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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4年元月，省委书记关广富(中)在黄冈地委书记田震

下，视察我市麻城投资1 300万元的大型室内综合市场一龙池商

1 99 7if-，原国掌工商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杨培青(左三)到我市调研时，在东

坡赤壁留影。(左一)何延棋局长，(左二)刘

和平副局长，(左四)王克武副局长。

图为省委副书记

县新建市场将军城挥



一)、市局局长王克武(左

一)陪同下，视察黄梅银

海大市场。

1 996年1 0月，省委

委员、省工商局局长宋

育英(左一)，在何延祺局

长(中)的陪同下，考察我

区罗田外商投资企业。

1 9 9 8年，省委委

员、省工商局局长宋育

英(右)，在王克武局

长的陪同下．考察我市

红安9镇企业七里坪毛

中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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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1年5月，黄冈地区行署专员刘荣礼在全区第三次工商行政

管理“双先”表彰会上作重要讲话。

省工商局局长李宗柏(中)在我局检查文明创建工作



1 991年黄冈地区第三次工商

系统表彰大会期间，省工商局副

局长李伟才(中)莅临黄冈，并在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与地区

工商局两位局长合影，左为何延

棋，右为王克武。

湖北省工商局副局长王淑芳(左一)在蕲春检查工作

时，我局何延祺局长陪同参观李时珍陵园。

1 995年省工商局副局长杨世凯(左)，由我局副局长

余金良(右二)陪同捡查工作时，在蕲春李时珍陵园

留影。



2000年元月，市工商局正式乔迁十字耩
新址．图为正门掠影。

图为市工商局内绿化草坪

一
图为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大斤

图为市工商局内新建的宿舍接



从1 981年至1 997年，全市工商系统基本建设总支出8391 8万元，各县(

办公和住宿条件大为改观，面貌焕然一新。图为麻城市工商局办公大楼夜

1 99 7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的局党组会上，党组一班人纷纷

后的大好形势。左起，副局长王国泰，副局长余金良、局长王克武、副等

副局长刘和平，纪捡组长于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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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取材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编纂的《工商行

政管理史料丛书》和湖北省贸易志办编纂的《湖北近

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黄冈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

料》(1949—1975)、《黄冈地区志简编》(1983)以及黄

冈、红安、新洲、麻城、浠水、蕲春、广济县工商志(初

稿)，建国以来地区及有关县市的历史文献档案和部

分口碑材料。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择取其精华，编

辑成书。除大事记和概论采用编年体综述历史外，其

它按照各历史阶段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全志分为

十章。其中周秦至隋唐时期为坊市管理制度，设有专

职“市司”机构和“市官”，故列为第一章；宋元明清是

商品经济发达时期，打破了坊市管理制度，只有兼职

市官，无专职的市司机构，故列为第二章；第三章是晚

清和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变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开始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

主，法制工商的工商时期；第四章是国民政府时期；第

五章是中国共产党在鄂东创建革命政权时期；第六章

至第十章是写建国以后各历史时期，其中分写建国时

期，对私改造时期，十年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以及新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

本志书史料是根据本地区特需而取舍。凡是在

历史上通行的诰命、市律、市令、法规则尊重历史，简

而事要。对鄂东分裂割据时期，凡在本地区施行者采

用之，不涉及鄂东区域事例则不用。事例有三：第一，



战国时期，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在秦地(北

方)统一标准量器——商鞅方升，南方并未施行，故未
录用。鄂东属楚地，楚怀王六年(公元323年)颁布给

鄂地贵族商人的“鄂君启节”，后在安徽寿县出土，但

它是鄂城地区贵族商人的一个水陆运输凭证，本志则

录之。第二，清末和太平天国在鄂东地区的割据和民

国以来的国共十年内战，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日伪政府并存，其有

关志事、政策、法令，均分章列出，但东北伪满政府实

行各类法规事例均不录用。第三，鄂东地区的区域自

古以来变化频繁，故多志事，依时收集入志。秦为南

郡、九江郡，汉为江夏、庐江二郡，三国两晋为魏晋和

吴属地，隋时为永安、蕲春二郡，唐为黄蕲二州，后至

明清各代以此为建制。建国后黄冈地区辖县亦时有

变化，1952年辖有14县之多，少时仅辖八县，故其数

据志事，均依时依地收入，未作调整。

黄冈市历史悠久，具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勤

劳智慧的劳动人民，物产丰富，市场经济繁荣活跃，志

事诸多，但工商行政管理志书，史无前例，今无湛本，

加之编者文笔水平有限，虽几经春秋，数易其稿，但记

遗挂漏等不足之处仍然在所难免，希诸识者予以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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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五千

