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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市(原黄县)历史上就被称为“商贾之乡"0早在明朝就有人远涉

重洋，到东南亚一带及墨西哥、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家经商

和创办实业；清朝有人为养家糊口大批大批地闯关东，做买卖，发大财。

“地狭人稠"的生活环境，培养造就了龙口人喜远游，善经商，能吃苦，肯

开拓的“逐利四方，，的进取精神，同时创造了龙口的文明与富裕，产生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不如蓬黄"的说法。

1914年，龙口辟为商埠后，龙口与外界接触的视角更大了，发展的

速度加快了。1922年进出口贸易总值达597．77万关平两。抗战前，龙

口市有商号两千二百多家，分布于黄城、龙口及各村镇，其中黄城商业

一条街十分繁荣，有“俨然小都会"之美誉。日军侵华和国民党占领龙口

时，给龙口的工商业造成极大破坏，大批工商业者破产，呈现出空前的

潇条。新中国建立后，工商业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很快得到恢复和发

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

变化，工商业发展步伐加大。尤其是1986年撤县设市后，充分发挥城市

的辐射作用，工商业焕发活力，贸易日趋活跃。1996年底，全市企业总

数为7，436户，注册资金409，294万元；外商投资企业229户，总注册

资本33，362万美元。龙口市商品经济呈超常规地发展，价格波动适应

了消费者的需要，带动了全社会空前的繁荣。从“九五”以来，围绕发展

第三产业狠抓以胶东商城为重点的商贸设施建设。现在，全市共有各类

集贸市场50多处，胶东商城的营业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涉及20多
个省、市。1996年底，全市商业网点7，579家，个体户达到22，230家，

从业人员达37，613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6亿元，其中集贸市场达
1 6亿元。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本教课书。纵观龙口市的工商物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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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会使我们明白很多东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全面、科

学地总结经验教训，将会更好地推动我们今后的工作，更有利地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认识，我们下定决心写出

《龙口市工商物价志》，让多少年的工商物价工作汇成一书，发挥其“存

史、资政、教化”的作用，作为工商物价工作的“信息宝库”，成为全市的

文化遗产。

修志是艰苦的文化劳动，志书纵贯古今，专业性强。局党组从决定

修志后，马上组建修志办公室，大家广征博采资料、查阅档+案、翻找历史

书刊，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市史志办的督促指导下，经过全局同志

一年多的努力，特别是修志办公室同志无私奉献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终

于使《龙口市工商物价志》顺利出版，充分体现了众手成志的原则。

《龙口市工商物价志》是龙口市工商物价工作的首创，是全市工商

物价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的，编篡人员又都

是工商物价工作者，不是专门写史修志的专业人才。因此，志书中出现

的观点错误、历史遗漏、选材不当、资料不全等问题在所难免，请专家和
读者批评指正。

王武才

1997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

地记载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物价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等形式，以志为主。卷首设概述、大事

记，中间设志16编，各编结构分章、节、子目三个层次记述。

三、时间上起古代，下止1996年底，大事记和机构下止本书出版

前。

四、叙事语言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文体。

五、数字运用，执行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

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夹注历

史纪年，必须用历史纪年处夹注公元纪年。

六、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 E／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

七、县市称谓，建市前(1986年12月23日龙口市建市纪念大会

前)均称黄县，后均称龙口市。机构部门等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

复出现用简称。

八、资料来源于龙口市档案局、本单位档案室、各部门志及有关人

士的回忆材料，行文中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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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作为国家建立和维护市场

