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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祖国大地欣欣向荣，各行各业蒸蒸日上的今天，一部记载无

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历史与现状的志书付印成册了。这是无为县工

商行政管理系统又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编纂志书是当今两

个文明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一部好的志

书，可以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交流”的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取得了显著的

发展。完成无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编纂任务，总结过去成功的经·

验和失败的教训，促进工商行政管理队伍素质的提高，使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责无旁贷地

．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

早在1989年，无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成立了编志领导组和

编志队伍，开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1993年，在安徽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的统一部署下，重新调整了编志领导组，并确定专人负

责。编写组人员先后在全系统广泛地征集资料、走访知情人士、查

阅浩瀚的历史档案。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都孜孜不倦

地坚持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无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追溯了无为县工商行政管理的

悠久历史，忠实地记述了几十年来工商行政管理的曲折道路，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喜人的成就。全书包括机构沿革、市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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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经济

合同管理、经济监督检查、职工队伍、协会组织等10章32节，连同

卷首和附录部分共约1 6万字。它把翔实的资料、数据、图表等科学

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再现了历史，又反映了现状，恰如一面明

镜，藉以启迪后人。

鉴古而知今。希望全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同志们以志为鉴，

弘扬前辈们勤政廉洁、艰苦奋斗的精神，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锐意

进取，开创工商行政管理上作的新局面。

本书编写过程中，受到省、地j县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了

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县档案局及有关知情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在

此，我谨代表无为县工商局向上述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写水平有限以及部分资料失散等多种原因，本志书难

免有诸多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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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县内

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科学性、资料性、地方性的

有机统一。

2、全志按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及机构和协会组织，横排纵述，

运用章、节、目、子目的层次结构，共设10章32节。卷首有“大事

记"、“概述’’；卷未有“附录"，部分章、节有“附"。
’

3、断限：上限因事而异，尽可能溯源；下限讫于1992年底。

4、本志采用记、表、录等综合体例，图片统一在卷首，表列在每

节之后。 ．

5、纪年用公历，特殊情况用农历的，用汉字记述。民国以前和

民国时期的朝代年号，加括号注公历纪年。书中所称“解放"指

1949年1月21日无为县城解放之日。

6、本志除特殊说明者外，已将1949年至1955年3月1日流

通的旧(版)人民币按1万s l的比例折算成新(版)人民币。其余

均用当时适用的货币和度量衡单位。 ·

7、为叙述方便，书中将中共无为县委、无为县人民政府简称为

“县委"、“县人民政府"；无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县工商局"

等。
’

8、志书记述的先进人物按获奖时间或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9、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和其他文字史料为主，兼收实物和口

碑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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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无为县地处安徽省中部，长江北岸，与芜湖、铜陵、繁昌等市

(县)隔江相望；同和县、含山、巢湖、庐江等县、市毗邻。该县建于宋

熙宁三年(1070)。至1992年底，共辖28个乡、镇，总人口131．69

万，面积2413平方公里。

清朝末年，在无为县城和农村集镇的商业和手工业大户，自发

地创立了商务公所。民国17年(1928)，商务公所改称为商会。商

会受政府的委托，调解商人之间的纠纷，代办商人开业的营业证

照，管理工商界有关事务。无为城商会历任会长有：沈少维、卞禹

臣、燕仰山、金效农、郭炳炎等。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先后有建设

科、漕务局、教育建设科、二科等。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第七师在这里创建了全国19个敌后抗

日根据地之一的皖江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在成立供销合作

社、贸易商行的同时，设立货物检查处，建立经济监督管理机构，与

日、伪、顽、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封锁与反封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

争，为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解放前夕，无为境内一度有国民党县政府和四个县级民主政

权，皆设立了管理市场的机构。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设工商税务

局；以后机构调整，设工商科，加强对工商业的引导监督、管理市场

秩序。

1951年，成立无为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对集贸市场、小商小贩
4



进行管理，并组织物资交流大会，活跃城乡经济。
。 1955年3月，开展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将商业、手工业、私营作坊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至1958年底，

