷统治的影响，时兴时衰，发展很不稳定.

民国元年至二十六年( 1912--1,937 ) ，工农业生产来辑到发展事民国初期，军阀统 .

拾，地方军阀势为你争我夺，扩充势力拖围，地方哥老会势刀互相兼并，主噩猖獗量 社会
动乱不安.当时，彭县驻军费用，由地方负担，赋税苛童，一年+余征画军费开支大，

水利失惨，灾害不断。民国元年-马牧何涨大水，罗家场被水淹拌四分之一，受灾留 ι

地3 ， 'OÒ余亩，民国十二年，洪灾￥平地水探二尺，全基忡毁幢投田地肌$00余亩，民国;

二十三年，大洪灾，刑1世田1Y~\)()()余宙-此间彭县敖业生产f)都不由u.工业上利用本

耀资掠，兴办了-些企业.白水何东林寺先后开设了意兴、协步号和吕姓等纸广，年产卷
连纸3C余吨，工人多达百余人，愿文乡白鹿寺开办了新兴瓷业公司，生产陶瓷产品20余

种，大小茶具几十种，磁峰乡鹿坪于创办了"磁鹿瓷厂"雇工700余人，产品运销西;

北各省.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实现国共合作，彭县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经济出

现暂时繁荣.抗日战争中，成都市有的企事业单位，为躲避敌机轰炸，疏散到县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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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经济结构

民国时期，县境内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九四九年，五

个物质生产部门的社会总产值结构是s 农业占68% ，工业占18%，建筑业占4.5%，商业

占 9 %，运输邮电业占0.5%。按农、轻、 重产值比例计算a 农业占81.6%，轻工业占

15.7%，重工业占2.7% 。

民国时期，主要是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大部份集中在少数地主、 富农手里，制，

约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据彭县土地改革资料统计，全县耕地67万亩中，占总户

数6.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耕地61%，而占总户数76%的雇农、贫农、锢中农和其

他劳动人民，仅占有耕地12.9%。全县平均z 每户地主占有耕地为84.6亩， 每户富农占

耕地41亩。最大的地主占有耕地一千亩以上。农民从地主手里租用土地耕种，承受高
-阳"篮地租剥削.地租租额，一般占大春实际产量的80 .......， 90%。农民每年辛苦的收入，大 春

基本归地主所得，少数大春和小春收入归自己，天灾年仍照例纳租，加上国民政府的横

征暴敛，贫困日甚一日，更无力扩大再生产.

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次之.一九四九年全县农业产值中，种植业

占77.9%，畜牧业占14.5%，副业占6.5%，林业占 1 %，植业占0.1% 。

种植业产值中，水裙、玉米、小麦等粮食产值占70 % J 油菜、土烟、 蔬菜等经济作

物产值占30%" 粮食、油菜， 蔬菜历代都是成都平原重要产区。

民国时期，县境内工业生产，只有铜矿、启明电力公司两家公营企业， 其余部分为

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企业。

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86%，重工业占14% 。 轻工业主要是粮油加工、 酒 类生

产、 陶瓷、木器家具和土布纺织、饭锅铸造等。 重工业以煤炭、石灰、 砖瓦为主， 铁制

农具次之.工业生产十分落后。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社会生产的发

展，境内矿产资源的逐步开发， 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的发展，经

挤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节 所有制结构

-.工业

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

所有制占80%，集体占9.8%，个体占10.2%。这种多种经济形式，符合当时生产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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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民收入和投资建设

民国时期，国民收入生产额主要来源是农业，其次是工业和商业、饮食业.以一九

四九年为例z 全县国民收入2 ，074万元中 z 农业占81.2%，工业、商业均占 8.2%，建

筑、运输邮电业仅占2.4%。以总人口平均每人只有50.7元。

国民收入分配额中，绝大部份是私人所得，而且集中在少数地主、 富农和工商业者

手里。贫富悬殊突出。国家通过田赋、 工商税和其他杂费收入所得部份，占国民收入的

比例，一般年份均在20%左右。

民国时期，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据历史资料，民国三十六年财政预算15.18亿元〈法

币〉中s 课税收入就占71.9%，其次是财产及权利孽息收入占 23.76%，其他收入占

".22%。而公有企业盈余及事业收入仅占0.02 %. 

