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跫翻州叫—Ⅲ■



^

●h一⋯’

1，∥’’

、．—k



冀新登字00l号

’责任编辑：解京宁

书名题字：李建英

封面设计：杨理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委员会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25．5印张 588t-字 插页16页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教：I一32D0 定价：勰．00元

ISBN 7—202一01 444—0／Z．4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委员会
’!，一。， ．，

’

．|． t。?：

主任 张振东 ，

，， 。， -
‘

副主任 兰平信，梁文学 张喜田 魏增申 王呈璋 宋国友

刘 燕
^

顾 问 王士元 化树昆 韩如普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英华 王凤义 王长林

孔舜奇 冯保群 刘亚强

李尚山 李胜志 杨永俊

龚炳山 韩文灵

7主审

副主审

主 编

副主编

编辑

设计

丛槭蚺

王连生

刘考堂

张希军

李建英

刘铁侃 高 健 梁 勇 杨文涛

王呈璋

王玺如

杜文平

宫兴振

王润江

李平分

娄成计

杜文平 孔舜奇 宫兴振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荣维 王建生 刘福军 周欢存 张爱迪 ，z所．-L心-勇

黄友宪 曹立律 薛守在

杨 理
‘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分工
(以编辑内容为序)

孔舜奇

曹立律

杜文平

黄友宪

王建生

周欢存

马荣维

徐志勇

刘福军

薛守在

张爱迪

总 述

大事记

市场管理

企业登记管理

个体经济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

商标管理、广告管理

经济监督检查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机构与人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出版了，这是我市第一部记载工商行政

管理活动的专业志。它资料比较翔实，内容比较丰富，为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石家庄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了广泛

的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作为进行宏观调控和经济执法机关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建立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项经济活动中，在企业

登记管理、市场管理、个体与私营经济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

管理、查处违章违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集体

智慧的结晶。本志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之原则，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

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管理活动，不失为后人研究历史的史料。它的编纂出版，将

激励我们开创未来，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做出新的

业绩。

善嚣挈．T工-喜嚣鬻簇㈣石家庄市 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一”“”

1993 e-2月18日



凡 例

一、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市略县的原则记述，力求突出石家

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特点，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

二、本志上限追溯至查阅到的资料为起点，下限截止到1990年末，个别突

出事项，下限适当后延。

三、本志采用记叙体，‘一般不作评论，只记事实。文字力求简明、通俗。．

四、记述地域范围，按现辖区域记述。

五、本志结构，采用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排，以志为主。

《总述》、《大事记》在前，《附录》在后，志置中间。以工商行政管理业务横排

门类，纵写始末，分篇、章、节、目排列。图、表穿插使用，照片放在全志之
—、￡．

自。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并在括号内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机构名称的称谓，在《机构与人员》篇用全称，在其他篇首次出现时

一般用全称，再现时用简称。

八、本志统计数字所含范围，凡冠以“城区”者，指市内四区；冠以“市

区’’者，指市辖六区；冠以“全市’’者，指市辖六区、四县。

九、本志解放前、后的记述是指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石门)市解放。

之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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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石家庄市位于华北平原中部，河北省中南部。太行山障其西与平山、平定、昔阳相望；

滹沱河流其北与新乐、灵寿相联；东毗藁城、赵县；南连元氏、赞皇。京广铁路穿越为南

北中枢，石太铁路向西为山西之门户，石德铁路向东以联海岸，素有“南北通衢”、。燕晋

咽喉”、。京畿屏障”之称。地势由西向东倾斜，西部山脉纵横，峰峦起伏，蕴藏丰富矿产，。‘

东部平原坦荡，肥土沃壤，盛产五谷果棉。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9℃．公

路四通八达，通讯辐射内外。1939年正式建立市制，1968年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石遂成为

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之中心。新兴工业城市——石家庄，宛如一颗璀璨瑰丽的明

珠，镶嵌在华北大地。 。

市辖桥西、新华、桥东、长安、郊，矿六区，获鹿、正定、栾城、井陉四县，总面积

3255平方公里，市区为307平方公里，总人口283．5万，市区131．9万人，有汉、回、满、

壮、藏、朝鲜等30多个民族。 · t’

石家庄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有着灿烂的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西有风景名胜苍岩山、

