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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中原，汉口乃毗邻诸省之商品荟萃中心。第二次鸭片战争后，汉口、沙市、

宜昌先后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武穴定为停泊码头，华中大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不断为资本

主义列强所掠夺。

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为缓解对外贸易危机和维护国家主权，发布《商品检

验局暂行章程》、《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民国18年(1929年)5月1日成立汉口商品

检验局，汉口商品检验局是继上海商检局成立以后，中国由政府设置的第二个官方商检机

构。在民国时期，汉口商品检验局随政局变化经历了建立、停办、重组、复局、接管各

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检局获得新生，不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湖北商检局进

入全面建设时期，湖北商检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从汉口商检局成立以来的70余年中，通过从事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的几代商检人的

无私奉献，为华中、湖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和商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辉

煌业绩。1999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务院有关部门原设置在各地的出入境

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合并，组建为设置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疫

机构。虽然作为专门履行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商检机构已胜利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进出

口商品检验工作作为检验检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检验检疫机构中继续和发展。

历史的经验，永远值得借鉴，湖北几代商检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是商检事业的宝贵财富

应与世长存。

湖北商检局历史悠久，时至今日，尚无一部能够较全面、较准确反映湖北商检机构历

史风貌、演变过程的志书。编纂《湖北检验检疫·商检志》，填补这一空白，是湖北商检人

应肩负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

湖北检验检疫局遵照江泽民同志“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伟业”的

指示和国家检验检疫局“关于加强《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以及湖北省

委、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00年开始编纂第二届三级地方志的精神，2001年11月，决定成

立《湖北检验检疫·商检志》编纂委员会，下设编辑办公室负责编修工作。

《湖北检验检疫·商检志》经过近3个年头的编辑现已问世，这是汉口开埠100多年

’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载湖北商检工作历史和发展的专业志，它的出版是湖北检验检疫

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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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检验检疫·商检志》编纂过程中，编修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力求较全面、较准确地反映湖北商

检的历史和发展，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湖北检验检疫·商检志》客观反映了湖北商检工作的产生、发展和现状，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览本志，人们可以更加了解商检、熟悉商检、理解商检，认识商

检对经贸事业务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检验检疫事业的未来，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提供历史经验。对检验检疫工作者而论，看到商检事业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更加激发自

豪感，以《湖北检验检疫。商检志》为鉴，全身心投入检验检疫工作，继往开来，勇于实践，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修志是一项细致复杂的系统工程，《湖北检验检疫·商标志》编纂成功，全体修志人员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也得到各级领导、专家和商检前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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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如实反映湖北(汉口、武汉市、武汉)进出口商品检验事业

曲折发展历程。着重记述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湖北商检工作在改革开放中开创的良好业绩，努力反映湖北商检特点和时代特征。

二、本志上限溯自清王朝咸丰8年(1858年)汉口、沙市、宜昌开埠及江汉关设立后

湖北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商品检验发端，下限至1999年，少数记述与数据统计截止2000年。

三、本志除综述、大事记、附录外，均采用篇、章、节、目结构。部分商品编入了

典型案例。志首设综述，各篇之前设概述。

四、本志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全志附引用原

文外，均以第三人称记述。

五、本志以志、记、传、图(照片)、表、录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志为主，图、表为

辅。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列于志前。附记与附录置于志后。图、表随

文排附。重要照片集于志首。

六、本志坚守“生不立传”原则，仅对湖北商检事业有突出贡献和较大影响的去世者

立传略：对在湖北商检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者列人物表；对获商级专业技术职称者列名录。

七、纪年方法：武汉解放前应用历史朝代纪年，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武汉解放后一律

应用公元纪年。年代指20世纪中的年代，如90年代即20世纪90年代。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北商检局档案室：解放前历史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北京图书馆、湖北档案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湖

北省外贸志、湖北商检局年鉴及湖北商检局业务报告。所用统计数据主要来源湖北商检

局业务统计表报及各业务处(室)统计资料。凡由个人提供的口碑资料，均经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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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裘皮服装⋯⋯⋯⋯⋯⋯⋯⋯⋯⋯⋯⋯⋯：⋯⋯⋯⋯⋯⋯⋯⋯⋯⋯⋯⋯⋯329

