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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地处皖、浙、赣三省边陲要7中，自古驿道畅通，水运方

便，是皖南的重要商埠。古朴的老街，是昔El屯溪百商云集、贸易

繁荣的缩影。： ，

建国后，屯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指

‘点江山，建设家乡，古镇面貌日新月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政治安定团结，工农业蓬勃发展，商业流通活跃，市场繁荣兴旺，屯

溪在改革开放中阔步前进。在这样的良好形势下，《屯溪工商行政管

理志‘》历经二年多的编纂，三易其稿，终于告成a『我代表区委、区

政府，向辛勤从事编纂的同志和关心、支持这部志书编审、出版的

同志表示敬意。

《屯溪工商行政管理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翔实的资

料，记载了建国以后屯溪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曲折发展的进程。志书

还以浓墨重彩，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得到全面恢复和强化的史实。这

部志书的出版，对于认识和研究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从中吸取有

益的经验教训，推动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志成之际，欣然命笔，以抒贺忱，是为序。
‘

． 郁国光

注：郁国光系中共黄山市屯溪区委副书记、屯溪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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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着重记述建国以后屯溪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进程，尤

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政管理的变化和发展。

二、本志所取材料来源于市、区档案馆和区工商局的文件资料、

统计表册及有关部门编写的资料、记述中，均不注明出处。

三、本志采用章节编排形式，共10章32节，加上序言、概述、

大事记、附录共计1 4个部分。

四、本志编写的体裁为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

五、历史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记年，并夹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采用国家公布的现行计量制。币值

根据不同时期，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

七、本志记事时间，上限不定，下限至1992年，少数延伸至1993

年。

八、建国后，屯溪体制先后经过四次变动，工商管理机构体制

也随之变动。本志所记体制名称，均与变更后新体制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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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屯溪，位于安徽南部，滨临新安江上游，东邻歙县，北接徽州

区，西、南面与休宁县毗连。辖3个街道办事处，3个镇，2个乡。

总面积249平方公里，人口13．57万。

解放前屯溪原属休宁县管辖的一个镇。1949年设市，以后曾两

度易市为镇，隶属休宁县。1975年复为市。1988年改为区，直属黄

山市，现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屯溪地处“两江交汇，三省通衢’’，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至明

朝以后，逐渐发展为商业兴盛、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市镇，向为皖南

山区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明天启年间，屯溪即为“休邑总市”。

清咸丰时期，徽州六邑茶商云集屯溪产制“屯绿’’转口贸易，一时

商贾云集，茶号林立，成为“茶务都会"。据载，当时茶号达287家。

茶市兴盛，吸引徽州各县富商大贾纷至沓来，开店经商，屯溪遂成

为徽商重镇。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外地党政人员、城镇居民、商人

纷纷迁至屯溪避难和经商，人口猛增至近20万，屯溪一度呈现畸形

繁荣，获有“小上海’’之称。抗战胜利后，避难商民纷纷迁走，屯

溪商业逐渐清冷。解放前夕，屯溪有工业675户(含手工业)、商业

875户o
。

解放前，屯溪工商管理工作属休宁县政府建设科主管，由商会

承办工商业开歇业登记，市场小摊贩由警察局管理。

1949年5月，建立屯溪工商局，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商贩进行

监督管理，宣传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政策，扶持工商业复工复业，

取缔和打击不法商人的违法活动，维护经济秩序，稳定市场物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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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工商局会同工商联、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组成

工商业登记委员会，开展解放后第一次全市工商业普查登记工作，查

清全市(含郊区)共有私营工商业1544户，从业人员7165人，资

金总额236．4672万元，为政府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基本依据。同

年，市工商局会同工商联成立屯溪摊贩管理委员会，对1180户摊贩

进行清理整顿，实行有证经营，取缔黑市活动，要求做到“不抬高

物价，不贩卖假货，不缺尺少秤，不投机取巧，保持物价稳定"，改

变了摊贩市场比较混乱的状况。

‘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精神，屯

溪市政府调整了一些妨碍私商正当经营的不适当限制，组织私商开

展购销业务，恢复发展农村集市贸易，+组织物资交流，调动私营商

业的积极性，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工商部门开始加强私

营工商业的登记管理和集市贸易管理，同时抓紧对个体私营工商业、

手工业和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同年9月，对1527户私营工

商业核发营业执照，将全市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政府的监

督管理。同年11月，为加强市场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对粮、棉、

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规定私商不准收购和贩运统购统销物资，并

查处其违法活动。对于小商小贩，除允许一部分为国营商业进行代

销外，主要是通过合作小组和合作商店的形式，将小商贩逐步组织

起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自负盈亏，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
，

路。’
‘

1956年，全市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至年末，全市有国营工业5户，公私合营工业15户，手工业

合作社(组)22个，总产值占全市97．4％。在商业、饮食业、服务

业等行业中，有335户转入合作化，35户转入公私合营，3l户直接

进入到国营，仅剩下2户维持原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屯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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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质的变化，计划经济成份明显扩大，自由市场日益缩小，公

