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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专!}车警：罗远大杨灿卿唐光远罗定才李良知
后排左起：刘福贯张渊文兰贵林粟达贵

陈继利陈世清

中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地点



序 言

《中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志》问世了，这是我县工商行政管理系

统的一件大喜事。

盛世修志时代，编写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整的新方志，

乃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根据这样的宗旨，为了认真总结本

部门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乘笔直书，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准

确、翔实地反映和再现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几十年的历史面貌。我

们在中共中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于一九八五年元月，落

实人员，搜集资料，着手编写工作，经过组织准备、搜集资料、试写

编章、反复修改，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底完成了初稿。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立

足当代，详今略古，以记为主，辅以图表，力求反映我县各时期所经

历的工商行政管理情况，尽量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共分八章、二十三节，约七万字。主要围绕工商行政管理的

作用及其机构的变迁、集市贸易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经济

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广告管理、打击投机倒把、财务管理等

项工作为中心进行了记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在编纂本志过程中，曾得到上级多方的指导和各有关单位不少同

志积极囊助，本系统的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予以热心的支持。在此，

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写《工商行政管理局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较低，

缺乏经验，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失误之处，恳切希望批评指正。

杨灿卿

一九八六年元月



工商局志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罗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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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工商行政管理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遵照“要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的修

志要求，全面、系统、科学地收集整理本部门历史和现实的丰富资料，

总结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以便更好地

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

二、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方法，以记为主，辅以图表，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文体，一般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文风严谨、

朴实、简明、易懂。在涉及引用史料时，均接原文照录。民国时期的

政府，均未冠以“伪”、 “反动"等词。

四、本志各章内容多二》不等，主要是因事实繁简，材料详略所

致。同时根据本部门工作相互联系、重复交叉的特点，为不挂一漏百

或重复过多，在编纂中尽量从全局着眼，侧重于每项工作的权限和职

能，抓住重点加以记述。

五、本志时间是从一九一一年起至一九八五年底止。

六、本志史料，主要来源于中共绵阳地委档案馆、三台县委档案

馆、中江县委档案馆和县政协档案室、本局档案室，共查阅档案六百

二十九卷，摘抄资料五千七百四十五页，并找知情老人座谈口碑六+

五人次。未经核实或众说不一，经查证无法统一者，均未入志。

七、本志写完后，还剩一小部分残存不金的史料，作为资料保

存，留待以后考查。



目 录

概述⋯⋯⋯⋯⋯⋯⋯⋯⋯⋯⋯⋯⋯⋯⋯⋯⋯⋯⋯⋯⋯⋯⋯⋯⋯⋯⋯⋯⋯⋯⋯⋯⋯⋯(1)

第一章 工商行政管理的作用及其机构的变迁⋯⋯⋯⋯⋯⋯⋯⋯⋯⋯⋯⋯⋯⋯⋯(2)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2)

第二节 一九七二年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作用⋯⋯⋯⋯⋯⋯(7)

第三节 一九七三年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及其性质的演变⋯⋯⋯⋯⋯⋯⋯⋯(10)

第=章 集市贸易管理⋯⋯⋯⋯⋯⋯⋯⋯⋯⋯⋯⋯⋯⋯⋯⋯⋯⋯⋯⋯⋯⋯⋯⋯⋯(14)

第一节 民国时期市场分布及活动情况⋯⋯⋯⋯⋯⋯⋯⋯⋯⋯⋯⋯⋯⋯⋯⋯(14)

第二节 解放后的集市贸易管理⋯⋯⋯⋯⋯⋯⋯⋯⋯⋯⋯⋯⋯⋯⋯⋯⋯⋯⋯(15)

第三节 几个专业市场的情况⋯⋯⋯⋯⋯⋯⋯⋯⋯⋯⋯⋯⋯⋯⋯⋯⋯⋯⋯⋯(31)

第三章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37)

第～：书 解放前工商企业的基本情况⋯⋯⋯⋯⋯⋯⋯⋯⋯⋯⋯⋯⋯⋯⋯⋯⋯(37)

