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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是国家经济监督机关，也是行政执法机关。它的任务是

运用国家行政权力，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

进行监督与管理，是代表国家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权力的机关。建国前虽有工商行

政管理，但没有统一完善的机构。建国后，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各个历

史时期，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有关法律，法令，法规和政策，在对私

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济管理，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办活市场，保护合

法经营，打击经济违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

得一定成绩。编纂《梅州工商行政管理志》，目的在于反映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教训，揭示规律，承上启下，反映现实，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矽和研究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梅州工商行政管理志》列入“梅州市地方志丛书”，是《梅州市志》的组

成部份，它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反映了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的历史，发展及其兴衰起伏，着重记述建国后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和壮大，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巨大变化及其在改革、开放、搞活中的作用，反映了改革成果o

《梅州工商行政管理志》在编纂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机构变化频繁，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不健全，资料残缺不齐，人力不足，但在局领导重视下，得到

市方志办的具体指导，市局各业务部门的大力协作，支持和各县工商局提供有关

资料，编纂人员不辞辛劳，克服一切困难，在搜集，整理，遴选和利用资料上花

了很大功夫，使本志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成书出版之际，谨向各有关

单位和为本志编纂作出努力，浇注心血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l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缺乏经验，加之工商机构多变，资料不全，疏漏和错误

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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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命名为《梅州工商行政管理志》，列入“梅州市地方志丛书"o志

文中所述“兴梅区"、 “梅县地区刀、以及古称“嘉应州"，即今梅州市。

二，本志遵循“立足当代"，贯通古今，古为今用，上溯不限，下限至1990,

年，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进行编写。

三、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挣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存实求真，如实反映梅州市以及所属7县1区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反映建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巨大成就，反映改革成果。

四、本志体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记述，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横为

主，纵横结合，纵述历史，横陈现状，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等体裁，诸

体并用。其中照片集列于卷首。图，表分别附于各有关章节。对有关人物活动，

·

按“以事系人刀记述于有关章节，根据本项事业实际，不另立“人物传记矽专章。

五、本志历史纪年，朝代年号，采用当时历史习惯称呼记述，清以前均用当

时通用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后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以

便查照。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编目结构，按章，节，目设置。卷首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

记，志文设机构沿革、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企业登记管理(包括外资企业

登记)，个体经济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广告管理，附录等，共七章23节，

若干细目，全文约17万字o
‘

七，本志行文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简称“建国前"，

“建国后"， “党和政府"，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八，本志资料，来自于梅州市档案局、梅县图书馆，本局资料室，以及各县

工商志稿本和各业务科所提供的资料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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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闽、粤、赣3省交界处。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由程乡县(今

嘉应州，州治设在梅城，当时统领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

应五属，民国时期设广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

年5月1日改为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

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设兴梅专署于梅城，并戈q入丰

统辖七个县，建国前全市人口约200万人。兴梅专署于1952年并

府粤东办事处，后改为粤东行政公署，1956年3月分设汕戴惠

，兴梅属汕头专署。1965年又从汕头专署分出，成立梅县地区专

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梅县地区建制，没立梅州市，辖7

V1425．0541万人(1989年)，总面积1．5835万平方公里，约占广

。区内山峦起伏，丘陵绵延，属于“八山一水一分田力的山区。

文化和体育事业发达，素有“华侨之乡’’， “文化之乡刀、 “足

市内除主产大米外，还适宜种植水果、茶叶、甘蔗，南药等经济

作物，水力、矿产资源丰富，劳力充足，水陆交通方便。是发展山区经济的优

势。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

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

行政执法机构。它的职能是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商品经济活动中的合法权益，维

护商品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只要有商品经济和国家政权

存在，这种监督与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历代都设有执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机构

与官吏。西周在司徒之下设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唐在县设市署，
”

有市令，佐，史、师等官吏。明代县廨署由户房职掌工商市肆之事。清代沿袭明

制，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立商部，次年颁布了商标法试办章程，‘并设有商标

t．



——————■—————————————————————————————]

局。民国16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工商部，民国19年(1930)工商部

改为实业部。民国27年(1938)改为经济部，省设建设厅，次年还建立专卖制

度，成立专卖事业局，对盐、糖、烟、火柴等重要日用品先后实行专卖，从而控

制全国市场。各县公署(后改县政府)设有建设局或实业局，兼管工商行政管理

事宜。
?