天桂山、抱犊寨；东有。天下第一桥”之称的赵州安济桥I北有全国十大寺庙之一的隋代 ，

隆兴寺；南有历史文化名山封龙山，毗卢寺、娘子关、龙泉寺、白求恩墓⋯⋯，名胜星罗

棋布，革命圣地——西柏坡距市区90公里。良好的环境和便利的交通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

展和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
、。

石家庄市是20世纪初堀起的新兴城市，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早在6000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居住。其现辖政区可追溯到商代的方国和邑，自春秋时代的石

邑，战国时期的东垣等古城，到当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历尽沧桑。随着历代政局的变化和

经济的兴衰，工商行政管理源远流长，管理内容和方式各有差异。

石家庄地域产品交换的萌芽，至晚在4000年前的先商时期出现。商族。以贝为币，贸

于有易”；商周时期青铜工具、丝织品、牲畜、陶器、’漆及奴隶进入商品交换领域；战国时

期，赵国在石邑(今获鹿县南故邑)市场上征收市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在东垣

县(今郊区东古城村)建立铸币、纺织、制陶作坊，由政府专门机构管理；汉武帝实行盐

铁专卖，禁私铸铁器，设大司农中丞管理盐铁，在常山郡都乡县(今井陉县西部)设铁官；

魏延兴三年(公元473年)规定绢布幅宽长度，违者罪之有究，有司不检察与同罪；西晋

代魏之后，设市长管理市场交易。常山郡(治所在今郊区东古城村)是桑蚕业、纺织业发 ．

达地区，。常山细缣”为极有声誉的纺织品；唐代立市井，通商贩，市场活跃，启闭定时，

商旅贸易纳税，织造实行自由产销，恒州(现石家庄地域)纺织业愈加鼎盛，成为全国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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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心之一。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成德军大都督府(治所在今正定)奉诏置市

令一人，掌管市场贸易．对茶、烟、酒类实行官营专卖；宋代集市贸易发达，商业、服务

业规模扩大，真定(今正定)丝缣、绫罗大量贸易于外地。政府设“真定石炭务”管理山

区煤炭的开采和经营。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太宗令镇州(治所在今正定)置榷

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食盐、茶叶实行官营；金朝在真定设置绫锦院，掌管丝

造常课匹缎之事；元朝时期真定是陆上交通要冲，十分繁华，井肆伙繁。在真定、井陉威

州经常有。市”，盐、酒、茶、醋实行官营，禁止民间私卖；明代集市贸易发达，获鹿八大

集各具规模，真定城内集日十日一轮，周而复始。在南关火神庙前设马市，每日不断。集

日贸易为当时商品交换主要形式。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在真定设立抽分局，管

理民间伐木和木材贸易税赋；清代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各县都有数个大的集镇，平均每

10村便有1集、集区范围约六七里地，轮流作为集市贸易场所。人烟辐辏，百物杂陈。栾

城县南门内设有山西会馆，晋豫商贾云集。清政府利用牙行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活

动。牙行的牙侩为官府特许商人，由官府发给牙帖。各地“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

不许州、。县滥发。清光绪二十九年I(公元1903年)政府设农工商部，由商务司专管商政，

掌工商企业登记之职。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11月)平汉、正太铁路于石家庄交

汇通车，对石家庄的发展起了历史性的决定作用，城市人口渐增，商贾聚集，市面日趋活

跃。 一。 。

‘

，。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军伐争战，经济危机，工商业发展艰难。到1933年，市区有商

号2000余户，计分40余行，多工商不分，前店后厂。较大企业有振华火柴厂、正丰煤矿

公司(为当时全国七大矿之一)、大兴纺织公司(现国营石家庄第七棉纺厂)、正太铁路总

机器厂(现石家庄车辆工厂)、井陉矿炼焦厂(原石家庄桥西焦化厂)等。政府对工商企业

的管理，主要通过企业年报和市、县商会的配合进行监督管理。’ _ ‘’

．，。七七”事变，日军侵华。1937年10月10日石门市被El军侵占，经济上实行掠夺政策。

城市经济畸形发展，商业、娱乐业、运输业膨胀，工业生产衰落。到1941年9月末，市区

有各行业公会49个，工商企业1700余户，另有日人、朝鲜人开办的商号800余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的第三军占据石门，在通货膨胀、白色恐怖之下，人