第九章 轻工品⋯⋯⋯⋯⋯⋯⋯⋯⋯⋯⋯⋯⋯⋯⋯⋯⋯⋯⋯⋯⋯⋯⋯⋯33 1

第一节鞋类⋯⋯⋯⋯⋯⋯⋯⋯⋯⋯⋯⋯⋯⋯⋯⋯⋯⋯⋯⋯⋯⋯⋯⋯⋯⋯⋯．33 l

第二节 自行车及其零件⋯⋯⋯⋯⋯⋯⋯⋯⋯⋯⋯⋯⋯⋯⋯⋯⋯⋯⋯⋯⋯⋯⋯335

第十章金属材料⋯⋯⋯⋯⋯⋯⋯⋯⋯⋯⋯⋯⋯⋯⋯⋯⋯⋯⋯⋯⋯⋯．．337

第一节钢材、生铁、钢坯⋯⋯⋯⋯⋯⋯⋯⋯⋯⋯⋯⋯⋯⋯⋯⋯⋯⋯⋯⋯⋯⋯⋯337

第二节铁合金⋯⋯⋯⋯⋯⋯⋯⋯⋯⋯⋯⋯⋯⋯⋯⋯⋯⋯⋯⋯⋯⋯⋯⋯⋯．342

第三节锑⋯⋯⋯⋯⋯⋯⋯⋯⋯⋯⋯⋯⋯⋯⋯⋯⋯⋯⋯⋯⋯⋯⋯⋯⋯⋯⋯⋯⋯．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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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幽憋鳗盟温峦一
第十一章机电产品⋯⋯⋯⋯⋯⋯⋯⋯⋯⋯⋯⋯⋯⋯⋯⋯⋯⋯⋯⋯⋯．．35 1