财政支出项目，据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财政预算资料，主要有五项 z 一是行政

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是 7 --11%. 二是教育文化支出占 4 --18%. 三是经济建设支出占

3.6--11.8%. 四是预备金占 4--10%. 五是其他支出占50%左右.

县政府财政支出中，没有用于兴办企业投资的。经济建设经费主要用于公房维修和

水利开支。私人用于企业投资和城乡住宅投资建设的资金也很少.

建国后三十六年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国家、集体、个

人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相应增多，城乡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第一节 国氏收入

-、国民收入生产额

建国后的三十六年，全县国民收入生产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3%。一九八五年，人

平国民收入达到527元，年平均递增6.7%。因为人口的增加〈年递增 1.5% ) ，影响丁

λ平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一九五七年，国民收入迅速增长，比一九四九年，年平均递

增10.7%0 人平国民收入达到94元，年递增 8%。

一九五八年以后，社会生产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国民收入时升时降，很不稳

定，总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一年中，回民收入年递

增呆在4-.1:% ，. 大大低于一九五七年前八年的速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

律办事，-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放宽政策，采取一系列富国富民措施，大力发展商品生

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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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人民生活

民国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下，城乡差别大，贫穷悬殊大.民间称

富者"良田千百"， "家财万贯"、 ，贫者"家贫如洗" "无立身之地'.地主、官
僚、资本家、高利贷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对广大农民、工人的经济剥削.地主剥削

农民的手段就有多种多样.据致和乡红瓦村调查，主要有七种z 一是地租剥削.地主出

一租土地，租子一般占田地粮食总产量的70~80% ， 二是雇工剥削.有的雇长工只供饭，

不给工钱，有的虽给"工钱"但只占到长工生产粮食的10%左右，剥削量占90%，三

是加租加押，加租少扣，四是遥租夺f田. "铁板租"一颗不能少，逢天灾水旱，农民

交不够租，就逼租夺锢，五是放高利贷. {'昔粮给农民，牟利一般在50% 以上，六是剥削无

偿劳动。地主家有红白喜事，常常叫f田户打杂，不给工钱，七是买"高足黄"。地主常

趁农民青黄不接，用极低的价格预买农民没有成熟的谷物. 红瓦村的农民每年被剖削的

钱粮茹合粮食计算s 向地主交租37.8万多斤，交各种苛捐杂税 6 万斤， 受高利贷剥削 2

万斤， 受奸商剥削7.8万多斤， 平市长工被剥削5 . 2万斤，加上举办各种封建迷信的神会和

给有钱人送礼等合计60多万斤 ， 占全村粮食总产量的80%.

地主、 官僚、资本家等剥削收入，除挥霍浪费外， 多数用于农村购买土地，少数投

资于工商企业。据民国三十一年对全县30个乡的调查z 购买土地者，地主占60.8 % ，地

主兼商人占14.1 %， 军政界市11.2% ，商人市9.4%. 其他仅占4.5%. 出卖土地者z 属

于生活穷困的，占58.1 % J 还债，占30.6% s 婚嫁、丧葬，占3.6%，游荡，占5.1 %，疾

病，占0.9%，讼事，占0.7%，其他，占1. 0%. 由此，造成农村土地兼并日甚，农民

纷纷失掉土地，濒于砾'产.