口流徙，工商业趋于萧条． “

，? ”

1947年11月12日，石门市——人民解放战争中解放的第一个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建

立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1948年元旦起改名为石家庄市)，市工商管理局做为市政府八个

办事机构之一同时建立。在中共石门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行使对工业、商业业务和

行政的全面管理职能，组织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

民经济：1948年末，全市私营工业、手工业由1947年解放时的604户增加到1488户，私

营商业由2067户增加到2195户。

新中国成立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

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经济建设总方针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

制、改造”的政策，扶植私营工商业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组建国营专业公司，运

用国营经济力量和行政管理手段，平抑市场物价，打击奸商的投机违法活动。实行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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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政策，组织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进一步推动

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市工商局运用

企业登记管理职能控制私营企业的开、停、转、歇业，组织安排其为国营经销代销商品，接

受国营企业的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于

1956年把全市私营工业、商业、饮食、服务业4380户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对

资产阶级的和平“赎卖”，变革了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完善并加强市场管理，保证国家对粮、

棉、油等重要物资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实行。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农村集市数

量减少i规模缩小，城市集贸市场几经关闭、开放。。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至1972

年，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相继撒并，管理工作削弱，工作中由于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 。．

争为纲”，执行政策“宁左勿右”，各项管理过严过死，背离客观经济规律，对生产和流通

产生了不良影响。 i。’ ，

’。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理“左”的影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工作

重点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坚持对内深化改革、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

·政策，各项工作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出发，树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并存和管理社会主义大市场的

观念，大胆探索，秉公执法，不断改革管理体制和方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和

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工商行政管理任务更加繁重，职能逐步强化，队伍日益壮大。1990

年末，市局机关已由1948年的22人发展到181人。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发展到1095人。

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不断增强，各项管理工作全面展开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f’ ，二，4
r：

一f ’p 一
。”一

-‘‘

加强集贸市场建设，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城乡市场繁荣。1990年全市有各类市场

，111个，初步形成布局基本合理，大中小型结合，专业市场与综合市场结合，方便群众购销

．的市场网络，全年集市贸易的成交额达13．63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7．78％。1980

年以来，投入市场建设的资金达4462．08万元，改善了经营环境。1983年建成的广安市场，

开河北建设大型集贸市场之先河，受到省内外注目，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万里、姚

依林、李瑞环等先后到该市场视察。，1986年开始结合旧城区改造，将城市集贸市场正式纳

入全市城市建设规划。1987年建成开业的新华集贸中心和1989年建成开业的南三条小商

品批发市场f已跨入全国十大集贸市场行列。集贸市场的兴起，方便和丰富了市民生活，带

动了一批乡镇企业，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_

￥．运用企业登记管理职能，培育发展工商企业。放宽政策，改革办事制度，增强扶持、服

务、协调意识，支持发展各种经济成份的工商企业；推进各类经济联合体的发展；支持企’

业“一业为主、综合经营”，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企业联络员制度，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深入企业现场办公，宣传有关政策法规，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制定措施，加强

管理，努力做到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全方位开放，放而有度，活而有序。从而为全市经

济腾飞作出了贡献。解放43年来，全市登记注册的工业企业1990年发展到5380个，从业

职工47．16万人。使石家庄市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兴工业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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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为全省科技中心，科技实力雄厚。1990年末全市有部、省、市属科研和科技

开发服务机构458个，科技人员近3万人。电子工业部十三所，五十四所，北方设计研究

院在电子技术、卫星通讯、电磁屏蔽技术等方面享有盛名。

纺织工业在建国后得到迅速发展。1990年全市有棉纺、印染、针织、毛纺等大、中、小

型企业119个，职工9万余人，纱锭74．67万枚，布机2．09万台，纱锭和布机占全省总数

40％以上．1990年棉纱产量达8．6万吨，棉布产量突破5亿米，印染布达2．3亿米，分别

占全省产量的36．4％、48．6％和43．6％I产品品种近千个，花色上万种，有130种产品被

评为省以上优质产品，荣获国家金质奖1枚，银质奖9枚，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 在香港、东南亚、日本和东欧享有盛誉。为全国重要纺织基地之一．

医药工业阔步前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有_东亚第一药厂一之称的华北制药

厂，其青霉素钠盐、链零素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0％以上，产品荣获国家金质奖3枚，银质

