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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经济管理

建国前，安康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

地位，为维持政权运作，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曾设置城堤局、厘金局干预食

盐、粮食价格，征收税赋。民国期间，安康地区进行过小范围的统计、工商企业

登记、商品专卖管理，市场物价由各商会和行业公会监管，其目的多为收缴费

税，无系统的经济管理机构，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求支配着经济活动。

建国后，国家掌握经济命脉。50年代，全区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实行

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地、县先后建立计划、工商、统计、物价、审计、技术监督等

管理机构，对国民经济全面实行计划管理。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在管理上统得过多，管得过

死，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1978年后不断改革经

济体制，逐步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并确

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经济管理日趋规范化、科学化。

第一章计划管理

第一节 机 构

1953年3月，安康专员公署设立统计科。翌年6月，改为计划统计科，

承担安康地区的计划和统计工作。1959年1月，成立安康专区计划建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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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1968年9月，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将计划业务工作划归革命委员会生产

组下属的办公室。1970年5月，成立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1973

年2月，改称安康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1974年3月，改为安康地区计

划委员会，延续至今。

第二节 体 制

建国初，安康地区计划部门根据省计委下达到县的分解计划指标，对农

业、工商业的发展只起宏观指导作用。

1957年后，安康地区计划部门开始制定中、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年

度计划，在全国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分级管理，并按照所有制性质和企

业、产品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采取不同的计划管理形式，使经济活

动纳入各级计划管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形成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1981年，安康地区对计划体制进行了改革：农业计划精简为16项，均

为指导性指标，只下达到县一级；工业计划分为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种，工业

总产值只作为综合性指导指标；基本建设计划预算内投资主要用于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工商企业建设逐步改为贷款；商贸计划逐步增加订

购和选购商品项目；科、教、文、卫计划只把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项目列入

指令性计划，大学、中专招生与毕业生分配及高中招生指标列为指令性计

划，其余各事业均为指导性计划；人口、劳动计划只将人口总数、出生率、

自增率、职工人数、新增劳动力、技校招生列为指令性计划，其余均为指导

性计划；物资计划仍实行地对县切块分配，不足部分由市场调节。

1986年，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改进指导性计划管理办法，扩大指导性

计划内容。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以必成指标和

限额指标分别进行管理。1989年，安康地区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品种：工业方

面有黄油和烤烟；物资方面有煤炭、有色金属、钢材、汽油、柴油、纯碱、

烧碱、硫酸、汽车、电线、洗衣粉、肥皂、食用碱、卷烟、粮食、食用油、

化肥、农药、农膜等45种；教育方面有大学、中专毕业生分配和招收新生

计划。对一般经济活动则实行指导性计划，由市场调节的商品升至59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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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五年计划

“一五”(1953～1957年)计划期间。安康地区只根据省计委下达到各县

的分解指标和项目，由专署计划统计科检查执行。“一五”期末，安康地区

工农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13％，其中工业12．07％，农业0．35％。全区实现

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5．79％。

“二五”(1958—1962年)计划期间。1958年3月，安康专区提出了第二

个五年计划《地方工业发展规划意见》，要求到1962年全区工业总产值比

1957年增长13．42倍。1个月后把这个指标调高到29．3倍，地方财政收入规

划比1957年增长30．4％。同年5月，中共安康地委提出安康专区五年农业

发展规划要点：五年实现“千、百、万”(要求农民每户栽培千棵摇钱树、

棉花苎麻每亩达百斤、每户产粮过万斤)。农业产值增2倍，全区粮食平均

亩产450公斤，四年实现水田化；五年内将水土流失严重的8000。10000平

方公里的面积全部控制起来。“二五”期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以及高指标、

浮夸风的影响，安康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实为负增长(一1．52％)，人民生活

贫困清苦。

1963—1965年为调整时期。强调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要全面安排、

综合平衡，留有余地，推动全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

“二五”的负增长到年递增4．35％，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同年12月，专署制

定以农、林、水、牧和山货特产为中心的建设规划，按三年(1963～1965

年)、五年(1966—1970年)、15年(1966—1980年)分别提出各个时期的基

本任务和目标。三年基本任务是：迅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为国民经济的新高涨准备条件。五年基本任务是：大力恢复和发