第二节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工作的开展⋯⋯⋯⋯⋯⋯⋯⋯⋯⋯⋯⋯⋯⋯⋯⋯(38)

第j节 全面恢复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工作⋯⋯⋯⋯⋯⋯⋯⋯⋯⋯⋯⋯⋯⋯⋯(43)

第四章 个体经济管理⋯⋯⋯⋯⋯⋯⋯⋯⋯⋯⋯⋯⋯⋯⋯⋯⋯⋯⋯⋯⋯⋯⋯⋯⋯(49)

第一节 个体工商业的发展变化⋯⋯⋯⋯⋯⋯⋯⋯⋯⋯⋯⋯⋯⋯⋯⋯⋯⋯⋯(49)

第二节 在新形势下适当发展个体商业⋯⋯⋯⋯⋯⋯⋯⋯⋯⋯⋯⋯⋯⋯⋯⋯(51)

第三节 指导建立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55)

第五章 经济合同管理⋯⋯⋯⋯⋯⋯⋯⋯⋯⋯⋯⋯⋯⋯⋯⋯⋯⋯⋯⋯⋯⋯⋯⋯⋯(56)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合同管坪⋯⋯⋯⋯⋯⋯⋯⋯⋯⋯⋯⋯⋯⋯⋯⋯⋯⋯⋯⋯(56)

第二节 实行合同制度、维护计计经济⋯⋯⋯⋯⋯．--⋯．．．⋯⋯⋯⋯⋯⋯⋯⋯(58)



第六章 商标、广告管理⋯⋯⋯⋯⋯⋯⋯⋯⋯⋯⋯⋯⋯⋯⋯⋯⋯⋯⋯⋯⋯⋯⋯⋯(63)

第一节 商标注册管理⋯⋯⋯⋯⋯⋯⋯⋯⋯⋯⋯⋯⋯⋯⋯⋯⋯⋯⋯⋯⋯⋯⋯(63)

第二节 广告管理⋯⋯⋯⋯⋯⋯⋯⋯⋯⋯⋯⋯⋯⋯⋯⋯⋯⋯⋯⋯⋯⋯⋯⋯⋯(66)

第七章 打击投机倒把⋯⋯⋯⋯⋯⋯⋯⋯⋯⋯⋯⋯⋯⋯⋯⋯⋯⋯⋯⋯⋯⋯⋯⋯⋯(69)

第一节 一九七八年以前打击投机倒把情况⋯⋯⋯⋯⋯⋯⋯⋯⋯⋯⋯⋯⋯⋯(69)

第二节 工作重点转向加强经济监督检查⋯⋯⋯⋯⋯⋯⋯⋯⋯⋯⋯⋯⋯⋯⋯(72)

第八章 财务管理⋯⋯⋯⋯⋯⋯⋯⋯⋯⋯⋯⋯⋯⋯⋯⋯⋯⋯⋯⋯⋯⋯⋯⋯⋯⋯⋯(75)

第一节 “市场管理费”的起源⋯⋯⋯⋯⋯⋯⋯⋯⋯⋯⋯⋯⋯⋯⋯⋯⋯⋯⋯(75)

第二节 各种管理费的收取⋯⋯⋯⋯⋯⋯⋯⋯⋯⋯⋯⋯⋯⋯⋯⋯⋯⋯⋯⋯⋯(7 7，)

第三节 财务管理工作⋯⋯⋯⋯⋯⋯⋯⋯⋯⋯⋯⋯⋯⋯⋯⋯⋯⋯⋯⋯⋯⋯⋯(79)

附记⋯⋯⋯⋯⋯⋯⋯⋯⋯⋯⋯⋯⋯⋯⋯⋯⋯⋯⋯⋯⋯⋯⋯⋯⋯⋯⋯⋯⋯⋯⋯⋯⋯(82)

一、党、团、工会组织建设⋯⋯⋯⋯⋯⋯⋯⋯⋯⋯⋯⋯⋯⋯⋯⋯⋯⋯⋯⋯⋯⋯(82)

二、工商行政管理局(科)、股、所领导任职名单⋯⋯⋯⋯⋯⋯⋯⋯⋯⋯⋯⋯(83)