农民吃穿用生活消费水平极低，多数过着"黯菜半年粮"的生活，食不饱肚，衣不遮

身，住的茅舍草屋，有铺盖、蚊帐的屈指可数.因为生活所迢，从多方面谋出路，求生

存。据致和乡红瓦村调查z 蒋介石统治二十年间，全村252户农民中z 因受剥削、压迫，

被逼当长工的有93人，推车、抬轿、挑担下苦力的105人，当奶妈、丫头的11人.卖儿

卖女的11户，讨口要饭的 6 户，吃野菜、观音土的42户，被逼将幼女作童养媳的17户，

弄得倾家荡产的40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15户.

民国时期，城镇、工矿工、人生活也极端困苦.民生、福川瓷厂工人工资收入，高的

每月五市斗米(计160斤。合现价人民币20多元) ，低的每月三市斗(计96斤.合现人

民币 13元多 h 崇华玻瑞厂雇用的学徒工，每月只有四至五吊钱〈合现人民币 4 至 5

元) ，满师后，只能拿 9 ""'16币 tt. 而且没有好保福利享受，生病吃药自己付钱，住宿

是大铺〈或连间铺).煤矿工人收入更少，生活更苦，住的是茅草棚〈窝) ，睡的是术捧捆

的连间大铺、献被盖和草盖，穿的是破烂衣、披麻布衣，吃的是在莱筋和泡酸菜.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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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经济管理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未能对经济进行统一管理，只是在计划、物价、财政、信贷等

方面曾制定一些规定和措施，进行干预。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组织编制了 《 四川省经济建设三年

计划草案>> ( 1941-1943 )，以"充实民生、发展外贸、供给军需三者为目标"对全

省水电、农林、工矿、交通四部门作了"计划草案"。草案中，对彭县水利交通建设的

投资计划为z 整理涌踵，灌田 11万商，投资300万元，开凿官渠蝠，灌田3.3万商，投资

60万元，马牧、 蒙阳两河防洪，投资250万元，兴修彭什公路25公里，投资62.5万元，

彭崇公路20公里，投资30万元。为了实施上述计划，县府相应成立了"经建会"，拟定

了 《 彭县经济建设大纲 》。邑人学者李季伟拟出 《 实施意见书 》 。提出"建设之首要在

交通，次为水利，复次为动力"的设想。后来实施计划时，除整理浦江埋工程得到实现

外，其他计划项目均落空。

财政管理方面z 民国初期，彭县财政收入概由省定，县支出多数需由地方自筹。当

时驻军操纵田赋及地方捐税，其军饷自征自用，导致税捐摊派剧增，人民负担苛重。民

国二十四年，国民党蒋介石控制四川，结束防区时代，按当时中央规定的收支划分标

准，将田赋附加， 契税、屠宰税附加，杂税、公产、学产收入、地方事业及其他收入等

归地方财政收入，其余上解。民国三十年，将田赋改征实物，连同附加更名为公粮。按

规寇成数分配z 即中央三成，省二成，县五成。但借粮部分全划归中央。民国时期，地

方财政开支，主要用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除用于党务费、行政费、 警察费、教育文化

费和少量救恤费外，用于经济建设方面仅限于公房维修等少量开支。

金融管理方面z 建国前，商品交易中的货币和信货，较长时期内是通过民办的"典

当". "钱庄"、 "字号"进行。当时，彭县城关先后有典当、钱庄、字号三十余家。

他们对工商业户和个人借款、贷款的利息很高.当铺老板对当品，一般只按原价50%计

价，借款月息高达二至三分。钱庄、字号对工商业户贷款利息也很高，有按日，按月计

息之分.当时月息为 3%。国民政府为控制金融信货，于民国二十七年开办了"彭县合

作金库"，有资本二十多万元，其中90%以上股份由省农民银行和省合作金库认购，其

余股份由各乡信用合作社认购。合作金库业务除收受存款外，对各乡信用合作社发放信

用货款。贷款余额最高年是民国三十年，达到七十多万元。民国二十九年，成立了"四

川省银行彭县办事处"，属省银行分支机构，除代理省金库的收缴和支拔业务外，也办

理信贷业务。民国三十三年，成立"彭县银行股份公司'门属彭县地方银行，有资本

100万元，由银行发行股票和县内地方法人团体及合作社认股筹集。也接收存款，友放抵

押货款和信用贷款。上述三个金融单位，除彭县合作金库，因受国民党政府紧缩金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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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通货膨胀影响，于民国三十四年停业外，其余两个于建国后由县人民银行接管。