全县被改造的私营工商业占总数的97％。其间，工商行政管理机

构也频繁调整，先后由商业科、商业局商政股、供销合作社、手工业

管理科等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

1958年以后，政府大力扶持工业生产，对合营的工业企业进

行设备和技术改造，同时兴办一些现代工业；乡镇企业也进入起步

发展阶段。由于受极“左"思想的支配，打击投机倒把工作出现一了过

火行为，集市贸易受到冲击，有些集市被迫关闭。

1963年，全县经济明显好转，各地允许三类物资进入市场交

易，城乡集市一度繁荣，市场成交商品日益增多。县人民政府成立

了工商企业登记领导小组，对国营、集体、个体经济开展登记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受到冲击，

一度陷入瘫痪。不久，又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成立了“打办室"，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集市贸易作为“资本主义尾

巴"加以限制或取缔，市场一片萧条。

1976年12月，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原市场管理委员

会、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商业局商政股的基础上成立“无为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自1977年1月1日起正式启印办公。此后，对内

设机构和派出机构逐步调整和完善，各级机构的负责人也不断加

强和充实，全县工商行政管理事业进入了明媚的春天。
．

在数十年的历程中，无为县工商行政管理既有波澜曲折的过

去，又有蒸蒸日上的今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在监督和管理市场活

动，维持经济秩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市场管理方面：1979年以前，一直是以管理集贸市场和用“打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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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投机倒把的手段"管理经济秩序为主要任务。此后，在管好集贸

市场的同时，注重市场建设和市场体系的培育以及对生产资料和

生产要素市场的管理。1984年开始，县工商局从每年收取的市场

管理费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市场设施建设，结束了1951年政府

部门投资建设市场后，33年不进行市场建设的历史。1992年，全县

共有各类市场82个，市场建设历年累计总投资1400万元，其中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资1000万元。是年向国家提供税费935万元。

刘渡木材市场，更是锦上添花，第二次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

“全国文明集贸市场"。

企业登记管理：解放前，无为境内的工商企业皆为个体、私营

经济性质。建国后，1951年，首先对集体商业和合营企业登记发

证。1958年以后，由于主管部门负责归口管理，登记工作没有开

展。1963年12月，着手开展登记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

取消。1979年，重新试行登记；1980年，行之有效地全面开展登记

发证工作。此后，不仅对工商企业登记发照，建立“经济户口"，同时

还进行验照、年检等监督管理。至1992年，在县工商局累计登记发

照的工商企业就达5166户，注册资金总额2．99亿元。从行业上

看，涉及到国民经济十二大n类。自1983年开展年检工作、1990

年开展验照后，年平均年检、验照率都在95％以上，有效地促进了

工商企业的健康发展。
7

个体、私营经济经过坎坷的历程，1981年后，进入了发展的高

速时期。1992年底，全县个体工商户已有25000户，其中，外出经

营14659户，本地经营10341户；从业人员总计30581人，解决了

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一大难题。私营企业登记注册共21户。管理工

作也由被动的登记发证转为扶持发展、监督管理、登记发照、多管

齐下。

商标、广告管理踏着改革的步伐，赶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

6



1981年至1992年，全县累计注册商标66件，办理商标续展1件，

变更7件。商标使用管理也进入法制化轨道。广告经营单位从无

到有，发展到无为人民广播站、无为电视台2家。至1992年，共发

布广告587条，全县各主要集镇都建有户外民墙广告栏。县工商局

和各工商所还建立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制度，禁止张贴或播放虚

假不实广告。
。

一·

经济合同管理不断强化，特别是1982年，《经济合同法》实施

以后，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普及经济合同法律知识，监督检查

经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确认无效、查处违法合同，调解、仲裁合同

纠纷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截止1992年12月，共鉴证经济合同

2375份，合同金额17506万元；确认无效合同21件，金额102．6

万元；查处违法合同16起，金额134．3万元；调解、裁决、移送司法

机关受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151起，涉及金额513．49万元。在开

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中·被省、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命名为

“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达254户／次。一

经济监督检查，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解放后，经济

检查以查处工商业中抢购、套购、哄抬物价等非法行为为主。1953

年底，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后，以查处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