奖3枚，省级以上优质产品22个。市第一制药厂等一批重点制药企业，可生产20多种原

料药和200多种成品药，产品远销美、英、日，法等21个国家和地区。石家庄成为全国抗

生素和化学原料药重要生产基地。

轻工业发展迅速．1990年，全市轻工业已发展到575个，从业人员20万人，建起在全

省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卷烟、服装、搪瓷、手表、酿酒、造纸、五金、日用化工、塑料皮

革、家俱制造等轻工行业，成为全国轻工业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的城市之一。新品种逾千种

以上，繁荣了城乡市场，美化了人民生活。石家庄汽水厂生产的“维力”饮料被国内外人

士称为。魔水一，长征胶鞋厂生产的。金杯”牌足球鞋誉满中外。
‘

机械工业崛起。全国解放后，先后兴建了水泵厂，机床厂、煤矿机械厂、飞机制造厂、

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厂和拖拉机配件厂等企业。1990年全市机械企业已发展到146个，职

工总数达7．1万人。拥有全国最大的杂质泵生产厂和内燃机配件总厂，能制造轻型飞机、汽

车，内燃机车、拖拉机等千余种产品。7种产品获国家银质奖，省以上名优产品36种。轻

型飞机、万能剪床、风冷柴油机等数十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分马力电机被港澳用户誉为

“单相王”，出口量居全国第二位。万能剪床出口美国、加拿大等18个国家和地区。水泵厂

生产的高扬程灰渣泵，填补了国内空白。

电子工业悄然兴起，发展迅速。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先后兴建了石家庄市无线电试验总

厂、电视机厂、显象管厂等32个电子专业厂，被电子工业部定为电子工业中心城市之一。

环宇18Inch彩色电视机荣获国家银质奖、141nch彩色电视机销往英国市场，创我国彩色电

视机出口之先例。

化学工业向多门类发展。解放初期有9家小化工厂，到1990年已建成石家庄炼油厂、

化肥厂等大中小型企业119家，包括化工原料、有机化工、石油化工、化肥、农药等八大

7门类。1990年末工业总产值9．7亿元，相当解放初期的3020倍。
‘

冶金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建设了石家庄钢铁厂等9个工业企业，钢年产量达20万吨，

比1978年增长1倍。扩建了的石家庄焦化厂生产的30多种产品，畅销全国，部分出口。

商业、饮食、服务业稳步发展。1990年末，。三业”网点达2．76万户，千人拥有网点

10．4个，从业人员达6．6万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7亿元，其中市区29亿元。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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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递增20．6％．商业带分布在中山路、解放路、长安路，商

业企业栉次鳞比．
‘

个体经济在1978年之后恢复了生机，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个体经营者采取积极引导、

鼓励、扶持政策，不断改善经营环境，维护正当经营权益，个体经济日益发展，从业人员

日益增加，它对拾遣补缺、安排就业、解决劳动力的出路，方便人民生活，繁荣经济发挥

了有益的补充作用．1990年末全市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31952户，从业人员达52430人，成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经济合同管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后，逐步得到加强。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在健全经济合同管理机构基础上，举办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班，宣传贯彻经济合同法

规，加强对经济合同纠纷的调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通过组织开展争创。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一活动，促进企业提高执行经济合同的自觉性。1990年，全市共有。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554户I签证合同15．2万份，金额达60亿元，处理经济合同纠纷321起，争议金

额达729．3万元。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标作为知识产权日益被人们重视，商标注册申请逐年增加。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1年注册商标数量为解放后31年的2．6倍。截止1990年末，全市有

效注册商标达1430件。严格执行商标使用、变更、转让、续展等项规定，坚持打击假冒注

册商标违法活动，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市工商局先后核准134家企业为商标定点印制单

位，使商标印制、使用逐步规范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广告事业兴旺发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从1982年统一管理全市

广告，逐步完善了对广告经营单位、广告客户、广告媒介管理的各项制度。查处虚假广告、

无证经营广告、超范围经营广告业务等违章违法案件，使广告管理走向规范化。1990年末

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广告经营单位97家，从业人员707人，年广告经营额2125万