展农业生产，人均粮食和主要消费品达到或超过1957年水平；各行各业支

援农业；使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事业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15年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

力争在15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区人民吃、穿、用的需要。到

1965年，全区粮食产量有了重大突破，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17．63％，

比1962年增长26．05％。工业总产值与1957年和1962年相比，分别增长

21．81％和9．2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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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1966。1970年)计划期间。安康地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

是继续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任务是“恢复农

业、调整工业，发展轻工业，安排好市场，争取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因

“文化大革命”运动，未编制全区计划。1970年粮食、棉花、茶叶减产，其

中粮食产量五年平均递减2．6％。

“四五”(1971。1975年)计划期间。遵照“备战、备荒、为人民”和

“要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安康地区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

划和初步设想》。经过调整后要求到1975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70万吨，年

均增长12．1％；油料总产9850吨，年均增长16．5％；大家畜存栏27万头，

年均增长4．2％；生猪存栏133万头；工业总产值达到1．23亿元，年均增长

．29．08％。实际执行结果，粮食完成75％、油料完成52．1％、生猪存栏完成

52．5％、212业总产值完成66．9％。虽未实现计划要求，但与1970年相比，工

农业总产值仍递增3．63％，农业总产值递增1．56％，工业总产值递增

15．35％，粮食产量递增2．4％。

“五五”(1976。1980年)计划时期。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于1975年12

月下达全区农业、“五小”工业、农业机械化、地方道路建设规划。

农业规划，到1980年，粮食总产达到110万吨，人均450公斤，五年增

长109．5％，年均净增11．5万吨；油料总产2万吨；多种经营总收入由1975

年的人均15元增加到50元；生猪存栏达95万头；蚕茧3500吨；茶叶2500

吨；生漆350吨。

“五小”工业规划，要求到198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4亿元，年均

增长38％。其中社队工业产值2亿元，为1975年的12倍。到规划期末全区

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修通地方道路4500公里。

该计划前期，全区的经济恢复取得了初步成绩。计划后期，对工业总产

值和部分农产品产量作了合理调整。计划完成期，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37％

的递增速度。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规划指标仍有粗估冒算、大盘

子、高指标的倾向。到1980年底，主要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差距较大，

粮食、油料、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完成计划的61．2％、42．7％和85．1％。

“六五”(1981。1985年)计划时期。主要指标：在“六五”后四年，工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年均6。3％，其中工业5％，农业6．7％。到1985年，全区

工农业总产值6．92亿元，其中农业5．4亿元，工业1．52亿元；人iZl自然增



第十六篇经济管理 827

长率11％，总人口达274．6万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由1980年的172元增长

到252元；农业人均粮食达到330公斤。

198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为计划的110％，递增速度为7．2％。其中

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2．4％，递增6．1％，工业总产值完成135．7％，递

增10．3％。

“七五”(1986—1990年)计划时期。编制计划的原则与方针：一是坚持

把改革开放放在首位，二是坚持社会总需求和供给的基本平衡，三是注重提

高经济效益，四是坚持扶持贫困地区群众发展生产，五是坚持新建骨干项目

与技术改造相结合，以丝麻纺织和医药化工工业为重点，加快工业发展步

伐，六是坚持把农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

七是促进科技进步，八是加强横向经济联合，九是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计划的主要指标为：到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亿元，年