经济秩序，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其市场

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就

其监管范围和职能来讲，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和转变的。

据史料记载，中国周朝以后的各个朝代，

都有进行工商行政管理的机构和管理人员。

1901年，山东巡抚院署为振兴商务设立了商

务局，并筹资及调查全省物产组织成立商会。

商会主要职能是加强对工商业的监督指导，

协助政府征收稞税，解决商贸间的纠纷。1906

年9月，黄县商界成立商务分会，这是黄县最

早的管理工商业专门机构。1907年5月，黄

县成立劝业所，负责劝工、劝农、劝商，这是黄

县最早的官办工商管理机构，主要受地方行

政官和省劝业道的双重管辖，负责管理和发

展实业。 、

民国初期，根据形势需要，当时的工商业

隶属于县政府财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

主要是通过县商会实施政策、法令、措施进行

管理。 ’：

1938年5月，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抗日军民为了克服经济困难，粉碎敌人的经

济封锁，坚持抗战，党政军机关先后办起了工

商业。为此，在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内设立财政

科，负责财政、集市贸易和工商企业的管理工

作。

’直到1944年，根据胶东行政公署决定，

设立黄招工商局，下设稽查股及19个检查

站，主要负责黄招两县的金融、商业、税收、工

矿和合作纺织事业。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敌人

的封锁、分割，工商业者处于战备状况，多是

游击经营。因此，工商局的主要任务也随之转

为负责对敌经济斗争，组织军工生产，对公私

企业及合作社的指导和管理、税收和缉私工

作，保证解放区的粮油、金银等物资不流入敌

占区；保证敌占区的化学日用品、伪钞等不流

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招工商局进驻龙口，

同年9月成立了龙口特区工商管理局。此时

除管理进出口贸易和海关业务，还本着“恢复

自由交易，减轻群众负担，驱除中间剥削，稳

定集市秩序，恢复商人营业，繁荣市场”的原

则，对集市进行了整顿，使全县城乡的30个

集市迅速活跃起来。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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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山东省解放后，省政府决定加强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各级市设立工商局，行

署设工商处，专署设工商科，铁路沿线城市与

较大的市镇，沿海或内地商业繁荣地区设工

商科，县以下依经济区域设工商所，形成了全

省统一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52年的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全县境内的1，400户工商企

业中主要为私营工商业，公有制企业的比重

很少。因此，这一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任

务是围绕国民经济的恢复，没收官僚资本，清

查私营企业中敌伪财产，建立和壮刘国营经

济；对私营业者进行爱国守法教育，扶持和指

导其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营，组织物资交流，稳

定物价，活跃城乡市场，取缔投机违法，管理

度量衡器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全县国民

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953年，全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黄县完整的工商业基础还没有

建立起来，小农经济在社会经济中还占有很

大的比重。为此，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中

央制定的“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

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

五年计划。为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

成，运用企业登记、市场管理、经济合同管理

等行政管理职能，安排加工订货、协调公私关

系，并使之与工商联、摊贩联合会的活动以及

工人群众的监督管理紧密联合起来，较好地

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

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使从事私营工商业、手

工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数量逐年减少。到1955

年底，黄县个体工商业者不足500户，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1956年到1966年是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曲折前进的十年。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个体经营

者组织起来加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进入

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由于单一所有制的形

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被削弱，县工商科并入

商业局。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时期，黄县的个体工商业也进一步“升

级”为集体企业，市场贸易基本停滞，全县有

12个集市宣布关闭，经济合同制也被废止。

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是办理一些商标注

册，其他工作基本上停止。到1963年国务院

颁布《商标管理条例》为止，黄县共注册“跃

进”牌柳条膏商标等23件。1961年，中央针

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

后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并出台了《工商企

业登记试行办法》等文件，使工商行政管理的

职能作用有所加强；1963年10月，黄县人民

委员会将市场管理委员会和县物价委员会合

并为黄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下设八个市

场交易所。此时的黄县国营、合营、合作化经

营企业比重上升到95％强，私营比重不足

5％。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到冲击，陷于瘫痪状态。

当时黄县的企业登记管理职能逐渐削弱。

1973年，黄县工商局改为黄县革命委员会生

产指挥部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的重点放在打击投机倒把上，成立了黄县

革命委员会市场管理禁止滥搞协作领导小

组，从而使黄县的经济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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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1978年9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81年4月，

黄县革命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改为黄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

决策，黄县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开始逐步进入

健康的轨道，县工商局下设的9处工商行政

管理所开始运行，并相继成立了黄县个体劳

动者协会、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仲

裁委员会等组织，到1983年黄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内设机构达到3个，即行政办公室、企业