策为中心任务。1958年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过火行

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时常出现冤假错案。

1978年以后，转向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倒卖国家计划物资，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违章活动。1988年，经济检查队成立后，至

1992年底，累计查处大小案件84起，罚没金额9．65万元，移交司

法机关处理6人，销毁假冒伪劣商品总货款78．5万元；各工商所

自办案件累计197件，结案率100 0,4。 ：；

职工队伍不断壮大，人员素质日益提高。建国后，由于机构变

动频繁，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至1976年，都没有一支稳定

喟一



8

断

历

得

健

被

年

省

有

作

是

展

人

的



石油公司，下设无为县城、庐江城分公司，以批发为主。民国16年

至26年，在无城先后开办有亚细亚、光华石油公司，石油来自英

国、美国。
，

‘。

。

民国12年(1923)

腊月12日 无为县政府和商务公所共同出资在官巷与鞍子

巷交叉口建成两幢木柱小瓦结构的顶棚，即芝城大菜市。

民国15年(1926)

无城码头工人因上力工资与涂恒泰杂货店发生争执，码头工

人打伤店方人员。无城商务公所在店堂内立碑：码头工人今后不得

再与商家发生打闹，否则，商务公所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12月 无为县主要的社会金融调济机构——5家钱庄、2家

当铺宣告停业清算，致使商界失去屏障，银根吃紧，周转不灵。全县

商业备受打击，一度萧条。

民国17年(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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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公所改称为商会。

民国18年(1929)

秋 无为境内部分地区出现水灾，奸商囤积居奇，套购贩运，

致使粮价飞涨。中共无为县委在姚湾朱、小江坝、高家村、傅家斗

门、李家潭等地组织农协会员开展禁粮外运斗争。

民国19年(1930)

6月初 无为县城长和质当铺为得到保险费和鲸吞当物，自

焚当铺。中共无为县委组建“被烧当人联合会"，在观震潮举行集会

示威，到会者近千人。当局出面调停，迫使长和质当铺以1元赔8

角，分两次赔偿当户。
7’

是年永源杂货店将包包子的稻草放到店门之外，无城区公

所以检查卫生为由，将管事吴筱轩拘走，戴高帽游街。商会为此组

织罢市。
’

一，

辐

民国21年(1932)7

襄安镇商会召募股东，在本镇河南原麻石大桥头，开办“智明

电灯碾米公司"，安装一部30千瓦的发电机组，日夜发电，供镇上

商贾装潢门面及富户照明。民国27年4月20日，日军飞机首次轰

炸襄安镇而被迫停业。其设备不久被日军掳去。 ．．，

民国22年(1933)
_’

皖南盐务稽核处，在无为县城及襄安设立盐务秤放办事处，对

盐务实行管理，不准盐商囤积居奇。是年，县政府建设局并通过商

会和同业公会，给工商户颁发“行贴”和“营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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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4年(1935)

‘修建无为县城至二坝土面公路。几个私营大户集资从上海购

回8部美制客车，经营芜无路汽车客运。抗战爆发后停运。

民国27年(1938) 。

1月24日 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无为城，草市街华丰杂货店

铺，后新街沈××家被炸。 _

5月31日、6月2日 日军飞机连续扫射、轰炸无为城，草市、

鹅市两条大街被烧，“日盛隆"、“永兴隆"、“福成祥"、“鼎元"等9家

大商号被烧毁。许多群众死于非命。，

民国31年(1942)‘

皖中抗日根据地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唐

晓光、后奕斋担任。
’

5月 无为抗日民主政府共发放农工贷款7万元，在恍城办

了染织、缝纫等8家工艺社，并开设了卷烟厂。

民国32年(1943)

皖中地区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在根据地流通。

民国35年(1946) ．

10月 无为县城工人罢工，首先酱业工人发起，反对资本家

用货币支付工资(因物价飞涨，币值暴跌)。接着南货业、糕坊工人

响应，迫使资本家改用每月一石五斗三升米来支付工人工资，罢工

取得胜利。
’

1949年

年初各镇党委指派工商界人士接管了旧商会；是年10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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