均增长8％。其中：农业总产值7．5亿元，年均增长5．2％，工业总产值4．5

亿元，年均增长14．3％。国民收入达到10．88亿元，年均增长7．2％。财政

收入年均增长14．36％，五年财政总收入2．94亿元；财政支出年均增长

8．18％，五年财政总支出7．2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五年合计9．76亿元，

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4．39亿元。1989年底，全区国民生产总

值实现18．26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98．2％，年递增8．03％，粮食、

油料、蚕茧丝产量分别完成计划的101．36％、86．19％和76．62％，财政收入

为计划的152．16％。到1990年，计划全面超额完成，全区经济增长速度略

高于原计划水平。

第四节 年度计划

1955年9月，陕西省第二届计划会议要求各专区按照实际情况，将计划

指标(草案)合理分配到县，同年12月，安康专署计划统计科对1954年国

民经济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事

业、文教卫生事业以及社会救济贷款和金融几个项目。

从1953年到1957年，各年度计划完成情况良好，全区经济建设稳步发

展。

1958年7月，安康专区计划委员会编制《安康专区1959年国民经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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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所列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为3200万元，比1958年增长28％；粮食

总产9亿公斤，比1958年增长33．3％。计划还对工业、农业生产、基本建

设、商业、文教卫生、物资管理等7个方面分别作了标释。

1960年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总体要求：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

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1962年12月，安康专区编制并下达《安康专区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

其中：粮食总产40万吨，种植面积707万亩；棉花总产450吨，种植面积6

万亩；油料总产2400吨；蚕茧(鲜)685吨。

1963年11月，陕西省计划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自1963年到1965

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继续贯彻以农业

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

苦奋斗、勤俭建国。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

尖端和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编制国民经济计划。”

1965年，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比1964年实际完成增、降情

况是：粮食总产增长30％，油料总产增长11．6％，原煤降低13．9％；蚕茧增

长2．8％，苎麻增长1．7％，地、县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降低20．5％。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计划工作处于不正常状态，前期全区无计划，

后期的计划盲目追求高指标，指标任务均未能完成。

1971年，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内容分为7个种类，即：农业生产

及农田水利，工业生产及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商业、粮食购销调拨，外贸

供应出口，地方财政预算和信贷，物资分配。1972年，商业、粮食计划分别

单独下达，其他计划与上年相同。1973年的计划在上年的基础上增加劳动工

资计划和科研与新产品试制计划。包括：工农业生产、商业、财政、信贷、

科研、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和基本建设等。

1975年，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首次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式列入计划。

1976年，计划粮食总产量73万吨，实际完成计划的84．2％，地、县工

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分别接近计划水平。

1978年，地区计委编制的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内容增至16项。其中

计划农业总产值3．2亿～3．5亿元，粮食总产量65万一72．5万吨，工业总产

值1．05亿元，其中社队工业产值1320万元。计划执行结果，均完成和超额

完成了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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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有15项，完成情况是：农业增长

2．6％，工业增长2．06％。预算内用于农业的投资比重比1978年增加1个百

分点，粮食总产量略高于1978年水平。

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编制仍为15项。其中农业产值计划3．64亿元，工

业总产值计划1．15亿元，年底实际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计划的85．1％，平均

增长速度为6．37％，比上年增长6％。

1981年计划编制16项，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17％。粮食总产量增

长2．5％。工业总产值增长1％。

1982年计划为18项，其中农业总产值计划3．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5．9％，粮食总产量计划与上年持平，工业总产值计划1．25亿元，增长

4．5％。

1983年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压缩为13项。在经济指标中增列了经济

效益指标。

1984年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编制14项。其中农业总产值计划j．4亿

元，比上年增长4．25％，粮食总产量计划80万吨，增长2．09％，工业总产

值计划1．45亿元，增长9．83％。

1985年度计划编列11项。其中农业总产值5．8亿元，比上年增长

5．65％，粮食总产量计划82．5万吨，增长0．81％，工业总产值计划1．81亿

元，增长11．0％。计划实施结果：工农业总产值实际完成8．14亿元，比上

年增长12．66％，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5．83亿元，增长4．21％，工业总产值

2．31亿元，增长41．7％，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4．312万元，增长123．5％。

1986年计划农业总产值6．21亿元，增长6．4％，粮食总产量83万吨，

增长7．4％，工业总产值2．35亿元，增长17．1％。

1987年安康地区国民经济计划减少到10项。其中农业总产值为6．16亿

元，增长6．5％，粮食总产为80万吨，增长11．9％；在工业计划中，坚持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保持工业生产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工业计划总产

