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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克石市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志》经过三年的编纂，在新世纪到

来之际得以出版，向共和国五十华诞献上一份厚礼，真是件令人高兴

的事。
1|

位于呼伦贝尔盟中部的牙克石市直到清朝末年还是人烟稀少，

经济萧条。1901年，中东铁路西线通车，境内人口渐增，工商业相继兴

起，有了商办物价及交易行规。后经民国、伪满洲国、东北光复，这里

的经济几经演变，但始终是迟缓落后，工商界虽有买卖公平、童叟无

欺的口号，然而政权腐朽，商战频仍，普通百姓常受官、商盘剥之苦。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牙克石市的工商业及其

行政管理事业随着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建设勃然而兴。四十多年来，

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走向改革开放，逐

步按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进行管理。大力培育各类市场，发展新的经

济增长点，支持国有经济搞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积极探

索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新思路、新方法，不断拓展监管领域，走出

一条依法管理、以法治局的路子，使物价管理、市场管理、企业管理、

．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商标、广告、经济合同管理及经济检查工作都有

了长足发展，执法队伍日臻成熟，管理力度也得到加强。物价工商行

政管理职能地位和作用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日显重要。

牙克石市的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伴随着社会政治风云的变

化而变化，伴随着社会经济改革而改革，虽经磨难和曲折，但一直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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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能够编纂一部反映牙克石市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发展的志书；‘是全

市物价工商行政管理者和所有关心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人们所

期望的。
’

这部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以较翔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和朴实的语言，记述了牙克石市物价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产生和发展；记述了物价工商行政管理战线上干

部职工所创造的光辉业绩；歌颂了他们在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



凡 例

．

’
·

”
‘

一、《牙克石市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

．求全面反映牙克石市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本着详今略

一古和详略得当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物价工商行

政管理的状况，对全国全区的普遍性事务从简，体现牙克石市特点的

事务从详。
～

二、本志上溯1901年，中东铁路西线通车，木材采运业兴起始，

下限至1995年底止：其中，局级领导延至1996年12月末。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全志共设4篇、22章、55节。概

述、大事记、编末置于卷首、卷末。未入志书正文的资料，如政策性规

定、规章制度等附于有关章节之后。
，

四、本志按志体，横排门类，纵写始末，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以时
n

。 。为序。’

五、表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文体用现代语体文。

六、本志对各时期政权、政府机构及企业、街道采用时名，必要时

在括号内注现名。为记述方便，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

“牙克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市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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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不定数采用汉字书写，四位

及四位以上数字采用三位分节法一i “-
．

‘八、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元年(1 912年)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

纪年，中华民国元年后，采用公元纪年。1983年10月，“旗’’改“市’’，之
^

，

前称“喜桂图旗”或“旗"，之后称“牙克石市”或“市’’。 、
，

一

’
’

’九、人物志，为已故副所长以上或市(旗)级先进工作者代表人物
～

立传，为自治区(省)工商、物价局及以上部门表彰的先进人物，．代表

性做简介，为市(旗)级以上先进人物i先进集体、文明单位列名表，为

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列名表，为副所长以上离、退休人员列名表： ‘’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部门、统计部门、本单位档案材料

和《牙克石市志》及有关志书与少量经核实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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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牙克石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中部，东与阿荣旗、鄂伦

春自治旗交界，西接闻名遐迩的呼伦贝尔草原，南与扎兰屯市毗邻；

北接根河市。地理座标东经120。287～122。297，北纬47。397～50。527。

市域沿大兴安岭主脉分开，南北长352公里，东西宽147公里，总面

积27 590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18 544平方公里，素有“林海’’之

称。牙林、博林铁路通向南北，滨洲铁路、通海公路双贯东西。全市有

15个镇。市内主要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分属地方、林业．、铁路三大

系统，经营着林业、农牧业、交通运输业、矿产业、食品、电业、建材、轻

化工等二十多种产业。全市25个民族42万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开发

建设着祖国边疆这块绿色宝地。

市委、市政府设在牙克石，市区有6个街道办事处。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业管理局、牙克石国营农场管理局、莫拐国营农场管理局驻在

市区。牙克石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是进入林区的大门，

向被喻为“林海明珠"。牙克石市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局就蕴含在这颗

明珠之中。
’

牙克石市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始建于1950年，称喜桂图旗工商

科；物价管理机构始建于1 959年，称喜桂图旗物价委员会(简称物

委)；1 963年，旗工商科与物价委员会合并，称喜桂图旗工商科(1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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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称工商局)，办理物价事宜仍用物委名称、公章；1983年，建喜桂

图旗物价局，取消物委；1994年，撤消工商、物价两局，组建牙克石市

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局。45年来，星移斗转，物价、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几