第一节 电机⋯⋯⋯⋯⋯⋯⋯⋯⋯⋯⋯⋯⋯⋯⋯⋯⋯⋯⋯⋯⋯⋯⋯⋯⋯⋯⋯35 l

第二节机床⋯⋯⋯⋯⋯⋯⋯⋯⋯⋯⋯⋯⋯⋯⋯⋯⋯⋯⋯⋯⋯⋯⋯⋯⋯⋯⋯354

第三节柴油机⋯⋯⋯⋯⋯⋯⋯⋯⋯⋯⋯⋯⋯⋯⋯⋯⋯⋯⋯⋯⋯⋯⋯⋯⋯⋯．358

第四节锅炉及其他压力容器⋯⋯⋯⋯⋯⋯⋯⋯⋯⋯⋯⋯⋯⋯⋯⋯⋯⋯⋯⋯⋯．360

第五节汽车⋯⋯⋯⋯⋯⋯⋯⋯⋯⋯⋯⋯⋯⋯⋯⋯⋯⋯⋯．．．⋯⋯⋯⋯⋯⋯⋯一362

第六节 轴承⋯⋯⋯⋯⋯⋯⋯⋯⋯⋯⋯⋯⋯⋯⋯⋯⋯⋯⋯⋯⋯⋯⋯⋯⋯⋯⋯364

第三篇进口商品检验 一

概述⋯⋯⋯⋯⋯⋯⋯⋯⋯⋯⋯⋯⋯⋯⋯⋯⋯⋯⋯⋯⋯⋯⋯⋯⋯⋯⋯⋯⋯⋯⋯⋯⋯⋯⋯⋯．．370

第一章 原 木⋯⋯⋯⋯⋯⋯⋯⋯⋯⋯⋯⋯⋯⋯⋯⋯⋯⋯⋯⋯⋯⋯⋯⋯372

第二章金属材料⋯⋯⋯⋯⋯⋯⋯⋯⋯⋯⋯⋯⋯⋯⋯⋯⋯⋯⋯⋯⋯⋯．．373

第一节钢材⋯⋯⋯⋯⋯⋯⋯⋯⋯⋯⋯⋯⋯⋯⋯⋯⋯⋯⋯⋯⋯⋯⋯⋯⋯⋯⋯374

第二节 其他金属材料⋯⋯⋯⋯⋯⋯⋯⋯⋯⋯⋯⋯⋯⋯⋯⋯⋯⋯⋯⋯⋯⋯⋯⋯380

第三节三则典型案例⋯⋯⋯⋯⋯⋯⋯⋯⋯⋯⋯⋯。⋯⋯⋯⋯⋯⋯⋯⋯⋯⋯⋯⋯382

第三章铜精矿⋯⋯⋯⋯⋯⋯⋯：j．：⋯⋯⋯⋯⋯．．．⋯⋯⋯⋯⋯⋯⋯⋯⋯⋯388

第四章纺织原料⋯⋯⋯⋯⋯⋯⋯⋯⋯⋯⋯⋯⋯⋯⋯⋯⋯⋯⋯⋯⋯⋯。393

第一节棉花⋯⋯⋯⋯⋯⋯⋯⋯⋯⋯⋯⋯⋯⋯⋯⋯⋯⋯⋯⋯⋯⋯⋯⋯⋯⋯⋯．394

第二节化纤⋯⋯⋯⋯⋯⋯⋯⋯⋯⋯⋯⋯⋯⋯⋯⋯⋯⋯⋯⋯⋯⋯⋯⋯⋯⋯⋯．395

第五章纸张、纸浆和废纸家用电器⋯⋯⋯⋯⋯⋯⋯⋯⋯⋯⋯⋯⋯⋯⋯398

第一节纸张、纸浆和废纸⋯⋯⋯⋯⋯⋯⋯⋯⋯⋯⋯⋯⋯⋯⋯⋯⋯⋯⋯⋯⋯⋯．．398

第二节 家用电器⋯⋯⋯⋯⋯⋯⋯⋯⋯⋯⋯⋯⋯⋯⋯⋯⋯⋯⋯⋯⋯⋯⋯⋯⋯⋯⋯401

第六章成套设备机动车辆⋯⋯⋯⋯⋯⋯⋯⋯⋯⋯⋯⋯⋯⋯⋯⋯⋯．．403

第一节成套设备⋯⋯⋯⋯⋯⋯⋯⋯⋯⋯⋯⋯⋯⋯⋯⋯⋯⋯⋯⋯⋯⋯⋯⋯⋯⋯403

第二节机动车辆⋯⋯⋯⋯⋯⋯⋯⋯⋯⋯⋯⋯⋯⋯⋯⋯⋯⋯．．．⋯⋯⋯⋯⋯⋯⋯。407

典型案例一则⋯⋯⋯⋯⋯⋯⋯⋯⋯⋯⋯⋯⋯⋯⋯⋯⋯⋯⋯⋯⋯⋯⋯⋯⋯⋯⋯⋯409

第七章 三峡工程进口商品检验⋯⋯⋯⋯⋯⋯⋯⋯⋯⋯⋯⋯⋯⋯⋯⋯⋯4ll

第一节三峡工程⋯⋯⋯⋯⋯⋯⋯⋯⋯⋯⋯⋯⋯⋯⋯⋯⋯⋯⋯⋯⋯⋯⋯⋯⋯⋯4ll

第二节 三峡工程进口商品检验⋯⋯⋯⋯⋯⋯⋯⋯⋯⋯⋯⋯⋯⋯⋯⋯⋯⋯⋯⋯41 5

第三节案例二则⋯⋯⋯⋯⋯⋯⋯⋯⋯⋯⋯⋯⋯⋯⋯⋯⋯⋯⋯⋯⋯⋯⋯⋯⋯⋯419

第四篇鉴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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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426