值2．23亿元，增长11．5％，连同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计划为2．87亿元，增

长12．3％。

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9项。其中农业总产值计划6．56亿

元，增长5．71％，粮食总产量计划82．5万吨，增长6．21％，辖区内工业总

产值计划3．3亿元，增长10．94％；其中地、县工业总产值2．55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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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实际完成农业总产值计划的111．47％，辖区工业总产值完成

120．14％，其中地县工业总产值完成124％。

1989年编制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农业生产，力争农业持续丰

收；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持工业持续增长；确保物价上涨幅度明显

低于上年。计划共10项。其中：农业总产值7．33亿元，增长6．O％；辖区

工业总产值计划4．83亿元，增长11．4％；地方工业总产值计划3．96亿元，

增长12．0％。到年底基本完成上述计划指标。
‘

第二章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 机 构

清成丰十七年(1858)，兴安知府专设城堤局，参与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民国初期，安康专署建设科兼管工商企业，具体职责及其管理规则，通过商

会、同业公会组织实施。1934年，组织各商业同业会。

1938年，成立西北工会安康事务所，主要负责组织工业生产合作社。

1941年，各县成立合作指导室，组织乡(镇)、保合作社。

1949年11月，陕西省贸易公司设立安康分公司，各县成立支公司。地、

县公司内设工商科，科长由公司经理兼任，管理私营工商业。

建国后，1950年10月，安康贸易分公司工商科改为安康专署工商科。

全区除镇坪、宁陕、岚皋、旬阳县外，其他县均建立工商机构。当时工商科

的主要管理项目为：工业、商业、供销、外贸和计量。1951年，各县政府均

设置工商机构。是年，除宁陕、镇坪外，其他各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1956年，专署工商科改为专员公署第四办公室，各县工商科分为工业

科、商业局，商业局下设对私改造股。1957年，宁陕、镇坪两县建立市场管

理委员会。

1958年2月，陕西省供销合作社安康专区办事处成立，与专员公署第四

办公室合署办公。各县商业局改为商业总站，下设市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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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工商行政管理归属商业局。随之各县成立商业局，下设工

商管理股。

1965年，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与商业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969年9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归属安康地区革委会生产组下属的财贸

办公室，各县在生产组设市场管理办公室或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负责工商

行政管理有关事宜。

1978年3月，地、县工商行政管理恢复建制。

1983年1月，安康地区及各县工商局单设。翌年4月，成立安康地区经

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与工商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1987年9月，地区工商局内设安康地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办事处。1989年

7月，更名为陕西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安康地区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仍设在

地区工商局，编制4人。1989年底安康地区工商局共有编制34名，内设7

科1室。全区工商系统共有工商管理人员682人。

第二节 工商企业管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了《商人通则》、《公司律》、《破

产律》等，注重了对工商业的登记管理。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1939年陆续

颁布了《公司法》、《银行法》、《工厂登记法》、《商业登记法》等法规。当时

安康地区各县由商会专司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1950年7月，陕西省商业厅颁布《工商企业划分标准》、《陕西省工商企

业登记暂行办法》、《陕西省各市县政府企业登记填发须知》，对工商企业管

理登记作了统一规定。安康专区结合实际，下发了《工商企业管理暂行办

法》、《工商登记注意事项》等文件。1953年，经第一次全面登记和换照，全

区共有工商企业7074家，其中工业企业878家，商业企业6196家。

1956年，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由原来主要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

济成分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协调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内部之间的关系，维护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现。至年底全区有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经营、公私合

营工业企业26个，总产值252万元，从业人数1019人，固定资产(原值)

44．68万元。

1963年4月，全省进行第二次工商企业的全面登记换照。到年底，安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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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共登记工商企业3013户，其中工业306户，商业2707户(零售商业

2201户，饮食业270户，服务业236户)。

继“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康地区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中断之后，1978年4

月，安康地区对工业企业进行普查登记，据10个县统计汇总，全区共有工

业企业902户，从业人员3．35万人，资金总额3．03亿元。

1981年7月，安康地区对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进行全面

登记。

1982年8月，国务院发布《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国家工商局制定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依据条例对建筑业、旅游业、外贸业、