经立、分、撤、并，最初只有4名工作人员，现今已有231人。局机关建

在牙克石兴安西街，内设9个职能科室，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市消费

者协会挂靠在市物价工商局‘根据经济区域，在全市三条铁路、88个

站段、15个镇内设立15个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分局，6个专业管理所。

牙克石市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局业务上受呼伦贝尔盟物价工商局

指导，行政上受牙克石市委、市政府领导。是牙克石市主管物价、工商

的职能部门，也是代表国家行使物价、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管理物价

工商行政事务的行政执法机关，肩负着“七管二打三保护痧的职责，依

据国家法律、法规监督管理和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促进公平交易，促进经济发展。

；+ 物价工商行政管理，作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活动的产生而产

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加强。位于大兴安岭中段的牙克石

市，直至清朝末年还是林海茫茫，人烟稀少，没有工业企业，偶尔有少

数外来老客(私商)向牧民、猎民贩卖生活用品或以物易物，交易规范

主要靠约定俗成的民规民约。 o ，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与沙俄合办的中东铁路西线

通车以后，沿途人口渐增，私营商号渐多。清光绪二十九年(1 903年)

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运营，外国资本家加速对牙克石境内森林资源的

掠夺，他们和中国商人从关内招雇大批贫民到林区采运木材，兴办木

材公司，从此以木材采运业为主，私营皮革加工业、服装加工业、食品

加工业、铁器加工业、商业饮食服务业随之兴起。1 926年，牙克石境内

铁路沿线已有商铺24个。 ， ；：， o· ，

。 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一面更加疯狂地掠夺大兴安岭森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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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一面推行殖民主义经济政策，将境内中国私营工商业进行“组

合"，控制货源，打击、限制民族工商业发展。1 945 1 948年，祖国光复

后，人民政权在逐步建立和巩固，百业待兴，物价、工商管理工作尚没

有具体规范，经济运行、物价涨落处于无序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1949年，牙克石街政府贯彻中共中央《迅速

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是巩固人民政权的当务之急》的紧

急指示，有计划地发展和管理工商业。1950年，喜桂图旗工商科成立，

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营商贩生产经营活动作为主要监管对象，把

贯彻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作为主要任务。

开展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倒把工作。1953年，国家制定并执行发

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流通、物价

都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运作。旗工商科通过履行市场执法和登记管理

职能，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资本主义势力和自

发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

础。到1956年底，全旗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1 72户，手工业90户。

期间，在物价管理方面，旗政府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旗范围内统一财政收支，控制

货币投放；统一物资调度，集中优势物资稳定市场物价；统一现金管

理，使资金有计划流入市场；并先后对木材、牲畜、粮食、油料、棉布等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生猪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政策，市场价格

趋向稳定。： ．

‘

1956一---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定之后全面建设的

十年。旗工商科主要狠抓集市贸易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对个体

工商户实行逐渐压缩、减少，逐步代替的政策，使他们完全控制在国

营集体经济领导之下。50年代，国家规定林区不开放集贸市场，所需

生活用品完全计划供应，居民、社员种养蔬菜、家畜(禽)自用有余产

品通过私下交易，形成自发集贸市场，群众称“自由市场一’。1958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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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建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视集市贸易活动为资本主义倾向

予以取缔，交易活动由明转暗，形成“黑市’’，供求矛盾更为突出。1 959

年之后，为方便群众生活，解决计划供应不足，在牙克石镇建立牲畜

交易和集市贸易市场，陆续开放乌尔其汉、图里河、免渡河、博克图、

绰尔、原林：库都尔、伊图里河、西尼气集贸市场，并制定市场管理规

定。集市贸易始成为公开、合法、有章可循的经济活动。为保证国家计

划完成，在博克图设立木材和牲畜检查站。旗物价管理机构成立后，

对物价实行“统_领导，分级管理"，采取措施稳定占职工开支10％～

70％的粮油、棉布、食盐、肉、煤炭、房租和水电费等18类商品价格和

服务收费标准，对主要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1961年起，陆

’续对糖果、糕点、酒类、针棉织品、部分卷烟在平价定量供应以外，高

价敞开销售，牙克石地区出现高价餐馆、商店，1965年恢复平价。

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喜桂图旗物价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被

撤消。个体工商业户全部停业，集贸市场再次被取缔，出现黑市交易。

自发涨价、变相涨价现象时有发生，为稳定物价，喜桂图旗执行国务

院命令，冻结国营商业零售牌价。 ，

．

1974年，恢复旗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之后，在牙克石、免渡河、博克

图设立物资检查站和市场管理委员会。在严厉打击黑市交易同时，开

放早集及星期天全日集。对集市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做法，规

定交易时间、品种和参加交易对象，打击投机倒把工作被扩大化，有

的案件混淆了正常经营与非法经营的界限，其中不乏错案。7

。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喜桂图旗物价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从指

导思想到管理范围和领域、管理方式和目的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

变革。1980年起，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纠正集贸

市场管理过死、过严的做法，开放全旗各地集贸市场和牲畜交易市

场，撤消物资检查站，对以前处理的错案进行甄别。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保护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把个体、私

。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牙克石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培育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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