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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方志、专志，由来已久，一部志书，就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

贵的精神财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为继承发扬修志的优良传统，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盛世修志热

潮，《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产生的。它是

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记载了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

曲折发展的历史，它给我们今后搞好工商行政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和经验。

《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可以使读者特别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的干部、职工，对工商行政管理的由来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了

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工商行政管理的兴起与发展变化，有一个比

较全面的了解，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规律性的认

识，更好地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

编纂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份开始搜集、整理资料

和编纂Z-作的。

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详今略古的原

则。追述了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前身，记述了建国后三十五年来

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变化、机构、人员的演变，总结了工商行

政管理的历史经验。编志资料的搜集以广采博录的方法，有计划、有



目的、有步骤地进行搜集。经过调访考证，参酌口碑予以核实。几经

整理编纂成初稿，再经反复审阅修改校正成志。编纂时注意把资料的

广泛性、可靠性，力求《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能反映时代特色，

部门特征，成为信史。在章、节和图表的安排上，尽量做到系统性。

编志的宗旨和目的，以资政、教化、存史为本志之宗旨。以为开

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提供资料借鉴；为编纂县志提供资料；

为把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经验继承下去，教育后人，造福于民为

本志之目的。

编纂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建国前工商市管工作是多单位兼

管，建国后又几分几合，资料相当残缺。所以志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在

所难免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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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限断时间，上起公元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下迄一九八五年。

二、本志体裁为语体文，记述体。但不排除浅显通俗的一般文

言。在涉及引用史料时均按原文照录。

三、本志内容各章多少不等，主要是因事实繁简，材料详略所

致，特别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史料较少，虽经努力，但叙写时难以做到

至臻完善。

四、本志编写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遵重

历史，如实反映各个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史实，尽量符合科学性、系

统性。

五、本志编排，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历史，按事分类安排章、节，

全书共分九章二十七节。各章正文中，以具体事件发生的先后为序，

从纵的方面予以叙述，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六、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历史文献和报刊记载及当事入座谈回忆

记录，志中凡能列表的均用表格说明。

七、本志有关的数字，金额均使用阿拉伯数字，有关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前的金额数据照录，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五年三月

一日止的金额均以现行人民币为单位折算，旧人民币一万元折新人民

币一元计算。

八、志书中记述历史纪年，除在扉页冠以“公元”二字外，志中

其余部份省略“公元”二字。地理名称，企业称谓均以当时的历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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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称呼，除写原名称外，另注今名。
‘

九、志书中字体，除必要时写繁体字外，一律用公元1956鬃国务

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十、本志以志为主，同时使用图表，以补充文字叙述之不足，并

将图表分附于章节之后。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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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历史来看，自原始社会解体，出现了社会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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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颁布和实施法令、规章、制度等行政措施，对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活

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

策，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代表国家行使工商行

政管理权力的机关，在中央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地方是县以上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国家设置了各种管理机关，

任务和职能各不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则是综合性的经济管理机关，

它是从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法制和贯彻国家经济方针政策的角度，对工

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即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国家

的法律和政策，下达一些带有强制性的命令、条例、决定、办法，对

各种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工商企业登记

管理条例》和《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就是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经

济活动的监督与管理，它是带有强制性的。

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闭

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殖民主义列强的经济势力蜂拥而入。在“洋务

运动”中，我国出现了“官办”、 “官商合办”、 “官督商办”的近

代工商业，民族工商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因而工商行政管理的机构和

法规有了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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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七月，清政府设立工务部、商务

部。同年九月，又把工务、商务两部合并改为工商部。下设有工艺

局、商肆馆、商标局、度量衡局等机关，专管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

动，执掌对工商企业的登记、商标注册和度量衡管理等工作。清政府

成立商务部以后，即着手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商务的单行法规，颁发了

《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

《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等法令

条规。 、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大竹县奉令举办蚕桑传习所，设

所于城南文昌官，辛亥反政因款绌停办。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

改传习所为蚕务局。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改蚕务局为实业所；劝

导工商业，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二月四川省川东道大竹县行署

奉令改实业所为实业局，局列二等。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川东道制废除，大竹县知事行政公署

改称大竹县政府，同时将实业局改为建设局，管理工商业。民国二十

四年八月(一九三五年)成立四川省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大竹县

政府改变体制，教育、建设、财政局并入县政府，改局为科。、民国二

十九年三月(一九四0年)，实行新县制，大竹县政府将一、二、三、

四科改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科，增设社会、粮政科、国民兵

团并入军事科(原兵役科)、共七科四室，建设科管工商业。民国三

十五年七月(一九四六年)大竹县政府将建设科改为第四科。民国三

十七年六月(一九N／＼年)将第四科改为建设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大竹县解放，县

人民政府成立。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县人民政府内设工商科。主要任

务是管理工业、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劳动就业、工人救济、
·6·



扶持商业生产经营，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

一九五四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肩负着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的重担和对城乡市场的管理的任务。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已形成，国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领

导，供销合作社商业已占领了农村商业阵地，工商行政、市场管理的

历史使命暂告一段落，机构被撤销人员被调走。一九五七年，国家开

放自由市场，为了活跃农村经济，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管好自由讳

场，七月一日恢复了大竹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市场管理委员会恢复

后，担负着对工商企业和城乡集市贸易的监督管理以及对小商小贩的

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一九六三年四月份，大竹县人民委员会内设立

了工商行政管理科。一九六四年全面展开了对工商企业和小商小贩的

登记管理工作。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资料和数据。

一九七三年三月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改为大竹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九七八年十月各区工商行政管理所革命领导小组

改称工商行政管理所。

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经多次的撤并调整，逐步形成了一个

从上到下比较健全的、基本能适应本县经济管理的体系。工作人员由

少到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工商科仅有干部四人，一九五三年建立了

市场管理委员会，工商、市管人员增加到八十人。经过几次调整和撤

并，到一九八五年底局内有职工二十五人(其中：汽车驾驶员一人，

炊事员一人(临时工))，十三个工商行政管理所有职工一百三十九

人，局所共计一百六十四人。其中：正式干部一百二十一人，以工代

干四十一人，驾驶员一人，临时工一人。工作任务也由建国初期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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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企业登记、市场管理，逐步增加到现在要管理工商业企、合同、商

标、广告、个体工商业、市场管理、市场信息预测、制止经济领域里

的不正之风、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等工作。

三十六年来，大竹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

领导下，在支援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繁荣市场，促进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稳定市场物价，安排人民经济生活等方面

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成绩，曾受到中央、省、地、县的表

扬。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情况，工作在改革，政策在调

整，工商行政管理战线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正在日益展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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