修理业等全面开展登记。

1986年对金融企业进行登记，全区登记注册的县工商行(支行)10个，

分理行14个，办事处12个，储蓄所17个；县农业银行(支行)10个，营

业所93个，分理处8个，储蓄所67个；农村集体信用合作社419个，分社

347个；建设银行县支行11个，专业支行10个，办事处4个；保险公司县

支司lO个，信托投资公司4个，地方财政部门和农村乡镇管理站419个。

1988年，安康地区工商局贯彻执行国务院《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到年底共登记注册发照企业603户(全民所有制282户，集体所有制319户，

合营2户)，按行业分为农、林、牧、渔、水业9户，工业35户，地质勘探

业6户，建筑业13户，交通运输业28户，商业416户，公用事业、服务、

咨询业48户，卫生、体育、福利业10户，教育、文艺、广播业9户，科研

技术服务业13户，金融业16户。

截至1990年，全区有工商企业7471户，从业人员9．88万人，注册资金

8．98亿元。

第三节 个体工商业管理

民国初期，陕西省政府授权省、专区(市)、县建设厅、局兼管个体工

商业事宜。1949年，个体工商业的登记管理由商会办理，个体工商户开业、

转业、停业均须向商会申请、申报。

建国初，人民政府对个体工商业采取保护和发展的政策，对个体工商户

加强辅导，帮助改进经营管理，个体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50年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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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普查登记，共有个体工商业5807户(不含饮食业、服

务业)，到1952年，伞体工商业发展到6049户。同年对个体工商户进行登

记、颁发营业执照。1955年，全区对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手工业全

面普查，共有个体工商业1．34万户。

1956年，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地区6808户个体商

业、饮食业、服务业和7252户手工业分别组成各种类型的合作店、合作小

组以及生产合作社或供销社。到1959年，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仅有

329户。

1961年，安康专区调整了部分手工业的所有制形式，恢复了部分合作小

组和小商贩的个体经营，发放个体营业执照。1962年，根据国务院颁发的

《工商企业管理试行办法》，对全区个体经营者换发营业证，并确定对经营少

量瓜果、炒货的小摊贩核准登记不再发证。到1963年，全区有个体工商业

2960户，经营项目有商业、手工业、饮食业、服务业、运输业、建筑业等。

1965年9月，商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

关于加强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有证个体商贩

只能逐步减少不准增加”，发证工作就此停止。

“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体工商业被取缔。全区个体工商户所剩无几。

据安康县1971年调查，仅有个体工商户116户，其中城关51户，经营小百

货及干鲜果品。

1978年，安康地区从货源、资金、经营场地等方面予以扶持。到1981

年全区有个体工商户2080户，从业人员2392人。1982年以后，个体工商户

的从业范围逐步放宽，政府鼓励个体经济在国家允许的行业范围内积极发

展，如允许个体工商户从事药品经营(除麻醉及特供药品外)；购置拖拉机

或机动车船从事客、货营运；长途运输、批零销售；建立科研与技术服务机

构等。当年个体工商户发展到2813户，从业人员3246人，资金60万元，营

业额270万元，1983年猛增到9457户，从业人员11821人，资金650万元，

营业额2692万元。

1985年，安康地区个体工商业已发展到2．08万户，从业人员2．83万人，

资金2236万元，营业额达到8682万元，占社会产品零售额的15．5％，成为

安康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

行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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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同年底，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了外出县、市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除持营业执照外，必须使用统一制定的陕西省个体工商户外出经营许可证。

对依法经营、公平交易、文明经商的个体户予以表彰奖励，悬挂“信得过个

体户”等牌匾。

第四节 私有企业管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康地区私有经济逐步发展起来。1981年，平

利县八道乡九公里村村民汪德福、汪登福集资贷款开办私有煤矿，成为全区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

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

了私营企业的标准、特点、作用、种类、登记内容、权利和义务。从而为界

定和管理私营企业提供了法律依据。安康地区随即对私营企业进行了登记发

照。通过办理开业、变更、注销、登记实施监督管理，对其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保护私营企业合法经营权利。