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人一直有重视存史资

政的传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史志资料。其间，自

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有不同形式的工商管理文

字见诸各种史料中o ．一

史料记载，黄冈古为黄国。在这块土地上，曾先

后建有不少诸侯小国(相当今之县)o为了巩固“国”

的政权，各自筑土为垣以自卫，名日“城”，如邾城、堵

城、鄂城等。这些城遵循王制，“佐后立市”o市设市

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具体分工有阊

师，管出入市场的货贿；胥师，识别货物之真伪；贾师，

掌管市场物价；载师，专司出租市场场地；质人，验查

交易书契证券；廛人，征收市租和罚款；泉府，掌财务

收支；还有司门、司号等，维持市场秩序。先人管理市

场这种分工明确、各司其责的经验，一直为后人认同

和沿用，其精华时至今El还为当代我们管理城乡集市

贸易所借鉴。还有“物勒工名”的商标管理，“编审铺

户"的工商业登记管理等等，原始的、初级的工商管理

文字，大量地存嵌在历代史志中。

不难看出，先人留下的史料，为我们借鉴历史，搞

好当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及彼，我们也应为来者留下一部可资借鉴的文字

信息，而况国有国史，地有方志，行业孰能没有一部专

志?当今之黄冈，今非昔比，经济活跃，市场繁荣。昔



日的草市、互市、军市隐迹，露水集、路边市、占街市得

到根本改变，全市基本已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龙头，

专业市场为骨干，综合、专业、批发、零售市场相配套，

沿江、沿线、沿边相协调的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

市场格局；工商企业大发展，全市拥有各类公司782

家，各类企业2745．0户，还有个体私营经济小区(一条

街)345个，专业村911个，私营企业4928家，个体工

商户近40万户，真可谓盛市空前。改革开放的春风，

把黄冈经济推向繁荣活跃，也把工商行政管理同步带

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改旧时违反市禁则“钛其趾”、

“没官”、“坐罪"以刑为主的制裁，变为依照各项经济

立法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工商行政管理。在监管

手段上，更是使用先进的通讯设备和计算机网络等高

新科学技术，力度不断加大，效率不断提高，市场秩序

不断规范。历史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整体，我们有义

务、有责任把当代工商行政管理的真实记载与历代工

商管理的史料上下衔接，编纂一部本地区工商行政管

理专志留给后人。

改革开放以来，两届前任局长早有编修专志的夙

愿，并积极支持局办公室老主任吴之垄同志利用业余

时间，离休闲暇收集整理史料，草就了先秦至公元

1987年二十余万字的志稿。吴之垄老人不计名利，

潜心修志，从先秦、隋唐，一直写到太平天国、新民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商管理，数载废寝忘

食，孜孜不倦，真可谓“十年磨一志”，为《黄冈市工商

行政管理志》的脱稿打下了基础，作出了无私奉献o

1998年7月，在黄冈市方志办的指导下，我局正式成

立了修志领导小组，随后两度抽调人员专司修志，并

把下断延至1997年。

在志稿付梓之前，纵览全文，感受有三：一是编写

过程中，坚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写出了历史朝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志特