有经济开始占绝对优势，国营、合营和合作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市

95．8％。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各行业实行了归口管理，工商管理

逐步减弱。1956年4月，屯溪市工商局撤销，人员并入屯溪市商业

局。1957年9月，成立屯溪市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场管理和打击

投机倒把工作。其后的市场，基本形成国营商业和城乡供销社的流

通体制，工商管理范围缩小，基本任务是管理城乡集市贸易，而且

在政策上时严时宽，摇摆不定，在经济出现困难时就放开，反之则

收缩、限制和取缔j使城乡集市贸易几起几落。个体经济则被视为

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源而屡遭清理和整顿。市场管理委员会被打击投

机倒把办公室所取代，一切私自贩卖行为均遭严厉打击。至√‘文化

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城乡集市贸易基本取缔，个体经济所剩无

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1977年，恢复屯溪市工商局建制，下设人秘股、市场股、工商

股(兼管个体、合同、商标、广告)，按国家赋予的“六管一打’’总

任务开展工作。1980年，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普查登记，查清全市

有工业企业184户，职工13334人。次年又对商业、饮食业、服务

业、交通运输等企业进行全面登记，对446户独立核算企业和305个

分支机构核发营业执照。通过普查登记掌握了全市工商企业的基本

情况，为政府发展经济和加强工商监督管理提供了依据。其后，经

过三次全国性换发营业执照和两次清理整顿公司，各类工商企业逐

步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至1993年末，屯溪共有全民、集体、联营

等备类工商企业1719户，从业人员35168人，资金总额33581万元。

·。1982年，市工商局成立商标合同股，进行专项管理，组织各种

形式的培训，广泛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加强企业履行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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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同的法制观念，促进企业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1983年

推广经济合同法开始，至1992年7月，共办理备类经济合同鉴证

1604份，鉴证金额达10638万元。对于签约后出现的各种合同纠纷，

合同管理人员深入各方进行调解，还分赴外地调查，为本地企业追

回经济损失203万元。 ，

1979年开始扭转商标管理停顿、注册混乱和商标混同等现象，

对本市企业的注册商标进行全面清理。经过国家商标局重新审核，全

市仅有14个商标获准注册。针对企业商标意识薄弱的状况，工商部

门大力宣传商标法规，推动企业争创名牌产品，提高经济效益。1992

年，屯溪胡开文墨厂注册的“胡开文”商标，被评为安徽省著名商

标。至1993年9月，屯溪区共有注册商标69个，居黄山市三区四
、

县之首。

在80年代初期，运用广告形式传播经济信息尚未引起重视，全

市仅有4家影剧院利用幻灯形式作广告，传播简单信息。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屯溪广告经营单位相继增多，广告形式逐步多样化，先

后出现广播、电视、路牌、灯箱、霓虹灯及电子屏幕广告。电视广

告传播迅速，覆盖面广，深受企业和消费者欢迎。随着广告业务El

趋火红，屯溪广告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工商部门对各类广告加强

监督管理，查处虚假广告，维护广告的真实性。

1983年以前，集贸市场建设缓慢，市区只有公园街一个农贸市

场，因其位置优越，一直是全市的中心市场，其它几个均为骑路市

场，时有变迁。从1983年起，屯溪的市场建设开始纳入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加快市场建设步伐，至1992年底，先后投资535万元，扩

建和改建了公园、沙洲、隆阜、柏树、阜上等5个集贸市场和火车

站瓜果批发市场，屯光小商品市场(乡办)及阳湖综合市场。市场

总面积29300平方米，分布于市区和城郊。随着市场的扩建和设施

增加，集市贸易额逐年递增，1978年仅为205万元，1992年增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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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6万元，提高了33倍。 一

1980年，屯溪仅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工商行政管理所。随着市场

建设的发展，为便于监督管理，相继增设了工商行政管理所。至1992

年，已建立沙洲、阳湖、柏树、阜上等4个工商所及公园、火车站

两个专业市场管理所。

工商部门在市场管理中，遵照执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

原则，增强服务意识，’为经营户排忧解难，因而深受欢迎。工商局

还先后派出管理干部分赴外地学习规范化管理经验，以提高管理水

平，努力创建文明市场。1987年起，公园集贸市场连续五年被评为

安徽省文明集贸市场。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工

商管理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地区之间的封锁和城乡隔离，积

极招引外地客商来屯参与经营竞争，屯溪市场遂由过去的封闭型转

入完全开放型市场。
～

维护市场秩序，加强经济监督检查，7始终是工商行政管理的重

要任务之一。此项任务过去一直由市场股实施。随着市场的发展，已

越来越不适应工商行政管理的需要。1988年10月，经济监督检查工

作从市场管理中分离出来，成立屯溪区经济检查队，专门监督全区

的经济活动，查处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经济监督检查贯穿于建国后

的各个时期。在建国初期，主要是打击不法私商的违法犯罪活动；在

三年困难时期打击倒买倒卖、抬高物价的违法活动，确保物价稳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打击投