1990年，全区共有私有企业50户，从业人员942人，注册资本195万

元。

第五节 经济合同管理

明代以前，经济合同称之为“券”。清代到民国时期，租地、典地、雇

工、卖身、婚约、借贷、买卖等合同称之为“契”。建国后，安康地、县工

商科主要对国营企业之间签订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合同进行监

督管理。

1950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

约暂行办法》。同年，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颁布《关于认真订立与严格执行

合同的决定》，安康专区共签订合同104份。同时与华东、中南区及渭南、

延安等专区和西安市订立合同，保证和加速了物资交流。三大改造完成后，

国家计划调拨分配物资，一般不签订合同，在收购地方产品时，收购合同仅

为形式。1959年，安康专区逐步加强对农商和工商合同的管理。

1978年之后，政府对经济合同及其管理重新予以肯定，经济合同数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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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安康地区工商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规定，

对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等进行监督管理，并对合同订立和履行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提出了建议和解决办法。

第六节 市场管理

建国后，政府重视市场管理，注重稳定市场秩序，加强对摊贩及私有企

业的采购和贩运管理，限制盲目竞销，·控制市场物价。安康地区各县组织多

种交易市场，实行集中交易，同时打击金融领域的投机违法活动。

1950年，辖区各县筹建市场管理委员会，整顿度量衡，划分和建立花沙

布、粮食、牲畜、蔬菜、肉类、柴炭、百货等初级市场，对摊贩指定区域、

编组、发照，推行明码标价。
’

1952年3月，食盐实行专卖。

1953年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限制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粮食、油

料、油脂、棉布实行统购统销；茶叶、棉花实行计划收购；木耳、倍子、生

漆、杜仲、党参、漆油、木油、桐油、花椒、油饼等11种主要土特产品实

行公司联购，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对苎麻、生丝等大宗出口土特产品实行

管理收购，严禁长途贩运木材。市场管理过严，影响了市场繁荣。

1956年，安康地区相继放开市场。在全区286种商品中，除国家原来管

理收购的16种、价格管理的39种外，其余土特产品放开经营。1957年初，

全区加强对猪肉市场管理。取消价格管理商品，将原实行价格管理的39种

中的黄蜡、桃仁等10种上划为管理收购商品，使管理收购品种由原16种增

加到26种，另外29种划入自由贸易放开品种，市场出现活跃。同年10月，

安康专署制定《关于加强自由市场管理工作的意见》，编发了一、二、三类

农产品的品种目录(见附表)，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11月，全区数十个粮

食市场相继取消。市场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受到限制而不断减少。

1958年4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发了《陕西省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对市场贸易活动做了具体规范。随着人民公社化进入高潮，农民自留地被取

消，社员家庭副业减少，加上对小商贩采取清理过渡政策，所有私有商业户凭

购货折采购，无折者一律不予供货，一些地方甚至关闭了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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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1 安康地区1957年lO月农副产品管理范围品种目录表