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8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看，自从原始社

会解体，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出现了阶级以及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以后，国家就通

过制定和实施法令、指示、规章、制度等行政措施，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

和监督。

中江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在民国时期，县政府征收局、税捐稽征处是县一级的工商业主

管官署。具体管理工作则由商会负责，它的主要职能是传喻政府对工商业的法规，训令，加强

有关方面的联系，以及催纳税金和摊派各种苛杂款。当时的市场管理，政府主要是以投标承

包的办法，由承包者雇人在市场上组织交易，收取税、费。但是，他们管理市场，其目的是

巩固和发展私有制，保护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盘剥广大劳动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江县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推动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贩

走上合作化道路、管理城乡农贸市场、监督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三十六年来，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虽然走了一些弯路，机构几经撤并，工作几起几

落，但成绩是显著的。通过集市贸易管理，改造了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市场，建

立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新市场，发展了城乡集市贸易，沟通了商品流通渠道，

活跃了城乡经济，便利了人民生活。通过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利用、

限触、改造"的政策，同时通过开、停、并、转、迁的登记工作，建立了“经济户口”，促使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社会需要开办，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通过个体工商业户的

管理，促使个体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真正起到补充作用。通过经济合同管理，对经济

合同进行鉴证、监督、检查、调解和仲裁纠纷，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法律效力，促进了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商标注册及广告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健全商标法制，使企业重视商

标信誉I促使企业正确开展广告宣传，发挥广告在提供商品信息、促进生产、扩大流通、指

导消费、活跃经济、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作用。通过打击投机倒把，查处经济活动中的违

章案件，保护合法经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原则，对集市贸易采取了划行规

市，合理布局，调整场期等一系列措施。在贯彻中央(1983)、(1984)、 (1985)三个1

号文件的过程中，根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精神，对工商企业进行了清理整顿，

加强了经济监督检查，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市场活跃，物价稳定，为我县发展商品经济

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的作用

及其机构的变迁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看，自从原始社会解体，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后，所有不

同性质的国家政权，都曾运用工商行政管理手段为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服务。但由于政权性

质的不同，其管理目的亦有着本质区别。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

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级政府均设有管理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官暑。辛亥革命后的

南京临时政府设实业部，一九一四年改为农商部，掌管工商行政管理事宜。一九二七年南京

国民党政府成立，设工商部，一九三。年工商部改并为实业部，～九三八年改为经济部，统管

工、商、农、林、矿、水。省政府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的行政管理，则属建设厅。南京政府统

治时期曾公布过大量工商法令，如商标法、商会法、公司法、票据法等。各地市场管理、营

业税收、牙行和典当业管理、趸销购用运转和防止路运走私等，政府都作了具体规定并公布

了实施细则。我县工商企业的主管官暑则是建设科。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改由县政

府征收局负责办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征收局改为税捐处。民

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四川省政府训令准以倪定邦代理中江县税捐稽征处

副处长一职。

我县的工商行政管理，据清代零星记载当时县衙主管商务的机构，主要职能是贯彻上级

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工商业的管理政策，以及具体实施各项管理法规，为其封建政权服务。在换

发营业执照上，均由县长亲自签署，发布公函由主管官署办理。如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年)五月城区猪牙行赵玉隆，以“前清同治年间，均由先辈李玉隆、赵李兴缴纳押金银二千余

两作为培修城工之费，刊碑在案，并领发部照为据，用垂永远，在本城西门外设立猪牙行，

以资营业，便和l农商，每年应缴纳税金，由县转解藩司衙署核收，历来营业无异”为由，申

请换发执照，即由县长易元明签署，公函征收局“烦为核发以维营业”。



清朝末期，我国商业已有了新的发展。为了便于对商业的管理，故于宣统元年(一九。

九年)清政府仿西欧国家兴办商会，中江县城区也奉文饬办商会(见民国十九年版《中江县

志》卷之十四)。城区工商业分为十八帮，各推分懂一人，以土主官为会所，公推会懂、评

议、文牍、庶务等员，后改会董为总理。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分董改称会董，总理改称