第一章重量、残损、集装箱鉴定⋯⋯⋯⋯⋯⋯⋯工⋯⋯⋯⋯⋯⋯⋯⋯⋯．427

第二章 包装鉴定⋯⋯⋯⋯⋯⋯⋯⋯⋯⋯⋯⋯⋯⋯．：：⋯■⋯⋯⋯⋯⋯⋯⋯429

第一节 一般出口商品的包装鉴定⋯⋯⋯⋯⋯⋯⋯⋯⋯⋯⋯⋯⋯⋯⋯⋯。⋯⋯。430

第二节危险商品的包装鉴定⋯⋯⋯⋯⋯⋯⋯⋯⋯⋯⋯⋯⋯⋯⋯⋯⋯⋯⋯⋯⋯432

第三节 出口商品包装检验的监督管理⋯⋯⋯⋯⋯⋯．：．⋯⋯⋯⋯⋯⋯⋯⋯⋯⋯⋯435

第三章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k⋯⋯⋯⋯⋯⋯436

第四章 国外委托检验⋯⋯⋯⋯⋯⋯⋯⋯⋯⋯⋯⋯⋯⋯⋯⋯⋯⋯⋯⋯。442

、第五章 国内委托检验⋯⋯⋯⋯⋯⋯⋯⋯⋯⋯．：⋯⋯⋯⋯二：：．：．：⋯⋯⋯⋯。444

第五篇监督管理

概述⋯⋯⋯⋯⋯⋯⋯⋯⋯⋯⋯⋯⋯⋯⋯⋯⋯⋯⋯⋯⋯⋯⋯⋯⋯。⋯⋯448

第一章 出口商品监督管理⋯⋯⋯⋯⋯⋯⋯⋯⋯⋯⋯⋯⋯⋯⋯⋯⋯⋯．448

第一节 封识管理⋯⋯⋯⋯⋯⋯⋯⋯⋯⋯⋯⋯⋯⋯-⋯⋯⋯⋯⋯⋯⋯⋯⋯⋯⋯。449

第二节 监督检查⋯⋯⋯⋯⋯⋯⋯⋯⋯⋯⋯⋯⋯⋯⋯⋯⋯⋯⋯⋯⋯⋯⋯⋯⋯⋯452

第三节 网点建设⋯⋯⋯⋯⋯⋯⋯⋯⋯⋯⋯⋯⋯⋯⋯：。j⋯：⋯⋯⋯⋯⋯⋯⋯⋯⋯455

第四节 食品厂、库卫生注册⋯⋯⋯⋯⋯⋯⋯⋯⋯⋯⋯⋯⋯⋯⋯⋯⋯⋯⋯⋯⋯．．458

第五节 质量许可证⋯⋯⋯⋯⋯⋯⋯⋯⋯⋯⋯⋯⋯⋯．．．⋯⋯：⋯⋯⋯⋯⋯⋯⋯⋯．466

第六节 认可实验室⋯⋯⋯⋯⋯⋯⋯⋯⋯⋯⋯⋯⋯⋯⋯⋯⋯。．．．⋯⋯⋯⋯⋯⋯⋯⋯⋯⋯⋯⋯⋯480

第七节 认可检验员⋯⋯⋯⋯⋯⋯⋯⋯⋯⋯⋯⋯⋯⋯⋯⋯⋯⋯⋯⋯⋯⋯⋯⋯⋯481

，· 第八节 质量体系认证⋯⋯⋯⋯⋯⋯⋯⋯■⋯⋯⋯⋯⋯．．．⋯⋯⋯⋯⋯⋯⋯⋯⋯．．482

第二章进口商品监督管理⋯⋯⋯⋯．．：⋯⋯⋯⋯⋯⋯⋯⋯⋯⋯⋯⋯⋯⋯489

第一节督促验收⋯⋯⋯⋯⋯⋯⋯⋯⋯⋯．：⋯⋯⋯⋯⋯．．．⋯⋯⋯⋯⋯⋯⋯⋯⋯．．489

第二节 网点建设⋯⋯⋯⋯⋯⋯⋯⋯：⋯⋯⋯⋯⋯．：．曩⋯．．．⋯⋯⋯⋯⋯⋯⋯⋯⋯。490

第三节 驻厂监督、质量跟踪⋯⋯⋯⋯⋯⋯。⋯⋯⋯。。¨⋯⋯⋯⋯⋯⋯⋯⋯⋯⋯．493

第四节 质量许可证制度⋯⋯⋯⋯⋯⋯⋯⋯⋯⋯．．：⋯⋯．．．⋯⋯⋯．．．．．．．二⋯⋯：．：⋯⋯497

第五节 封识标志管理⋯⋯⋯⋯⋯⋯⋯⋯⋯⋯⋯⋯⋯．．．⋯⋯⋯⋯⋯⋯⋯⋯⋯。534

第三章 流通领域进口商品质量监督检查⋯⋯⋯⋯⋯⋯⋯⋯⋯⋯⋯⋯．537

第六篇检 务

{}既述⋯．⋯j．．⋯．．f．．．⋯⋯⋯⋯⋯．．⋯⋯．⋯．⋯．⋯．．．．⋯．．．⋯．⋯⋯．．．．．．⋯．⋯⋯⋯．．．⋯．⋯．．．．．．．．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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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检务工作⋯⋯⋯⋯⋯⋯⋯⋯⋯⋯⋯⋯⋯⋯⋯⋯⋯⋯⋯⋯⋯⋯⋯548