新中国成立后，兴梅专署设有建设处，后改为建设，工商两个科o 1952年兴

梅专署并入粤东办事处(行署)设工商处，1956年成立汕头专员公署，设立私改

办公室，后设工商局。机构历经几度分合和撤销，最后在1974年重新成立梅县地

区工商局，各县也相应健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充实了工商管理队伍，加强了工

商行政管理业务建设o 1990年底，梅州市工商局已设有党委和支部。行政内设13

个科，有干部职工60人o 7县1区共有工商干部职工1675人和临时工437人。

建国40年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党和政府的经

济政策、法令、法规，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维护社会主义

公有制和国家计戈JJ，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对市场和企业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维护合法经济，取缔非法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经

济"的方针，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国初，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

主义经济成份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做了大量的工作。一

是贯彻与维护党和国家的统购政策，扩大计划经济领导下的市场，缩小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o 1953年政务院先后颁发了《关于实行粮食计

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1954年国家对棉花实

行统购统销¨对部分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对重要工业原料由国家控制。实行

计划供应，二是改造批发商，割断资本主义经济与农村经济联系，运用国家政权

力量，以行政手段，加强市场管理，颁发工商企业登记法，禁止场外交易，取缔

投机商业：加强物价和采赂等方面的管理，禾lj用经济手段，控制货币投放，整顿

税收，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擐机倒把活动，三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寒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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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圣上会主义改造。各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

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打击私商投机违法活动，稳定物价，

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通过加强流通领域的控制，推行收购

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推行经销和代销。再次实行国家资本主

义，即“公私合营"，四是对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

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1956年梅州各县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与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1958年后由于受“左”倾错误

影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完成了对私改造后，工商企业按行业

归口各主管部门领导，形成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工商行政管理的监督作用逐渐

削弱。同时又急于取销残存的私有制经济，个体小商贩和传统的集市贸易，工商

行政管理的范围大大缩小。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把任务看成是管理市场和打击投机倒把活

动，致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撤销，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o 1961年在贯彻“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恢复了城乡集市贸易和个体经

济，放宽政策，活跃市场o 1963年始各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逐渐得到恢复，加强

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开展对工商企业进行普查登记，重新核定其经营范围。划

定经济性质，整顿经济秩序，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各项业务得以

正常开展，市场秩序比较稳定o

“文化大革命’’10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深受其害。在“左黟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市场被看成是“两

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阵地拶，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关

闭，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取缔，工商法规遭到破坏。1968年各县工

商局和基层工商所、，市管会全部被撤销，’地区工商合并在财贸局，许多工商行政

管理干部受到冲击和批判，大多数干部下放劳动或被调离，业务工作处于瘫痪状

态o 1969年后各县又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要抓打击投机倒把和市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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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这一时期在工作中仍存在“宁左勿右、宁严勿宽”，管理过死的现象，背

离了客观经济规律，对生产和流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进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必有工商行政管理。所以，工商行政管

理的职能就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系统化。工商行政管理是上层建

筑的一部分，它通过各种手段来发挥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保证党和国

家中心任务的完成。国家在一个阶段中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的具体任务。1974年重新成立梅县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各县也相应恢复了工

商行政管理机构。

粉碎“四人帮"后，各县都加强和充实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特别在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使国

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发

挥，并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断清除“左"的影响，在指导思想上，从“以阶级斗争

为纲"转向以社会主义“四化矽建设服务为中心，着重于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协

调关系，方便群众，维护国家计划和经济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稳定发

展。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方针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管理，发

，展集贸市场，开展对工商企业登记和监督管理，发展个体经济，活跃城乡经济，

开展经济合同管理，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开展商标，广告管理，维护消费者利

益l打击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维护江会经济秩序，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各级党政领导下，10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正是反映了改革、开放方针的正确

性和必要性，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英明决策，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

