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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珠海立县以后，或并或分，史料不全，断断续续。珠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编志小组的同志们多方搜集，备极艰辛。他们经

过近两年的努力，在很多单位、很多人士的支持下，终于使本

志书在纪念珠海建县三十六周年、建市十周年的日子里出版

了。这是很值得欣喜的事。

毋庸讳言，本志书还有疵漏之处，但它毕竟是珠海有史以

来首次编纂的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志。它真实、全面、系统地记

载了珠海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反映了改革开放

以后，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的新面貌、新做法。我相信，本志书

的出版，不仅有利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而且对其他行业的人

员，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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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编写工商行政管理志，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加

强工商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起到“存史、资

治、教化"的作用，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今有所鉴，昭彰千

秋，造福子别、。

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编地方

志工作暂行规定》和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珠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8月29日成立编纂领导小组，同年9

月7日设立编纂小组，并开始编纂工作。经过一年十个月的广

征博采和精心撰写，使《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得以脱稿。

全体编纂人员在修志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南，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求实存真，回

首过去，展望将来’’的原则。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协作精神，运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珠海工商行

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巨大变化和显著成就以及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所起的特殊

作用。充分体现时代特征、显示地方特色、突出专业特点，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编纂工作，是在珠海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和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纂领

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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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政管理局、档案馆、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馆及珠

海市档案馆、组织部、统计局、商业局、供销社、工商联等单位

的多方支持；尤其得到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各业务部门和

一些离退休“老工商"的大力协助，为编写工作提供了大量的

书面和1：3碑资料，并为志书初稿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珠海

市副市长曾德锋为本志书撰写了《序》。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

谢。

编 者

一九八九年七月七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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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断限

本志书记事上起1953年，下迄1988年。有些内容适当上

溯。

二、内容

本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载了珠海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

现状。依照“纵不断线、横不漏项"、“详近略远”等原则，力求按

志义志体的要求进行编纂。全书在《序》、《前言》、《凡例》、《概

述》、《大事记》之后，分9章共30节15万多字。主体之后为

《编后记》。
。

三、地域记载

建县前j按建县后所辖的地域记述。1958年11月至1961

年4月儿日珠海县与中山县合并期间，按中山县珠海工委所

辖地域记述。1983年5月5日斗门县划归珠海市管辖后，加

述斗门县此后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人员、业务等内容。

四、体裁

本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

五、结构

本志书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特点，按照横排纵写、纵

横结合、以横为主、时类并举的原则，分章、节、目、分目四个层

次编排。横分门类以囊括史实，纵向记述以统合远近。

六、历史纪年



新中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并用括号注明公

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均以公元纪年。

七、地名

本志书中，凡历史沿革中所涉及的地名，一律按当时的地

名，古今地名不同的，用括号加注今地名。

八、称谓

本志书所用各朝代、各时期的机构、官职名称，一律依当

时历史习惯称谓，不加任何政治性定语。志书章、节中多次使

用的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下出现时，一律使用

简称。对人物一律直书姓名，根据需要说明职务，不加“同志”、

“先生"之类的称呼。

九、度量衡单位使用

新中国成立前，一律使用当时通用的度量衡单位，不加折

算。新中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国家各个时期规定的法定计量单

位。度量衡单位均用汉字书写。

十、货币使用

新中国成立前，一律使用当时通用的货币单位，不加折

算。新中国成立后，除特别写明旧人民币或某种外币外，其他

均指新人民币。 p

十一、数字使用

本志书使用的各种统计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行文

中的分数均用汉字表示，百分比数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二、文体和文风

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上力求严谨、朴实、简明、

规范，力戒夸张、拔高、贬低以及大话、空话、假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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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源远流长，始于西周公元前1027年。

但从西周至民国时期，随着朝代的更替和经济的兴衰，工商行

政管理时强时弱，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

成立了新型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底，中山县人民政府设立了工商管理科。当时珠

海隶属中山县的五、六、七区，各区公所均设1名工商助理员。

这个时期，各区工商助理员在区政府和县工商管理科的领导

下，在组织私营工商业者复工复业，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

物价，组织物资交流等主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珠海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3年5月1日政务院批准成立珠海县，同年11月县人

民委员会设立工商管理科，备区公所仍设工商助理员。1953—

1956年，珠海县工商行政管理主要是贯彻党“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方针政策，运用企

业登记、市场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经济管理等行政管理

职能，在贯彻统购统销政策，对私营粮油、棉布等行业实行经

销、代销；全面改造和安排私营批发商；扩大加工订货，把私营

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协调公私合营关系；开展对个体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了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社