机倒把活动出现了‘=宁左勿右"、‘!宁严勿宽"的倾向，把集市贸易

中的一些正常活动也加以取缔和打击，严重影响了城乡商品经济的

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深入贯

彻，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违法活动出

现增多的势头，从转手倒卖到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影响了社会

经济秩序。1989年以来，经济检查队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对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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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个体、私营工商户采取突击检查办法，共查处投机违法活动667

起，罚款39．03万元，有力地打击了经济违法犯罪活动。

1977年前，全市仅有个体工商业210户，从业人员248人，没

有私营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工商部门加快发展个

体和私营经济。至1993年7月，全区个体工商业达4789户，从业

人员8152人，自有资金1217万元，营业额9768万元；共有私营企

业66户，从业人员743人，自有资金2215万元。个体和私营工商

业的发展，对繁荣屯溪经济，活跃城乡市场，方便群众生活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综观建国后四十多年屯溪工商行政管理起伏发展的进程，历史

的经验告诉我们，工商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增强，有力地促进商品经

济的发展，商品经济越发展，越需要加强工商管理。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工商行政管理进入全面发

展阶段，只有全面提高工商管理水平，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建设蓬勃

发展的需要，促进屯溪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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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宣统二年(1910年)

屯溪胡开文纯油烟高级书画墨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

等奖。
‘

民国元年(1912年)

休宁县商会在屯溪后街韩家厅成立，会员以屯溪商界为主，会长

夏慎大。

民国4年(1 91 5年)

屯溪江声潮制作的“祁红”茶叶，胡开文制作的“地球墨"分别获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

民国1 1年(1 922年)

秋，吴谱明、臭云岩等人集资在屯溪上街创办“屯溪永明电灯公

司"，此为徽州第一家电灯公司。

民国1 2年(1 925年)

屯溪各学校进步师生组织同学会，发动各界人士游行示威，抵制

日货。

民国1 5年(1 924年)

屯溪第一家同业公会——茶漆业同业公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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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 8年(1 929年)

屯溪成立国药业。百货业同业公会。

民国20年(1 9,51年)

屯溪成立广货业、首饰业、菜馆业、布业、烟业、估衣业同业公会。

民国25年(1 956年)

屯溪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

民国26年(1 937年)

休宁县商会由屯溪迁至休宁海阳，另设屯溪镇商会，李灏庭任会
长。

’

民国27年(1938年)

1月27日，皖南屯溪茶叶公会开设茶叶银行。

民国28年(1 939年)

安徽茶叶管理处在屯溪成立，处长程振基。

’

民国29年(1 940年)

9月，屯溪建立皖商实业公司，下设造纸、制革、纺织、火柴等4

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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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52年(1 943年)

屯溪成立纱布、瓷器、汽车运输等50个同业公会。

民国54年(1 945年)

屯溪警察局勒令摊贩在民权路(现屯溪中马路)临时营业场所集



中营业。

． 民国55年(1 946年)’

屯溪120户商店报歇，多数转为摊贩经营。

。j 民国57年(1 948年)

12月，安徽省皖南行署由宣城迁驻屯溪。

1 949年
’

．’

4月50日，屯溪和平解放。

5月12日，屯溪市工商局成立。
‘

。

5月，皖南区贸易总公司在屯溪成立。

7月，中共皖南区党委迁往芜湖，屯溪改设皖南贸易总公司第三

分公司。

9月1日，建立屯溪粮食市场，由工商局、工商联、供销社、盐粮

部组成管理委员会。

同月，成立屯溪市摊贩管理委员会，开始对摊贩市场进行整顿。

1 O月1 5日，屯溪市税务局会同工商局、工商联成立屯溪市税务

评议委员会。

1 950年．

2月，市工商联组织工商业1300多人参加全市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示威大游行。
。。

． ·．

4月，撤销皖南贸易第三分公司，分别成立百货、花纱布、粮食、

土产、盐业、油脂、茶叶、煤建八大公司。

7月，选举成立屯溪市第一届工商业联合会。

1 1月，屯溪市工商局完成对全市私营工商业登记工作。全市有

工业、手工业572户，商业972户。 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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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1年

1月4日，全市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4月，市工商联举办土特产品交流会，成交额为1 V--,零87万元
(IB币)。

‘

’

1 952年

2月，全市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

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简称“五反"运动)。

8月，全市进行行商登记发证工作，有1 00户行商申请登记，经

核准发证61户。

12月，对全市手工业进行调查摸底，至次年4月结束。全市有手

工业751户。

1 953年

5月，全市进行肩贩、摊贩登记换证，共换证1072户。‘

．7月，成立屯溪市私营企业登记委员会，开始对私营工商户进行

登记，至9月25日结束。全市有私营工商户1527户，从业人员7076

人，资金总额272．48亿元(旧币)。

1 0月，屯溪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交易额达43亿元(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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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4年

9月，全市实行棉布、棉花、针织品凭票计划供应。

1955年

5月1日，全市改用新人民币，旧币一万元兑换新币一元。

10月，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屯溪面粉厂建成投产。。1

1 2月，屯溪市成立对私改造领导组，由市委书记张锡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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