类别 产 品 名 称

第 国家统
●—● 粮食、棉花、油料(菜籽、芝麻、花生、麻籽、棉籽，野生及其他油料除外)。
类 购物资

生猪(克朗猪、母猪、仔猪、种猪除外)、老残牛、活羊。

茶叶、苎麻、大麻、蚕茧生丝、桐油、木油、漆油、生漆、棕片、棕丝、黑木耳、倍子、土

布、土纸(草纸、火纸、烧纸除外)、苦甜杏仁、核桃及仁、花椒、黑瓜子、白瓜子、紫阳

第 统一收购
橘子。

二 羊毛(包括羊绒)、牛皮、羊皮、骡、马、驴皮、水獭皮、狐皮、废铜、废铝、废锡、废铅、废
类 物 资

钢、基建木材。

大黄、当归、Jlf芎、白芍、甘草、茯苓、麦冬、生地、黄连、黄芪、贝母、枸杞、泽泻、白术、

银花、党参、附子、枣仁、山药、圆参、牛黄、麝香、鹿茸、枳壳、槟榔、萸肉、红花、药菊、

牛膝、白芷、三七、郁金、使君子、云木香、元胡、玄参、北沙参、菖蒲、吴芋、全虫。

第 开放自由 除一、二类以外的物资都属之。如鸡鸭鱼蛋蔬菜，笼、筐、小土产及其他中药材等和
三
类 市场物资 国家不收购的等外木材。

1961年，国家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逐步恢复。安康地区允

许生猪、肉羊、棕片、木材、干果、干姜、鲜蛋、造纸用草等农产品，在完

成派购以后进入集贸市场。1963年4月，为严格管理集市贸易和打击投机倒

把，全区利用一个月时间，对所有集镇进行整顿。制定了加强管理、缩小范

围、逐步代替的方针，取缔私商长途贩运，市场再度萧条。

“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集市贸易全部取缔，农村集市由贫下中农管

理。

1979年，允许蔬菜、粮食及其他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品上市交易。

1981年元月，地区行署决定对木材等二类农副产品及主要中药材实行管

理，对放开粮油市场及允许农副产品贩运等做了具体规定。

1983年，安康地区贯彻中央搞活农村经济、繁荣集市贸易的精神，管理

El益放宽。对所有完成交售任务和履行合同以外的农副产品，都允许进入市

场交易；日用工业品(除部分主要商品)、生产资料允许进入市场流通。

1986年6月，地区行署发出《农产品经营必须坚持放开搞活的通知》，农副

产品经营除国家规定的少数主要品种外一律放开，实行自由购销，多渠道流

通，允许农民直接签订销售合同，市场空前活跃。但同时假冒伪劣商品日渐

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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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地区工商管理部门先后两次开展市场检查整顿，查出大量

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化肥7501吨，柴油922吨，生漆1万公斤，黑木耳

1000公斤，各种卷烟1187条，白酒1万余瓶，甜酒2万余瓶，饮料1万余

瓶，奶粉320袋，酱醋1615公斤，失准衡器155件。同年9月，行署成立市

场整顿办公室，组织工商、物价、卫生、计量、税务等部门，检查了76个

重点集市和8929户国有、集体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查出有问题的单位6575

户，占检查总数的73．6％，清理无证经营885户，没收不合格计量器具772

件，罚没款5．7万元。

1989年3月，全区工商系统抽调干部146人，对88个集市、109处摊

点、3467个门店进行了整顿检查，查处投机违法案件222起，其中万元以上

大案13起，罚没款26万余元。同年7月至8月，行署从工商、技术监督等7

部门抽调797人再次检查整顿市场。在对71个市场、284处摊点、7576户国

有、集体、个体工商业户的检查整顿中，发现并处理违章违法行为3398户

(起)，没收不合格计量器具1159件，销毁封存伪劣变质商品20余件，价值

近百万元，查处偷、漏、欠、抗税622起，补交税款112．68万元。

1990年，为贯彻省政府《关于禁止生产、经销伪劣商品的通知》，安康行署

在全区开展了查禁假劣商品工作，工商部门抽调人员320名，检查国有、集体

企业890户，个体摊点212户，查获假冒伪劣商品30余种，价值约100万元。

1987年初，省工商局决定在全省开展以“市场繁荣、市容整洁、科学管

理和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文明市场竞赛活动。同年8月，全区10

县(市)34个市场参加竞赛，年终组织检查评比，共评出地区级“文明集贸

市场”8个，地区级“先进集贸市场”6个。1988年，安康市张岭集贸市场

被评为省级文明市场o 1990年，该集贸市场和石泉县向阳路综合市场获“省

级文明市场”称号。

第七节 商标管理

民国18年(1929)，安康专署授权专署建设科管理全区商标。时因交通

不便，工商业不发达，商标注册和管理开展缓慢。区境出现较早的商标为宁

陕商号“振兴隆”加工党参的商标。宁陕县志载：民国年间，河南沁阳县人

李子高来宁陕关口开办作坊，专事党参加工，商号“振兴隆”，其加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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