第一节 进出口商品报验⋯⋯⋯⋯⋯⋯⋯⋯⋯⋯⋯⋯⋯⋯⋯⋯⋯⋯⋯⋯⋯⋯⋯548

第二节 签证和放行⋯⋯⋯⋯⋯⋯⋯⋯⋯⋯⋯⋯⋯⋯⋯⋯⋯⋯⋯⋯⋯⋯⋯⋯⋯552

第三节 计收检验费⋯⋯⋯⋯⋯⋯⋯⋯⋯⋯⋯⋯⋯⋯⋯⋯⋯⋯⋯⋯⋯⋯⋯⋯⋯558

第四节 业务统计⋯⋯⋯⋯⋯⋯⋯⋯⋯⋯⋯⋯⋯⋯⋯⋯⋯⋯⋯⋯⋯⋯⋯⋯⋯⋯567

第五节 原产地证签发⋯⋯⋯⋯⋯⋯⋯⋯⋯⋯⋯⋯⋯⋯⋯⋯⋯⋯⋯⋯⋯⋯⋯⋯572

第六节 普惠制(GSP)证签发⋯⋯⋯⋯⋯⋯⋯⋯⋯⋯⋯⋯⋯⋯⋯⋯⋯⋯⋯⋯⋯576

第二章 检务管理⋯⋯⋯⋯⋯⋯⋯⋯⋯⋯⋯⋯⋯⋯⋯⋯⋯⋯⋯⋯⋯⋯．581

第七篇商检科技

概述⋯⋯⋯⋯⋯⋯⋯⋯⋯⋯⋯⋯⋯⋯⋯⋯⋯⋯⋯⋯⋯⋯⋯⋯⋯⋯⋯⋯⋯⋯⋯⋯⋯⋯⋯⋯．．588

第一章 科技管理机构⋯⋯⋯⋯⋯⋯⋯⋯⋯⋯⋯⋯⋯⋯⋯⋯⋯⋯⋯⋯．589

’第二章 科技情报与信息⋯⋯⋯⋯⋯⋯⋯⋯⋯⋯⋯⋯⋯⋯⋯⋯⋯⋯⋯⋯590

第三章 实验室建设⋯⋯⋯⋯⋯⋯⋯⋯⋯⋯⋯⋯⋯⋯⋯⋯⋯⋯⋯⋯⋯．592

第一节 实验室建设⋯⋯⋯⋯⋯⋯⋯⋯⋯⋯⋯⋯⋯⋯⋯⋯⋯⋯⋯⋯⋯⋯⋯⋯⋯592

第二节 仪器设备与计量⋯⋯⋯⋯⋯⋯⋯⋯⋯⋯⋯⋯⋯⋯⋯⋯⋯⋯⋯⋯⋯⋯⋯594

第三节 实验室管理⋯⋯⋯⋯⋯⋯⋯⋯⋯⋯⋯⋯⋯⋯⋯⋯⋯⋯⋯⋯⋯⋯⋯⋯⋯599

第四章 科学研究⋯⋯⋯⋯⋯⋯⋯⋯⋯⋯⋯⋯⋯⋯⋯⋯⋯⋯⋯⋯⋯⋯．599

第一节 技术研究⋯⋯⋯⋯⋯⋯⋯⋯⋯⋯⋯⋯⋯⋯⋯⋯⋯⋯⋯⋯⋯⋯⋯⋯⋯⋯600

第二节 标准制(修)订⋯⋯⋯⋯⋯⋯⋯⋯⋯⋯⋯⋯⋯⋯⋯⋯⋯⋯⋯⋯⋯⋯⋯⋯604

第三节 检测仪器设备研制⋯⋯⋯⋯⋯⋯⋯⋯⋯⋯⋯⋯⋯⋯⋯⋯⋯⋯⋯⋯⋯⋯610

第四节 帮助外向型企业改进生产工艺、研制新的产品，

、 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加社会效益⋯⋯⋯⋯⋯⋯⋯⋯⋯⋯⋯⋯⋯⋯⋯612

第五章科研成果与奖励⋯⋯⋯⋯⋯⋯⋯⋯⋯⋯⋯⋯⋯⋯⋯⋯⋯⋯⋯。615

第六章计算机应用⋯⋯⋯⋯⋯⋯⋯⋯⋯⋯⋯⋯⋯⋯⋯⋯⋯⋯⋯⋯⋯．．653

第八篇．行政管理

概述⋯⋯⋯⋯⋯⋯⋯⋯⋯⋯⋯⋯⋯⋯⋯⋯⋯⋯⋯⋯⋯⋯⋯⋯⋯⋯⋯⋯⋯⋯⋯⋯⋯⋯⋯⋯．．662

第一章 目标管理⋯⋯⋯⋯⋯⋯⋯⋯⋯⋯⋯⋯⋯⋯⋯⋯⋯⋯⋯⋯⋯⋯。662

第一节 目标制定⋯⋯⋯⋯⋯⋯⋯⋯⋯⋯⋯⋯⋯⋯⋯⋯⋯⋯⋯⋯⋯⋯⋯⋯⋯⋯662

第二节考核奖励⋯⋯⋯⋯⋯⋯⋯⋯⋯⋯⋯⋯⋯⋯⋯⋯⋯⋯⋯⋯⋯⋯⋯⋯⋯⋯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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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档案管理⋯⋯⋯⋯⋯⋯⋯⋯⋯⋯⋯⋯⋯⋯⋯⋯⋯⋯⋯⋯⋯⋯．．685