会长，民国六年(～九一七年)奉政府文定名为中江县商会(商会职员情况附表)。

帮会，是封建社会城市中的行业组织。在商品生产逐步发展的条件下，为了规定行业范

围和保护同行业利益，由同乡同业，或有关行业联合组成。我县清末时期，帮会已逐渐发

展。至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已发展到三十四个帮会(具体情况附表)。以后，根

据国民政府公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中江县各商帮会在县政府的监督下，改为同业公

会。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县共有同业公会三十二个(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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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江 县 商 会职 员 及 职 务

民国三十一年
民国十年以前 曾三海 会 长 胡仲辛 理 事至三十三年

民国十五年以前 何万夫 会 长 周梓元 理 事

民国十五年至 李植廷 会 长 胡仲仪 理 事十八年

民国十九年至 谭宜之 会 长 彭揆一 候补理事二十一年

民国：十二年 江夫一 会 长 吴字翔 候补理事至二十四年

民国二十五年
邓英三 主 席 廖德三 候补理事至二十七年

陈金门 常 委 陈克明 常务理事
张子翔 监 事

唐鸿逵 常 委 李伯鲜

雷继亨 常 委 张子华 候补监事

民国三十四年
谭绍谦 常 委 胡次青 理事长至三十八年

民国二十八年
钟次庚 主 席 胡仲辛 监事长至三十年

民国互十一年 刘海三 常务理事 胡海三 常务理事至三十三年

曾品金 常务理事 陈英殿 理 事

陈金门 常务理事 吴宇翔 理 事

钟次庚 理 事 谢卓然 理 事

林思九 理 事

胡次青 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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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县民国二十四年(1 935)年行帮及负责人

钱 帮 张燮如 主 席 炭 帮 廖洪泰 主 席

盐 帮 钟长兴 }主 席 京 果 帮 永丰隆 主 席

酒 帮 沈惠泉 {主 席 成 衣 帮 吴春山 主 席

药 帮 杨仲仪 }主 席 古 衣 帮 魏伯启 主 席

棉 纱 帮 邱泮如 I主 席 香 蜡 帮 杜裕和 主 席

杂 贷 帮 谢复荣 -主 席 棉 布 帮 江一华 主 席

干 菜 帮 集义亨 I主 席 铜 锡 帮 唐兴顺 主 席

酱 园 帮 吴同寅 主 席 木 漆 帮 陶旭之 主 席

苎 麻 帮 刘海三 主 席 茶 叶 帮 六合春 主 席

屠 帮 李益森 主 席 水 茶 帮 催仲壁 主 席

麻 帮 薛金成 主 席 磺 帮 刘杰成 主 席

磨 坊 帮 向仁贵 主 席 染 房 帮 田鸿友 主 席

油 坊 帮 张彦臣 主 席 帽 货 帮 张大兴 主 席

纸 铁 帮 洪泰荣 主 席 公 益 帮 王次安 主 席

叶 烟 帮 邓蔚诚l 主 席 硝 帮 李治平 主 席

丝 烟 帮 唐太华} 主 席 水 食 帮 张润齐 主 席

锅 碗 帮 德盛荣{ 主 席 香 帮 邓德顺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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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园

h

房万章!理事长{!图

邓新铭{理事长{棉

商 }钟定艺 理事长 土

药 李镜谭 理事长·f粮

布，吴字翔 理事长。}铜

商．向功成 理事长 屠

麻 j陈郁园 理事长 古

器}陶 云 理事长 ’漂

铁 任玉光 理事长．．鞋

碗l林德盛 理事长1}丝

木 货 j陶炳炎 理事长；}糖

造 食 {张兴顺，理事长!：银

廖洪安l理事长

织l刘松堂! 理事长

布{江迪光 理事长

食1涂子华，理事长

锡t吴克诚，理事长

宰!李益森 理事长

衣j魏伯启 理事长

染』沈春发 理事长

商 1高佩之·理事长

烟!林天祥{理事长

镂

邱海如)理事长

涂云成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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