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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总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求实存真，主著述，辅纂辑，着重记述鸡西市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编修成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文献。

记述方法：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反映历史特点，体现时代
精神，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注重事实，述而不论。概述，综叙概
貌，总摄全志；大事记，记载鸡西工商管理的大事要事；专志，新旧中
国工商管理，横排门类，纵述史实；附录，辑存有实用价值的工商法
规；根据需要，各篇章首冠以短文、小序。

结构：设篇t章、节、目，以类系事，以事系人，事以类从。全志分
为开篇综述、主体管理、附录文献三大部分，图、表、照穿插其间，图
文并举。

记年：一律依公元纪年，旧中国各时期年代用括号标记。
计量单位：本志所记货币和度量衡单位，均依当时通用货币和

度量衡单位，未加换算。
时限：上限1906年，下限1992年，大事记延伸至1993年7月。
其它：资料均经考证入志，文内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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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新版本正式出版了。这是鸡西

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值此全国上下贯彻中

共十四大精神，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

重要历史时期，直接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新编

工商志同世，其意义深远。中共十一届i中全会以来，鸡西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市委、市政府和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的领导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坚

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

针政策，不断地把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到服务于社幺主义市场经济上来；从侧

重于监督管理集贸市场转到监督管理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上

来；从局限于国内传统的监督管j里方式转到更多地借鉴国际

通用的管理方式上来；从侧重F具体业务管理转到运用法律

的、行政的手段进行宏观艘督管理上来。为发展多种经济．f再

跃市场，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编工商志除了继承原版工商志的长

处外，尤以较大的篇幅反映改革开放时期鸡西市工商行政管

理的工作情况，如实记载了全市工商行政管理战线广大干部

职工，投身改革，服务于经济建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新版工商志记载了鸡西I 906年⋯1 992年86年的工商

管理史，反映了，清朝、中华民国、伪满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四个历史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

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

关系的演变。其中，在沦陷时期“统制经济政策”之下，鸡西

经济形态由萌芽资本主义经济向殖民地经济演变的过程．是

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一个缩影。直接、

系统地反映这一史实，在我国方志界还是首次，对新编地方志

是一大贡献。本书以翔实可靠的资料。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工商

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作用，通过旧中国三个

历史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反映了旧中国的

政治制度是桎梏鸡西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而进一步认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建国以后工商行政管理政策的

调整和不断完善，及其对杜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制

约、促进作用，加深领悟实行改革开放，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工商行政管

理具有参考价值。这本志书的出版，将为各级领导、各个部门

的科学决策提供一些历史依据；为专家、学者研究工商行政管

理提供一份资料；为省内外工商界人士了解鸡西市工商行政

管理和鸡西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供大量信息；对于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研究历史和现状，吸取经验教训，深化自身改革，

更好地发挥经济监督管理的职能作用，也具有指导意义。希望

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阅读，细心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充分发挥其“存史、教化、资政”的作用。

《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鸡西市

志办公室、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史志办公室的支持和帮

助，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外

经济文化研究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得到了省内外史学界专

家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黑龙江省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杨 德 录

199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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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述

鸡西市是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为地级省辖市。辖鸡冠、恒山、滴道、城子

河、梨树、麻山6区和密山市、鸡东县。总面积13159．7平方公里，总人口1473453人。

鸡西市是以煤炭工业为主体的资源型工业城市，是我国煤炭、石墨、硅线石的重要生

产基地之一，形成了以煤炭工业为主，电力、冶金、机械、建材、轻纺、化工、食品等门类比较

齐全的工业体系。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替代产业、后续产业和新兴工业互为补充，工业基

础雄厚。鸡西市的东南部，与俄罗斯接壤，有开展边境贸易的优越条件。富庶的矿产资源，

雄厚的工业基础，优越的地理条件，为鸡西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1991年煤炭产量

2856万吨，发电量114641千瓦小时，工业总产值30．3亿元，其中，地方工业产值17．3亿

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3．7倍和3．1倍。商业对外贸易发展也较快，1991年社会商品零

售额14．9亿，比1979年增长5．1倍。在实施“南联北开”发展战略中，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和经贸合作，同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香港、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

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关系，1991年与外商签订经济合同金额590万瑞士法郎，过货额

1600万瑞士法郎。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全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既是经济监督

管理部门，又是行政执法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属于上

层建筑范畴，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服务。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都重视工

商行政管理的作用。由于各个朝代的社会性质和各时期的方针、政策不同，商品经济发展

程度不同，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 ⋯ ’i一

清朝末年，鸡西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兴起时，值清朝政府苦于国力不振。外侮日深，急于

发展商品经济，工商行政管理由“贱商政策”，改为“恤商政策”，由“设官兼顾”改为设立专

门机构和官史职掌，制定法律法规鼓励和保护发展商品经济，促进了鸡西地区矿产业的开

发。中华民国初期，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振兴实业”的方针，使鸡西有了第一批经政府批准

注册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和共同修建铁路两项经济合同的签

订，不仅加快了煤炭工业的发展，而且对鸡西及其东部地区人口的流入，土地的开发，经济

的发展，均起到了推动作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以后，伪满洲国

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工商企业登记被纳入《重要产5统制法》，大型工矿企业只准日本人

经营，集市贸易场所只准官办，不准民营。合同商约成为一纸空文，民族资本工矿企业全部

被吞并。鸡宁街、梨树镇、平阳镇等主要城镇有工商企业800余户，真正为国计民生需要者

廖廖无几，多数是日本掠夺性企业及为其服务的娼旅业。较大的工商业多为日本人直接经

营，总户数虽不足十分之一，资本却占98％以上。民族工商业中，官僚资本居垄断地位。鸡

西经济完全沦为殖民地经济，在10年的殖民地统治中，日本从鸡西掠夺煤炭1500余万t

吨，搜刮民财达数千万元。工商行政管理成了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掠夺，摧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工具，阻碍和破坏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于促进商品生产，扩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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