色，展示了时代不断文明、不断进步的社会规律。二

是广征博采，资料入志翔实可考，保存了我市不同历

史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真实历程，对本系统两个文明

建设和古为今用、今为后用，继往开来，进一步完善和

发展我市工商行政管理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三是历

代工商律法，在大事记中从详，正文从简，既可使读者

仅从大事记中便可了解黄冈工商管理近三千年的梗

概，又留笔墨正文略古详今，符合修志原则。

总之，这部专业志，是黄冈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工

商行政管理专志，尽管它跨越年限久远，且政策性强，

涉及面广，编纂尚存诸多不足之处，但毕竟完成了一

项历史使命，为后人整理了一份比较完整、系统的黄

冈工商行政管理史料，的确来之不易。

在《黄冈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出版前，聊书以上数

语，一以志庆，二为致谢：感谢付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

员，感谢在修志过程中给予我局帮助的各级档案馆、

图书馆，感谢给予大力支持的各位老同志和省市有关

领导，不敢言之为序。

王’ 克 武
二ooO年十二月十六日



凡 例

一、黄冈市工商行政管理专志，史无前笈可据。故编纂仅以多

年四处征集的资料为基础，上起周秦，下断公元1997年。溯古详

今，少数史料延至1998年。

二、本志以时序为章，横书志事为节，记，志、传并用，图、表、附

兼容，共十章。

三、纪年Q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律采用各历史朝代年

号，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用

公元纪年。

四、凡习惯用语、专业名词、朝代年号和表述语言的数字，一律

用汉字记写。数量、数字和公元纪年的数字，均以阿拉伯数字填写。

五、本志记述的历史时间长，又其地域和行政建制变化较大：如

今之鄂州市、武汉之新洲、黄石之阳新、大冶均曾隶属过黄冈，故引

用之数据，仅按史料如实记载，未进行统筹调整，不可前后比较。

六、志书为保存史料原貌，均以叙事文记载，词句未加修饰，但

志书断句、史料引用，，系采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文字以全国通用简
化汉字为范。

七、金额数据。建国前分别以银元、法币、金圆券为币制单位名

称。建国后以人民币为单位o 1955年3月1日前的数据未按新人

民币换算。即新人民币一元折合旧人民币一万元。

八、凡志书所涉及各个时期的机构名称，一律以当时名称记述o

1996年黄冈地区撤销，建立黄冈市，故文中自1996年起简称黄冈地
区为“我市"，此前简称为“我区”o



黄冈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目 录

目 录

前 言⋯⋯⋯⋯⋯⋯⋯⋯⋯⋯⋯⋯⋯⋯⋯⋯⋯⋯⋯⋯⋯⋯⋯⋯⋯⋯⋯⋯⋯

序⋯⋯⋯⋯⋯⋯⋯⋯⋯⋯⋯⋯⋯⋯⋯⋯⋯⋯⋯⋯⋯⋯⋯⋯⋯⋯⋯⋯⋯⋯⋯

凡例⋯⋯⋯⋯⋯⋯⋯⋯⋯⋯⋯⋯⋯⋯⋯⋯⋯⋯⋯⋯⋯⋯⋯⋯⋯⋯⋯⋯⋯

大事记⋯⋯⋯⋯⋯⋯⋯⋯⋯⋯⋯⋯⋯⋯⋯⋯⋯⋯⋯⋯⋯⋯⋯⋯⋯⋯⋯(1)

黄冈市工商行政管理概述⋯⋯⋯⋯⋯⋯⋯⋯⋯⋯⋯⋯⋯⋯⋯⋯⋯⋯⋯(28)

第一章周秦至隋唐之工商管理⋯·⋯⋯⋯⋯⋯⋯⋯⋯⋯⋯⋯⋯⋯⋯·(32)
第一节市官⋯⋯⋯⋯⋯⋯⋯⋯⋯⋯⋯⋯⋯⋯⋯⋯⋯⋯⋯⋯⋯⋯⋯⋯⋯⋯⋯(32)

第二节管理诸法⋯⋯⋯⋯⋯⋯⋯⋯⋯⋯⋯⋯⋯⋯⋯⋯⋯⋯⋯⋯⋯⋯⋯⋯⋯⋯(33)

第三节古代市场⋯⋯⋯⋯⋯⋯⋯⋯⋯⋯⋯⋯⋯⋯⋯⋯⋯⋯⋯⋯⋯⋯⋯⋯⋯⋯(35)

一、坊市制度⋯⋯⋯⋯⋯⋯⋯⋯⋯⋯⋯⋯⋯⋯⋯⋯⋯⋯⋯⋯⋯⋯⋯⋯⋯⋯⋯⋯(35)

二、军市⋯⋯⋯⋯⋯⋯⋯⋯⋯⋯⋯⋯⋯⋯⋯⋯⋯⋯⋯⋯⋯⋯⋯⋯⋯⋯⋯⋯⋯(36)