元，约占全省广告经营总额的40％，较好地发挥了传递经济信息，引导消费，活跃经济，扩

大流通，促进生产的作用。

贯彻“两手抓”的方针，在一手抓搞活经济的同时，一手抓打击投机违法活动．工作

中注意划清政策界限，贯彻。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强化经济检查队

伍，加强流通领域的监督检查，对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及制造、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等投机违法活动进行了认真查处。1979年以来，全市共查处各种投机违法案件

36157起，其中投机倒把案件8000起。为全市创造了良好经济环境，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历经43年的探索开拓，为发展全市经济发挥了经济卫士

的作用，取得了丰硕成果。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87年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全国‘‘先

进集体”，1988年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1990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一

五一普法。先进集体”．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进、廉洁、务实一，为发展石家庄市的

经济再做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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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时期

战国后期赵国攻中山，曾在石邑(今获鹿南故邑)铸造“妒邑”币。

秦在东垣县(今石市郊区东古城村)建立丝织等作坊，设立专门掌管技术的“工师”和

政府的专门管理机构。 ．

～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推行盐铁专卖制，禁止私铸铁器，设大司农中丞管

理盐铁。陆续在全国设49处铁官管理各地冶铁作坊，常山郡都乡县(今井陉县西部)设铁

官，管理周围的冶金作坊。 -一
。

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太宗令镇州(今正定及栾城地域≥置榷务、辇香药、犀

象、茶，与辽交易，食盐茶叶实行官营。 · ： 、

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九月，废真定府石炭务，任民开采井陉煤炭。 ．．

金太宗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金太宗采取鼓励农桑措施r轻徭赋、劝稼穑，在真定

府设绫锦院，掌管织造常课匹缎。 ： ‘1
·．

“

一

元太宗初年(公元1229年)朝廷设都总管府管理织染杂造人匠，在真定县设织染杂造

局，绫锦局和中央管领诸路打捕鹰房纳锦等户总管府(至元太宗十二年移至大都[今北

京])，同时设管领真定等处打捕鹰房纳锦等户提领所。 j r，

元太宗三年(公元1231年)元朝在真定置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管理市场和税赋。

元至元十三年至十八年(公元1276至1281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真定，

称“哈寒府(即真定府)是一贵城，居民⋯⋯使用纸币；恃工商为生；饶有丝，以织金锦

丝罗，其额甚巨”。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真定设抽分局，管理民间伐木和征收木材交易赋税。

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正定作为省府地位结束。，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井陉县南正村张凤起以横西村18亩地为矿区，经直隶

总督批准，于当年5月以土法开采，定名为“井陉煤炭公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

德商汉纳根订立共同办矿草约，翌年，草约获批准后，遂成立华洋合办的“井陉矿务公

司”。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平汉铁路建成通车，设站于石家庄(称枕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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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与平汉铁路交汇石家庄。

清宣统元年(1909年)，石家庄商务会成立。

清宣统二年(1910年)获鹿县商会成立。‘；

清宣统年间(1909--1911年)正定县建商会。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段祺勋等开办正丰煤矿于井陉县。

民国五年(1916年)井陉矿务局炼焦厂在石家庄建成。

民国十一年(1922年)10月5日，大兴纱厂(今国营第七棉纺厂)在石家庄建成投产。

民国十六年(1927年)井陉县组建商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0日，侵华日军占据石门。同年11月15日重新组织

石门商会。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石门正式建市。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石门市警察所制定《广告物取缔规则》。

民国三十年(1941年)石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刘序臣为经理，资本50万元，经

办粮食交易事项。

民国三十四年农历正月二十四(1945年3月8日)上午9时许，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日

军盘踞的石门市，炸毁休门集市，死伤三、四百人。炸毁民房100余间。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

11月12日 石门市解放。

11月14日 “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工商管理局”成立。

11月18日 市政府发出布告，公布安定货币金融四项办法．边币为唯一合法本位币．

11月19日 市政府发出布告，公布保护与发展工商业政策。

同日 市政府发出公告，市贸易公司在休门、朝阳路(中山路)两处分设供销处，即

日起供售粮食，工人、贫民凭证明享受粮价九折优待。

11月21日 《新石门日报》报道，市工商管理局长鹿毅夫等已随同柯庆施市长到职视

事。

11月24 El 市政府发出布告，规定自即日起，不论任何地区之军政机关、团体及公营

商店等，不准在本市采购物资，如有特殊必要，须经市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之许可，否则

以非法交易、私运物资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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