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

1956年7月至1958年6月，由于珠海县社会主义三大

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国营、合作社经济在市场上占了领导地

位。因而过分强调计划经济，忽视市场调节，城乡市场流通受

到很大影响。1958年下半年至1961年底，因受“大跃进”、“浮

夸风’’的严重影响，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陷于半瘫痪状态。1962

年初至1966年上半年，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所前进和发展。但因“左”的错

误在经济工作上的指导思想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文化大革命”期间，珠海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深受其害，

管理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和破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便陷于半

瘫痪状态，工作一度被迫停顿。1968年11月至1970年10月，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相继两次被撤并或改名，大部分工作人员

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一，管理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有的工作虽没有完全停止，但在“左’’的方针指导下，市场管理

和打击投机倒把工作处于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面过宽的

现象。1972年5月恢复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并充实了工作人

员，此后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但仍然执行

“左”的方针政策，市场管理管得过死的现象仍没有改变，影响

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1976年10月，全国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

命”后，珠海县经济工作有所前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所转

移，主要体现在集市贸易管理上有所放宽。但因整个经济工作

仍然贯彻“左"的指导方针，工商行政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没有

根本性的改变，整个管理工作基本处于徘徊状态。

从1978年12月至1988年底，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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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3月5

日珠海建市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此后，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以服务“四化"建设为中心，坚持

“改革、开放、搞活”的指导方针，开拓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新

局面。各级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工作人员逐步增加。工作任务

由原来的五项增加到八项，各项业务工作蓬勃发展：市场建设

大有发展，管理工作逐步完善；各种企业登记管理全面恢复，

并逐步加强；个体工商业登记管理有了新的发展；经济合同管

理工作不断加强；商标管理工作逐年发展；广告管理工作日趋

规范；打击投机倒把和反走私贩私工作成绩突出；经济活动中

的不正之风得到了更好的制止和纠正。管理职能得以充分发

挥，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很大突破：由过去着重流通领

域的管理，逐步向对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的监督延伸；由过

去偏重监督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进而向监督计划调节的经

济活动延伸；由过去偏重监督纵向经济活动，逐步向监督横向

经济活动延伸；由过去着重管理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动，进而向

管理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延伸。10年中，珠海市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在“四化’’建设中，尤其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

秩序中，为珠海经济建设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大 事 记

1953篮

5月1日 经政务院批准成立珠海县。

11月 珠海县人民委员会设立工商管理科。

1954丘

6月 珠海县财贸委员会颁布《珠海县粮油统购市场临

时管理办法》。成立珠海县粮油统购统销办公室，指导全县开

展粮油统购统销工作。

1955血

7月30日 珠海县财贸委员会牵头，从县工商管理科、计

统科、私改队共抽出11人，组成珠海县私营商业调查办公室，

开展对全县私营商业的普查工作。

1956盆

3月 珠海县工商管理科并入县商业局。

10月21日 珠海县决定开放前山、湾仔、翠微、南屏、唐

家、下栅农贸市场，准许自由贸易。

12月1日 珠海县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开放农村市场

管理的若干规定的布告》。决定放宽对土特产品的管理，允许

农民自产自销，允许企业和个体小商贩自由收购、贩运。



1957年

7月20日 珠海县人民委员会发布《珠海县食油、油料市

场管理办法的布告》，加强对粮油统购统销工作的领导。

9月7日 珠海县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我县市场管

理和管理商品种类的布告》。进一步明确上市商品放管界限。

1958年 ．

11月29日 珠海县并入中山县，原珠海县改为中山县珠

海人民公社。

1961年

4月15日 恢复珠海县建制。

1963丘

1月 恢复珠海县工商管理科。

2月14日 珠海县成立反投机倒把、反走私漏税运动领

导小组，从政法、财贸、海关等系统抽调35人组成10个工作

组开展工作。

9月9日 珠海县小商小贩联合会成立。

儿月 珠海县工商管理科根据国务院《工商企业登记管

理暂行办法》，会同县商业、供销等部门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

普查、登记和发证。

1964丘

9月 珠海县工商管理科改为珠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10月17日 珠海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设立香洲、前山、下栅、南水4个工商行政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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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6月8日 珠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六五年工商

企业登记复查换证工作的通知》。决定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全

面复查后，换发《营业执照》。

9月3日 珠海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开放粮食市场有

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即日起开放全县粮食市场，允许粮油自

由上市，但禁止销出县外。

1966丘

3月 珠海县小商小贩联合会撤销。

9月 珠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海关、公安、税务、商

业、供销等部门，开展大规模的打击投机倒把、整顿农贸市场、

稳定市场物价运动，历时一个多月。

11月26日．珠海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及其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所，工作人员并入县、公社商业系

统。

12月28日 珠海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恢复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及其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所，工作人员从县、公社商业系统

全部调回。

1967丘

10月27日 珠海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关于加强市场

管理，严厉取缔投机倒把活动的规定》。

1968年

2月 珠海县革命委员会设立打击投机倒把临时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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