三、互市⋯⋯⋯⋯⋯⋯⋯⋯⋯⋯⋯⋯⋯⋯⋯⋯⋯⋯⋯⋯⋯⋯⋯⋯⋯⋯⋯⋯⋯(36)

四、草市⋯⋯⋯⋯⋯⋯⋯⋯⋯⋯⋯⋯⋯⋯⋯⋯⋯⋯⋯⋯⋯⋯⋯⋯⋯⋯⋯⋯⋯(36)

五、庙市⋯⋯⋯⋯⋯⋯⋯⋯⋯⋯⋯⋯⋯⋯⋯⋯⋯⋯⋯⋯⋯⋯⋯⋯⋯⋯⋯⋯⋯(36)

第四节工商业⋯⋯⋯⋯⋯⋯⋯⋯⋯⋯⋯⋯⋯⋯⋯⋯⋯⋯⋯⋯⋯⋯⋯⋯⋯⋯⋯(37)

一、抑末政策⋯⋯⋯⋯⋯⋯⋯⋯⋯⋯⋯⋯⋯⋯⋯⋯⋯⋯⋯⋯⋯⋯⋯⋯⋯⋯⋯⋯(37)

二、陶窑业⋯⋯⋯⋯⋯⋯⋯⋯⋯⋯⋯⋯⋯⋯⋯⋯⋯⋯⋯⋯⋯⋯⋯⋯⋯⋯⋯⋯⋯(37)

三、冶金业⋯⋯⋯⋯⋯⋯⋯⋯⋯⋯⋯⋯⋯⋯⋯⋯⋯⋯⋯⋯⋯⋯⋯⋯⋯⋯⋯⋯⋯(37)

四、造船业⋯⋯⋯⋯⋯⋯⋯⋯⋯⋯⋯⋯⋯⋯⋯⋯⋯⋯⋯⋯⋯⋯⋯⋯⋯⋯⋯⋯⋯(38)

五、纺织业⋯⋯⋯⋯⋯⋯⋯⋯⋯⋯⋯⋯⋯⋯⋯⋯⋯⋯⋯⋯⋯⋯⋯⋯⋯⋯⋯⋯⋯(38)

六、竹篾业⋯⋯⋯⋯⋯⋯⋯⋯⋯⋯⋯⋯⋯⋯⋯⋯⋯⋯⋯⋯⋯⋯⋯⋯⋯⋯⋯⋯⋯(38)

七、榷酤、榷茶、榷盐⋯⋯⋯⋯⋯⋯⋯⋯⋯⋯⋯⋯⋯⋯⋯⋯⋯⋯⋯⋯⋯⋯⋯⋯⋯(38)

八、贵族商人⋯⋯⋯⋯⋯⋯⋯⋯⋯⋯⋯⋯⋯⋯⋯⋯⋯⋯⋯⋯⋯⋯⋯⋯⋯⋯⋯⋯(38)

九、常平仓⋯⋯⋯⋯⋯⋯⋯⋯⋯⋯⋯⋯⋯⋯⋯⋯⋯⋯⋯⋯⋯⋯⋯⋯⋯⋯⋯⋯⋯(38)

十、商业都市⋯⋯⋯⋯⋯⋯⋯⋯⋯⋯⋯⋯⋯⋯⋯⋯⋯⋯⋯⋯⋯⋯⋯⋯⋯⋯⋯⋯(39)

第二章宋元明清之工商市管⋯⋯⋯⋯⋯⋯⋯⋯⋯⋯⋯⋯⋯⋯⋯⋯⋯(40)

第一节兵马司兼领市司⋯⋯⋯⋯⋯⋯⋯⋯⋯⋯⋯⋯⋯⋯⋯⋯⋯⋯⋯⋯⋯⋯⋯(40)

第二节新法和市律⋯⋯⋯⋯⋯⋯⋯⋯⋯⋯⋯⋯⋯⋯⋯⋯⋯⋯⋯⋯⋯⋯⋯⋯⋯(41)



·2· 黄冈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目录

一、熙宁新法⋯⋯⋯⋯⋯⋯⋯⋯⋯⋯⋯⋯⋯⋯⋯⋯⋯⋯⋯⋯⋯⋯⋯⋯⋯⋯⋯⋯(41)