第一节文书档案管理⋯⋯⋯⋯⋯⋯⋯⋯⋯⋯⋯⋯⋯⋯⋯⋯⋯⋯⋯⋯⋯⋯⋯⋯685

第二节证书和商品档案管理⋯⋯⋯⋯⋯⋯⋯⋯⋯⋯⋯⋯⋯⋯⋯⋯⋯⋯⋯⋯⋯．693

第三节档案检索与编研⋯⋯⋯⋯⋯⋯⋯⋯⋯⋯⋯⋯⋯⋯⋯⋯⋯⋯⋯⋯⋯⋯⋯．695

第四节档案信息开发利用⋯⋯⋯⋯⋯⋯⋯⋯⋯⋯⋯⋯⋯⋯⋯⋯⋯⋯⋯⋯⋯⋯696

第三章外事管理⋯⋯⋯⋯⋯⋯⋯⋯⋯⋯⋯⋯⋯⋯⋯⋯⋯⋯⋯⋯⋯⋯⋯699

第一节 出国(境)交往⋯⋯⋯⋯⋯⋯⋯⋯．：⋯⋯⋯⋯⋯⋯⋯⋯⋯⋯⋯⋯⋯⋯⋯⋯699

第二节来访交流⋯⋯⋯⋯⋯⋯⋯⋯⋯⋯⋯⋯⋯⋯⋯⋯⋯⋯⋯⋯⋯⋯⋯⋯⋯⋯7 13

第四章财务管理⋯⋯⋯⋯⋯⋯⋯⋯⋯⋯⋯⋯⋯⋯⋯⋯⋯。⋯⋯⋯⋯⋯721

第一节 财务制度⋯⋯⋯⋯⋯⋯⋯⋯⋯⋯⋯⋯⋯⋯⋯⋯⋯⋯⋯⋯⋯⋯⋯⋯⋯⋯72 1

第二节组织及管理⋯⋯⋯⋯⋯⋯⋯⋯⋯⋯⋯⋯⋯⋯⋯⋯⋯⋯⋯⋯⋯⋯⋯⋯⋯734

第三节会计核算⋯⋯⋯⋯⋯⋯⋯⋯⋯⋯⋯⋯⋯⋯⋯⋯⋯⋯⋯⋯⋯⋯⋯⋯⋯⋯741

第四节资产管理⋯⋯⋯⋯⋯⋯⋯⋯⋯⋯⋯⋯⋯⋯⋯⋯⋯⋯⋯⋯⋯⋯⋯⋯⋯⋯751

第五节基本建设⋯⋯⋯⋯⋯．．．⋯⋯⋯⋯⋯⋯⋯⋯⋯⋯⋯⋯⋯⋯⋯⋯⋯⋯⋯⋯．755

第九篇纪检监察、精神文明建设

概述⋯⋯⋯⋯⋯⋯⋯⋯⋯⋯⋯⋯⋯⋯⋯⋯⋯⋯⋯⋯⋯⋯⋯⋯⋯⋯⋯⋯⋯⋯⋯⋯⋯⋯⋯⋯。760

第一章纪检监察审计⋯⋯⋯⋯⋯⋯⋯⋯⋯⋯⋯⋯⋯⋯⋯⋯⋯⋯⋯760

第一节组织机构⋯⋯⋯⋯⋯⋯⋯⋯⋯⋯-⋯⋯⋯⋯⋯⋯⋯⋯⋯⋯⋯⋯⋯⋯⋯。760

第二节 纪检监察工作⋯⋯⋯⋯⋯⋯⋯⋯⋯⋯⋯⋯⋯⋯⋯⋯⋯⋯⋯⋯⋯⋯⋯⋯763

第三节 内部审计工作⋯⋯⋯⋯⋯⋯⋯⋯⋯⋯⋯⋯⋯⋯⋯⋯⋯⋯⋯⋯⋯⋯⋯⋯771

第二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774

第一节 政治理论学习⋯⋯⋯⋯⋯⋯⋯⋯⋯⋯⋯⋯⋯⋯⋯⋯⋯⋯⋯⋯⋯⋯⋯⋯774

第二节思想政治教育⋯⋯⋯⋯⋯⋯⋯⋯⋯⋯⋯⋯⋯⋯⋯⋯⋯⋯⋯⋯⋯⋯⋯⋯777

第三节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779

第四节创建文明单位⋯⋯⋯⋯⋯⋯⋯⋯⋯⋯⋯⋯⋯⋯⋯⋯⋯⋯⋯。⋯⋯⋯⋯．781

第五节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787

第十篇人物

概述⋯⋯⋯⋯⋯⋯⋯⋯⋯⋯⋯⋯⋯⋯⋯⋯⋯⋯⋯⋯⋯⋯⋯⋯⋯⋯⋯⋯⋯⋯⋯⋯⋯．．：⋯⋯．．796

第一章人物传略⋯⋯⋯⋯⋯⋯⋯⋯⋯⋯⋯⋯⋯⋯⋯⋯⋯⋯⋯⋯⋯⋯⋯796

吴 健⋯⋯⋯⋯⋯⋯⋯⋯⋯⋯⋯⋯⋯⋯⋯⋯⋯⋯⋯⋯⋯⋯⋯⋯⋯⋯⋯⋯⋯⋯⋯⋯⋯⋯⋯⋯⋯⋯⋯⋯⋯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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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彦祖⋯⋯⋯⋯⋯⋯⋯⋯⋯⋯⋯⋯⋯⋯⋯⋯⋯⋯⋯⋯⋯⋯⋯⋯⋯⋯⋯⋯⋯⋯⋯⋯⋯⋯⋯⋯⋯⋯⋯⋯⋯．797