管理股和合同管理股。全市各类集市达到29

处，工商企业达到3，522个，个体工商户发展

到3，966户。随着时势的发展，县级工商行政

管理局的主要职责被确定下来：即市场管理、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

理、广告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打击投机

倒把和监督检查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

1984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商品经济的迅速

物价，即物品的价值。原始社会末期，便

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龙口市历

史悠久，明末清初，商品经济日趋发展，到明

洪武21年，龙口港便与天津、大连等国内口

岸通航，与外国也有贸易往来。到了建国前

后，虽以农业为主，但商业也较发达，素有。商

业之乡”之美称。从18世纪至20世纪30年

代，龙口市工业、商业、农业、交通等行业的民

族资本有了较大发展。

日军侵华和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期，

发展，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范围也得到了不

断的扩展，黄县机动车辆交易管理所、黄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所、黄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西市场管理所相继成立。1986年9月，

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共有人事秘书股、企业

管理股、市场管理股、经济合同股4个内设机

构，10个所属基层所。1986年9月24日，撤

县设龙口市，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同时命

名为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随着机构的健

全、人员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各项业务逐步细

分和深化，商标广告管理科、市场管理科、财

务管理科、个体管理科、外资企业管理科、消

费者协会等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根据形势

和工作的需要，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

区分局、龙口市胶东商城管理处、龙口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黄城分局、公平交易局也先后成

立。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不断健全，推

进了全市工商管理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法

制化，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也逐步得到了强

化，各项工作逐步走在全烟台市乃至全省的

前列，为繁荣龙口市经济和维护经济秩序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受到了全市社会各

界的好评。

由于战争的影响，龙口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物价暴涨，市场一渡出现了“斤肉斤粮”的状

况。日寇投降初期，县政府采取了巩固本币的

金融政策、稳定物价、扶助生产、繁荣市场。尽

管如此，由于从中央到地方，没有统一的物价

管理机构，市场物价波动很大，一直处于比较

混乱的状态．

1950年9月，黄县成立了工商科，负责

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对一些不合理的商品价

格及时进行了调整，有效地制止了市场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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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
’

1957年3月，黄县人民委员会统计科成

立，全面负责物价工作，以后几经撤销、合并，

物价管理工作也时断时续。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物价工作才逐步走向

正规。1980年10月成立隶属政府的黄县物

价管理局，负责管辖全县的物价工作。1993

年12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龙口市物

价局被撤销，机构及工作职能归并龙口市工

商局，物价管理所和物价检查所作为内设机

构对外办公。1996年12月，又恢复龙口市物

价局，并与龙口市工商局合署办公。

综观龙口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

可以看出，其作为国家管理商品经济的重要

职能部门，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

发展而发生变化的，但必须肯定的是，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和

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今后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工

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

步得到强化，因此，要求工商物价管理部门借

鉴前史，继往开来，努力提高管理干部的执法

水平，为推动龙口市的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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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大事记

} 1840年(道光二十年) 1893年(光绪十先年)

5月23日，鸦片战争爆发。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本年，县城墙重修，境内始用玻璃罩灯。

1894年(光绪二十年)

11月，侍郎朱凤标查办山东盐务。 本年，初行东洋布及东洋线、洋火等货

物。

1861年(咸丰+一年)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本年，捻军进黄。

1863年(同治二年)

本年，俄币卢布(俗称俄贴)流入黄县。每

张1元，值京钱2吊。

本年知县杨济祈呈山东巡抚改黄中中县 1901年(光绪二+七年)
为下下县，民赋稍减。

1886年(光绪+二年)

本年，龙口易名金少滩。

1892年(光绪十八年)

美商美孚石油公司的“美孚牌一、。德士古

牌”进入黄县市场。由烟台在黄县的分号“政

兴公“代销。

本年，黄县典当业歇业。 创。

境内行使银元。7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本年，清政府颁布《商会法》。中国商会始

1904年(光绪三+年)

春，行铜元，废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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