二、市律令⋯⋯⋯⋯⋯⋯⋯⋯⋯⋯⋯⋯⋯⋯⋯⋯⋯⋯⋯⋯⋯⋯⋯⋯⋯⋯⋯⋯⋯(41)

三、编审铺户⋯⋯⋯⋯⋯⋯⋯⋯⋯⋯⋯⋯⋯⋯⋯⋯⋯⋯⋯⋯⋯一"O O⋯⋯⋯⋯·(42)

第三节厢坊制度⋯⋯⋯⋯⋯⋯⋯⋯⋯⋯⋯⋯⋯⋯⋯⋯⋯⋯⋯⋯⋯⋯⋯⋯⋯⋯(43)

一、坊市变革⋯⋯⋯⋯⋯⋯⋯⋯⋯⋯⋯⋯⋯⋯⋯⋯⋯⋯⋯⋯⋯⋯⋯⋯⋯⋯⋯⋯(43)

二、厢坊制度⋯⋯⋯⋯⋯⋯⋯⋯⋯⋯⋯⋯⋯⋯⋯⋯⋯⋯⋯⋯⋯⋯⋯⋯⋯⋯⋯⋯(43)

第四节市集⋯⋯⋯⋯⋯⋯⋯⋯⋯⋯⋯⋯⋯⋯⋯⋯⋯⋯⋯⋯⋯⋯⋯⋯⋯⋯⋯(44)

一、市镇⋯⋯⋯⋯⋯⋯⋯⋯⋯⋯⋯⋯⋯⋯⋯⋯⋯⋯⋯⋯⋯⋯⋯⋯⋯⋯⋯⋯⋯(44)

二、庙市⋯⋯⋯⋯⋯⋯⋯⋯⋯⋯⋯⋯⋯⋯⋯⋯⋯⋯⋯⋯⋯⋯⋯⋯⋯⋯⋯⋯⋯(45)

第五节·团行⋯⋯⋯⋯⋯⋯⋯⋯⋯⋯⋯⋯⋯⋯⋯⋯⋯⋯⋯⋯⋯⋯⋯⋯⋯⋯⋯(46)

第六节官工商和民作务⋯⋯⋯⋯⋯⋯⋯⋯⋯⋯⋯⋯⋯⋯⋯⋯⋯⋯⋯⋯⋯⋯⋯(47)

第三章晚清和太平天国的工商管理⋯⋯⋯⋯⋯⋯⋯⋯⋯⋯⋯⋯⋯⋯(50)
第一节清末商政一⋯⋯⋯⋯⋯⋯⋯⋯⋯⋯⋯⋯⋯⋯⋯⋯⋯⋯⋯⋯⋯⋯⋯⋯⋯(50)

一、工商体制⋯⋯⋯⋯⋯⋯⋯⋯⋯⋯⋯⋯⋯⋯⋯⋯⋯·-：⋯⋯⋯⋯⋯⋯⋯⋯⋯⋯(50)

二、市镇制度⋯⋯⋯⋯⋯⋯⋯⋯⋯⋯⋯⋯⋯⋯⋯⋯⋯⋯⋯⋯⋯⋯⋯⋯⋯⋯⋯⋯(50)

’三、工商律法⋯⋯⋯⋯⋯⋯⋯⋯⋯⋯⋯⋯⋯⋯⋯⋯⋯⋯⋯⋯⋯⋯⋯⋯⋯⋯⋯⋯(51)

第二节商会⋯⋯⋯⋯⋯⋯⋯⋯⋯⋯⋯⋯⋯⋯⋯⋯⋯⋯⋯⋯⋯⋯⋯⋯⋯⋯⋯(5z)

第三节近代工商业⋯⋯⋯⋯⋯⋯⋯⋯⋯⋯⋯⋯⋯⋯⋯⋯⋯⋯⋯⋯⋯⋯⋯⋯⋯(53)

一、手工业作坊和工厂⋯⋯⋯⋯⋯⋯⋯⋯⋯⋯⋯⋯⋯⋯⋯⋯⋯⋯⋯⋯⋯⋯⋯⋯(53)

二、买办商业⋯⋯⋯一⋯⋯⋯⋯⋯⋯⋯⋯⋯⋯⋯⋯⋯⋯⋯⋯⋯⋯⋯⋯⋯⋯⋯⋯(53)