．王：多艺佑⋯⋯⋯⋯⋯⋯⋯⋯⋯⋯⋯⋯⋯⋯⋯⋯⋯⋯⋯⋯⋯⋯⋯⋯⋯⋯⋯⋯⋯⋯⋯⋯⋯⋯⋯⋯⋯⋯⋯⋯⋯．798

戴啸洲⋯⋯⋯⋯⋯⋯⋯⋯⋯⋯⋯⋯⋯⋯⋯⋯⋯⋯⋯⋯⋯⋯⋯⋯⋯⋯⋯⋯⋯⋯⋯⋯⋯⋯⋯⋯⋯⋯⋯⋯⋯．800

贺丘目⋯⋯⋯⋯⋯⋯⋯⋯⋯⋯⋯⋯⋯⋯⋯⋯⋯⋯⋯⋯．⋯⋯⋯⋯⋯⋯⋯⋯⋯⋯⋯⋯⋯⋯⋯⋯⋯⋯⋯⋯⋯801

舅毛：适彳}⋯⋯⋯⋯⋯⋯⋯⋯⋯⋯⋯⋯⋯⋯⋯⋯⋯⋯⋯⋯⋯⋯⋯⋯⋯⋯⋯⋯⋯⋯⋯⋯⋯。：⋯⋯⋯⋯⋯⋯⋯．803

胡自翔⋯⋯⋯⋯⋯⋯⋯⋯⋯⋯⋯⋯⋯⋯⋯⋯⋯⋯⋯⋯⋯⋯⋯⋯⋯⋯⋯⋯⋯⋯⋯⋯⋯⋯⋯⋯⋯⋯⋯⋯⋯．804

李，更⋯⋯⋯⋯⋯⋯⋯⋯⋯⋯⋯⋯⋯⋯⋯⋯⋯⋯⋯⋯⋯⋯⋯⋯⋯⋯⋯⋯⋯⋯⋯⋯⋯⋯⋯⋯⋯⋯⋯⋯⋯．805

李干甫⋯⋯⋯⋯⋯⋯⋯⋯⋯⋯⋯⋯⋯⋯⋯⋯⋯⋯⋯⋯⋯⋯⋯⋯⋯⋯⋯⋯⋯⋯⋯807

周良朋⋯⋯⋯⋯⋯⋯⋯⋯⋯⋯⋯⋯⋯⋯⋯⋯⋯⋯⋯⋯⋯⋯⋯⋯⋯⋯⋯⋯⋯⋯⋯．808

李石!±二⋯⋯⋯⋯⋯⋯⋯⋯⋯⋯⋯⋯⋯⋯⋯⋯⋯⋯⋯⋯⋯⋯⋯⋯⋯⋯⋯⋯⋯⋯⋯⋯⋯⋯⋯⋯⋯⋯⋯⋯⋯．810

第二章人物表⋯⋯⋯⋯⋯⋯⋯⋯⋯⋯⋯⋯⋯⋯⋯⋯⋯⋯⋯⋯⋯⋯⋯。812

早期参加汉口商检工作的部分人员名录⋯⋯⋯⋯⋯⋯⋯⋯⋯⋯⋯⋯⋯⋯⋯⋯⋯812

1999年前湖北商检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名录⋯⋯⋯⋯⋯⋯⋯⋯⋯⋯⋯⋯814

1999年前被湖北省授予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名录⋯⋯⋯⋯⋯⋯⋯⋯⋯⋯⋯⋯⋯815

