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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铡

凡 例

一、本志记述年限，上起公元1840年，下至1989
年。工商登记部分追溯稍远。 ，

二、本志记述地域，以1951年析县后行政区划

范围为限，少数资料无法与析县前行区划分开者，
则以共有资料记述之。

三、本志记述历史朝代，均先书朝代年号，并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只记述公元纪年。。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或
建国后，1 949年8月l 3日湘乡和平解放后，此日之
前简称解放前。

五、本志采用志、述，记、图、表，录等体进
行编纂；分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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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鸦片战争以来，距今已有150年，在这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个不同性质的历史阶段。+湘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为了承

前启后，．造福人民，惠及后代，编修《湘乡工商行
政管理志》势在必行，编写本志着重突出部门特
征、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便于研究和探索湘乡工
商行政管理规律，从中得到教益，有利于在今后工

作中竖持正确方向，制定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
措施，更好地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1984年4月，。在中共湘乡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市工商局决定成立《湘乡工商行政管理志》编
纂领导小组，配备编写人员，开展本志编写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首先拟定了方案和篇目，在此基础
上，广征博采，收集资料，先后查阅文书档案600
余卷，访问老领导、老干部、老当事人50余人，摘

录有关工商行政管理资料约200万字，．并对收集资料
进行考证，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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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志的编写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溢美，不饰过，

秉笔直书，如实地反映湘乡工商行政管理发展的历
史和现状。本志于1990年12月脱稿，并经市地方志
办公室审定，列入湘乡地方志丛书，正式付印成册。

本志书的成书，既是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又
是湘乡广大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智慧的结晶。但由于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时有时无、时撤时并，档案资料

不齐，增加了编写工作的难度，加之编写人员经验
不足，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各
界领导、读者指正。

喻 寿征

一九九O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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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湘乡有涟水过境，具有舟楫运输乏便，为市场
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据清嘉庆刊《湘乡

’志》载，谷水、潭市、虞塘、铜钿湾等地在清代已形成
农村市镇。工商行政管理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

‘形成。清代工商行政管理简称商事管理，清官府对生
产经营军火物资行盥和牙行、当铺、食盐等行业都7,1

‘入特许行业，凡经营特许行业的工矿、商店都必须
1报经官府立案，核发牙贴、当贴、引票或许可证方准
、从事经营活动。据同洽刊《湘乡县志》记载，乾隆

‘二年(1737)首次由巡抚题准开办硫磺矿，并规定
所产硫磺统一由官府收买，储于官库，以备军用，严
禁私产私销。乾隆十六年(1751)官库硫磺库存已
满，又由巡抚题准停办，以后在嘉庆、道光、成丰

-：年问，按官府对硫磺的需要情况，或开业或停业。
：清代官府对一般商业(特许行业以外的工商业)不

直接管理，新开商店必须申请加入行帮组织，方准开
设。同业行帮组织公议各项管理制度，制订同业商

-一事条规，报政府立案后，即具有法律性质，依照条规
进行管理。湘乡在清朝末年报政府立案的有典商、
客栈、船户、斋馆，茶叶、香业纸爆业等商事条规。

民国2年(191 3)政府公布了《公司注册章程》



(4 湘乡工商行政管理志

随之又公布了《公司法》、《公司注册暂行规则》、

《商业暂行注册规则》和《商业法》等。湘乡在民
国初年依法注册登记的公司5户、商业企业8户、
牙行6户。。但由于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乱之中，政局

不稳，，工商行政管理时停时续。 。
：

j-、1949年8月l3日湘乡和平解放，9月1日县人
民政府成立，设置工商科，执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方针的指引下，县工商科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

进行工商登记，‘保护正当经营工商业的合法权益；
加强市场管理，反对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制止倒卖

金、．银，。反对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等非法活动。同
时在国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中，逐步建立起社会主
义的市场经济秩序。

“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对私营工商

业实行i●利用、限制。，改造_的方针。县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配合统购统销和计划供应政策的贯彻，，不

断加强市场管理。随着国营、供销社经济的日益壮
大，私营批发商逐步被取代，零售商阵地逐步缩小。j
1 950年国营、供销社零售比重占19．8％，私营比重占
80．2％，’1953年国营、，供销社零售比重上升为
58．1％，私营比重下降为41．9％．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形成，工商

行政管理作用缩小，撤销县工商科，停止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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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和商标注册，由商业局内设市场管理股，负责
市场管理工作。 ．

1961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开放集市贸易，市
场转向活跃，市场管理任务加重。1962年12月25日
成立湘乡县市场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市场管理工
作，县、区两级分别设立市场管理办公室，履行市
场管理职责。

。

1963年3月国家政策规定取缔长途贩运，视长
途贩运为投机倒把活动，随后省人民委员会明确投
机倒把政策界限八条，8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
县城开展以打击投机倒把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整顿工
作。共揭发牟取千元以上非法利润者101人，金额20
万元。翌年县人民委员会制订《湘乡县工商企业登

记管理暂行办法》，成立工商登记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对金县国营、集体工商企业进行登记，对

个体工商户从严掌握，一般不予登记发证，对市场
上确实需要，国营暂不能取代者，核准登记后发给
临时营业执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集市贸易关闭，
工商企业登记停止，对农民长途贩运农副产品管理
甚严，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市场组织，监督分
散的农副产品交易。对旅客携带农副产品实行限量
定额，并在车站、码头设置检查站，对旅客超限额

携带的物资进行检查，这个时间对群众揭发的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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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把案件，有的没有立案调查，在处理中出现证据
不足，定性不准的情况。
。

i972年12月25日，成立湘乡县革命委员会工商
行政管理办公室，工作有所加强，但市场管理过严
过死，集市贸易继续关闭。这种情况持续至1978年
1 1月。 ，

．

中共十一届三中金会以后，实行“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
调节为辅的方针。在商品流通的领域里，国营、集

体、私营、联营，个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了维
护新的经济秩序，1979年9月建立湘乡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纠正已往管理过严过死的倾向，注意按照

客观规律办事，积极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协调关
系，方便群众，保护合法经营，制止非法活动。具
体任务是进行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经济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市场管理和

打击投机倒把(简称“六管一打”)。1989年人员编
制由建局初期的32人增至143人，10年来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

开放集市贸易，搞活农副产品市场，集贸市场
除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14处外，还增设19处。

采取政府拨款、社会集资和工商局自筹资金的办法，
集资229．80万元，新建场地面积23635平方米、棚顶

面积8743平方米，全市五大集镇集贸市场基本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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