三、采矿业⋯⋯⋯⋯⋯⋯⋯⋯⋯⋯⋯⋯⋯⋯⋯⋯⋯⋯⋯⋯⋯⋯⋯⋯⋯⋯⋯⋯⋯(54)

四、金融业⋯⋯⋯⋯⋯⋯⋯⋯⋯⋯⋯⋯⋯⋯⋯⋯⋯⋯⋯⋯⋯⋯⋯⋯⋯⋯⋯⋯⋯(54)

五、歇家⋯⋯⋯⋯⋯⋯⋯⋯⋯⋯⋯⋯⋯⋯⋯⋯⋯⋯⋯⋯⋯⋯⋯⋯⋯⋯⋯⋯⋯(54)

六、运输业⋯⋯⋯⋯⋯⋯⋯⋯⋯⋯⋯⋯⋯⋯⋯⋯⋯⋯⋯⋯⋯⋯⋯⋯⋯⋯⋯⋯⋯(54)

七、官榷盐运⋯⋯⋯⋯⋯⋯⋯⋯⋯⋯⋯⋯⋯⋯⋯⋯⋯⋯⋯⋯⋯⋯⋯⋯⋯⋯⋯⋯(55)

第四节天国管制⋯⋯⋯⋯⋯⋯⋯⋯⋯⋯⋯⋯⋯⋯··Ol o⋯⋯⋯⋯⋯⋯⋯⋯⋯⋯(55)

一、地方机构⋯⋯⋯⋯⋯⋯⋯⋯⋯⋯⋯⋯⋯⋯⋯⋯⋯⋯⋯⋯⋯⋯⋯⋯⋯⋯⋯⋯(55)

二、经济衙门⋯⋯⋯⋯⋯⋯⋯⋯⋯⋯⋯⋯⋯⋯⋯⋯⋯⋯⋯⋯⋯⋯⋯⋯⋯⋯⋯⋯(55)

三、关卡⋯⋯⋯⋯⋯⋯⋯_⋯⋯⋯⋯⋯⋯⋯⋯⋯⋯⋯⋯⋯⋯⋯⋯⋯⋯⋯⋯⋯·(56)

第五节经济政策⋯⋯⋯⋯⋯⋯⋯⋯⋯⋯⋯⋯⋯⋯⋯⋯⋯⋯⋯⋯⋯⋯⋯⋯⋯⋯(56)

第四章民国时期的工商管理⋯⋯⋯⋯⋯⋯⋯⋯⋯⋯⋯⋯⋯⋯⋯⋯⋯(58)

第一节工商企业⋯⋯⋯⋯⋯⋯⋯⋯⋯⋯⋯⋯⋯⋯⋯⋯⋯⋯⋯⋯⋯⋯⋯⋯⋯⋯(58)

一、官办企业⋯⋯⋯⋯⋯⋯⋯⋯⋯⋯⋯⋯⋯⋯⋯⋯⋯⋯⋯⋯⋯⋯⋯⋯⋯⋯⋯⋯(58)

二、民族资本企业⋯⋯⋯⋯⋯⋯⋯⋯⋯⋯⋯⋯⋯⋯⋯⋯⋯⋯⋯⋯⋯⋯⋯⋯⋯⋯(59)

三、外资企业⋯⋯⋯⋯⋯⋯⋯⋯⋯⋯⋯⋯⋯⋯⋯⋯⋯⋯⋯⋯⋯⋯⋯⋯⋯⋯⋯⋯(60)

第二节合作社⋯⋯⋯⋯⋯⋯⋯⋯⋯⋯⋯⋯⋯⋯⋯⋯⋯⋯⋯⋯⋯⋯⋯⋯⋯⋯⋯(61)

第三节 旧式商业⋯⋯⋯⋯⋯⋯⋯⋯⋯⋯⋯⋯⋯⋯⋯⋯⋯⋯⋯⋯⋯⋯⋯⋯⋯⋯(62)

一、商业市镇⋯⋯⋯⋯⋯⋯⋯⋯⋯⋯⋯⋯⋯⋯⋯⋯⋯⋯⋯⋯⋯⋯⋯⋯⋯⋯⋯⋯(6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