物价管理方面z 国民政府曾设置由各阶层、法团、团体首脑人物组成的综合性和专

业性的机构对物价进行管理。主要职责是审核日用必需品零售价格和劳务收费，执行

省府有关限制物价的条例，打击意图拢乱金融者，取缔囤积居奇，审定电价标准等。有

关价格的调整、管理办法经县长签发后，以布告、公函、制11令通知执行。但这些措施、

办法，并没有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滥发钞票，增加

军费，发动内战，造成物价飞涨的局面。以大米价格为例z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每石米价

格25 ， 612元〈法币) ，到一九四八年七月上升为3 ， 743万元，上涨1 ， 461倍，一九四八年

八月法币改为金元券〈每元折法币300万元〉后，每石米40元，一九四九年三月上升为

40.7万元，叉上涨10 ， 179倍，一九四九年四月又将金元券改为银元〈每元折金元卷 6 万

元〉后，每石米J.7元，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叉上升为19元~31元，上涨2.4 至 4.4倍。

虽然币制二改再改，但逃不脱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一涨再涨，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工商企业管理方面z 民国时期，县政府无专设行政管理机关。除大型工商企业由省

建设厅〈或实业厅〉批准发照监督管理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企业系通过官方的税收机

关利用征税的手段和半官方的商会及其下属的同业公会组织进行管理。彭县商会于民国

五年成立。同业公会全县有42个，入会会员2 ， 154户。商会、同业公会的主要职责为s

领导各业开展经营活动，兴办同业劳工教育和公益事业，调解仲裁各业同业行号间纠

纷，指导研究调查统计会员之营业，摊派、催收县政府指派的税款、捐款F 贯彻县府明

令各行业的经济措施，为在物价暴涨、物资奇缺时，对物价的"评价"、"限价"和物资

的"冲销"等。彭县商会只按县府旨意控制、管理工商企业，为其摊捐、派款、征税服

务。而商会同业公会负责人中的地主、官僚、富商巨贾则借此句结官府，钻营政界，操

纵市场，买空卖空，囤积居奇，投机牟利，鱼肉人民.

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三年对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规定是"商业非经登记不得创设'，

"凡商业于登记领证后六个月尚未开始营业，主管官署得撤销其登记，但有正当事由者，

得于限期前先呈请展限"。凡资金在三百元以下者，肩担负贩、浮摊赶集或自行经营而

不雇佣店员者，均为小规模经营，则不适用于登记规定范围。民国三十六年又规定z 对

位、行商的开业、改组、合并、转盘、解散、歇业、停业以及变更商号名称，迁移营业所

在地，增减资本额等，也得登记。但上述规定未能全部贯彻实施，实际上一般中小工商

业的开、欧、转、并，多各自为之。

彭县集市贸易当时称为"公营市场"，赶集的场镇有三十一个.最大的市场有s 城

关镇为全县农产品购销集散地，上市商品品类俱全，新兴镇主要为煤炭销售市场， 、关口

主要为术材经营市场，敖平镇主要为土姻、草席市场，蒙阳、九尺镇主要为土艇、土布

产销市场等，各具特点.按交易形式不同粗分为两类，购销直接见面，现货成交者为

"小市"即集市，购销不见面或期货成交者，为"大市" ，即"坎市"。小市，系看

货议价，菌种多但数量不大，为牙行斗纪所把持.大市， '则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抬

价杀价、欺行霸市等藏垢纳污之所，为地主官僚、土豪劣绅、富商所操纵和垄断. "小

市"，各场镇均设，找市唯大场镇方有，一般在茶馆内交易.国民党政府对公营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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