1998年前湖北商检局高级职称人员名录⋯⋯⋯⋯⋯⋯、⋯⋯⋯⋯⋯⋯⋯⋯⋯⋯⋯815

湖北商检局从事商检工作30年以上人员名录⋯⋯⋯⋯⋯⋯⋯⋯⋯⋯⋯⋯⋯⋯。817

湖北商检局从事商检工作20年以上人员名录⋯⋯⋯⋯⋯⋯⋯⋯⋯⋯⋯⋯⋯⋯．．818

第十一篇湖北商检机构印鉴

概述⋯⋯⋯⋯⋯⋯⋯⋯⋯⋯⋯⋯⋯⋯⋯⋯⋯⋯⋯⋯⋯⋯⋯⋯⋯⋯⋯⋯⋯⋯⋯⋯⋯⋯⋯⋯．．822

第一章湖北商检机构主要印章辑存⋯⋯⋯⋯⋯⋯⋯⋯⋯⋯⋯⋯⋯⋯⋯824

第一节汉口商检局及分支机构、直属机构印章⋯⋯⋯⋯⋯⋯⋯⋯⋯⋯⋯⋯⋯．．824

第二节武汉商检局及分支机构、直属机构印章⋯⋯⋯⋯⋯⋯⋯⋯⋯⋯⋯⋯⋯一827

第三节 湖北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及分支机构、直属机构印章⋯⋯⋯⋯⋯⋯⋯⋯．849

第二章湖北商检机构部分业务用章辑存⋯⋯⋯⋯⋯⋯⋯⋯⋯⋯⋯⋯⋯863

附录⋯⋯⋯⋯⋯⋯⋯⋯⋯⋯⋯⋯⋯⋯⋯⋯⋯⋯⋯⋯⋯⋯⋯⋯⋯873

一、商检重要法规选辑⋯⋯⋯⋯⋯⋯⋯⋯⋯⋯⋯⋯⋯⋯⋯⋯⋯⋯⋯⋯⋯874

1．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民国17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工商部公字

第1 78号令公布)⋯⋯⋯⋯⋯⋯⋯⋯⋯⋯⋯⋯⋯⋯⋯⋯⋯⋯⋯⋯⋯⋯⋯⋯⋯．874

2．商品出口检验局暂行章程(民国17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工商部公字

第177号令公布)⋯⋯⋯⋯⋯⋯⋯⋯⋯⋯⋯⋯⋯⋯⋯⋯⋯⋯⋯⋯⋯⋯⋯⋯⋯一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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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民国19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工商部公字第449号令公布)875

4．商品检验法(民国21年12月14日民国政府实业部公布)⋯⋯⋯⋯⋯⋯⋯⋯⋯876

5．商品检验暂行条例(1951年11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财经济委员会公布)⋯⋯⋯⋯⋯⋯⋯⋯⋯⋯⋯⋯⋯⋯⋯⋯⋯⋯⋯⋯⋯⋯⋯⋯⋯877

6．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1953年12月17日政务院第198次政务会议通过，

1954年1月3日命令公布)⋯⋯⋯⋯⋯⋯⋯⋯⋯⋯⋯⋯⋯⋯⋯⋯⋯⋯⋯⋯⋯．878

7．出进13商品检验工作细则<暂行>(1958年10月2日对外贸易部公布，

15日开始执行)⋯⋯⋯⋯⋯。：⋯⋯⋯⋯⋯⋯⋯⋯⋯⋯。：⋯⋯⋯⋯⋯⋯⋯。⋯⋯879

8冲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1984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882

9．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实施细则’

(1984年6月1日国家商检局发布)⋯⋯⋯⋯⋯⋯⋯⋯⋯⋯⋯⋯⋯⋯⋯⋯⋯⋯88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891

11．华中区输出商品检验规程(1949年12月1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公布)⋯⋯⋯894

12．华中区输出商品拣样办法(1949年12月1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公布)⋯⋯⋯896

13．湖北省实施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暂行办法(1985年2月16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899

14．湖北省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管理办法(1993年11月22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903

二、历届全国商检工作会议暨全国商检局局长会议情况简介⋯⋯⋯⋯⋯904

三、商检机构历次公布的《实施检验进出口商品种类表》⋯⋯⋯⋯⋯⋯⋯910

1．民国17年(1928年)12月31日《商品出口暂行规则》

(国民政府工商部公字第178号令公布)⋯⋯⋯⋯⋯⋯⋯⋯⋯⋯⋯⋯⋯⋯⋯⋯．910

2．民国19年(1930年)4月10日氍商品检验暂行条例》

(国民政府工商部公字第449号令公布)⋯⋯⋯⋯⋯⋯⋯⋯⋯⋯⋯⋯⋯⋯⋯⋯910

3．1950年4月全国商品检验会议确定的商品检验范围⋯⋯⋯⋯⋯⋯⋯⋯⋯⋯⋯．910

4．((1951年度检验商品种类．表》⋯⋯⋯⋯⋯⋯⋯⋯⋯⋯⋯⋯⋯⋯⋯⋯⋯⋯⋯⋯⋯．912

5．((1955年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917

6．((1957年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920

7．((1958年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922

8．((1960年公布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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