的局面。特别是10年的改革、开放，梅州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
●

就o

(一)城乡集市贸易已由过去那种封闭形式的、垄断分割的市场变成开放型

的、繁荣活跃的市场，城乡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80年全市有集市91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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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交额仅有14914万元，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3．1％，仍有不少乡镇没有市

场。10年后的1990年，全市城乡集市已有141个，增加50个，全年集市成交额达

99412Y了元，比10年前增加了5．6倍，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扩大为30．7％，过去

集市贸易，主要是局限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一种交换形式，现在的

集市贸易已经发展成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一条重要渠道。在经济生

活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过去城市居民生活所需要的蔬菜和副食品几乎全靠

国营商业供应，现在绝大部分是靠集市供应了。过去的集市贸易主要是零售交
’

．易，产销见面，现在是批发市场逐步发展；过去主要是农副产品上市，现在工

业小商品也发展起来了。集市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生产，活跃了流通，方便了

群众，而且增加了国家收入。据初步统计，从1981年至1990年，集市收税就达

2．3403亿元。1987年始，为了提高集市管理水平，全市开展了文明管理，优质

服务，逐步实现了城乡集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并开展了创建“文明市场”活

动。有兴宁城镇兴田路市场被评为弗全国文明集贸市场"，有梅江区平安桥小商

品市场、兴宁城镇兴田路市场，五华横陂市场评为“全省文明市场"，还有18个

市场评为全市“文明市场"o 10年来，各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下了很大的力量抓

市场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从1979年以来，共投资建设市场达2331万元，扩大市

场面积22．0703万平方米。过去的集市绝大多数是露天市场，基本上没有什么设

施，这几年不断改善集市条件，县城市场已出现一批设施比较完善，商品比较齐

全的颇具规模的楼层市场，集市贸易已成为梅州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窗口。

(二)过去那种单一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类型

的工商企业迅速发展。1980年的全市工商企业普查登记的有4728万户，从业人员 。

21．1902万人，资金4．9956亿元，到1990年底，工商企业已增力【I到1．4326万户，

从业人员32．8907万人，资金21．6226亿元。除国营集体企业外，还有个体经济，
’

1980年全市个体工商业9565户，．从业人员1．0247万人，资金496万元，营业．

额200万元，私营企业基本绝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搞

活"的方针指引下，才恢复生机，迅速发展，到1990年底，个体工商业已发展现

4．8476万户，增长4倍，从业人员7．7326万人，增长近6．5倍，资金1．02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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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9倍多，1990年个体工商业户的营业额达4．0347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的22．8％，占集贸市场成交额的46．6％。私营企业1988年已登记注册的有27户，从

业人员362人。_至1990年私营企业增至189户，从业人员3274人。个体工商业和私

营企业的发展，对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方便群众，扩大就业发挥了积极作

用，对国家贡献亦不小。1981年至1990年个体工商业户向国家缴纳税金达1．45亿

元。还大力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到1990年底，全市已登记注

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有121户，从业

人员1．1409万人，注册资金达1．9938亿元，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

济成份并存的经济结构，全民所有制日益扩大，居于主导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

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从无到有，成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

益的补充。

(三)经济合同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和发挥，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经济合同

管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担负的一项新的工作。随着

指令性计划范围缩小，企业自主权以及市场调节作用的加强，经济合同日益成为

各单位和部门之间经济关系的主要纽带，做好经济合同管理工作，对于发展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加强社会主义协作，推动企业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

要昀作用。市、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监督、检查经济合同订立和履行，调解，

仲裁合同纠纷，确认无效经济合同，查处违法经济合同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据

统计z从1982年至1990年底，经市，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鉴证的经济合同2．9532

万份，金额37．19亿元，受理仲裁经济合同案件1029宗，金额1358万元；查处违

法经济合同21宗，金额212万元，确认无效经济合同20宗，金额109万元，为企业

挽回经济损失达2216万元。为了推动广大企业自觉遵守《经济合同法》，维护经

济合同的严肃性，近几年来，开展了“重合同、守信用"的活动，到1990年底已

有1485户企业参加活动，其中有63户连续4年和68户连续3年被市，县政府授予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o

(四)查处经济违法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贯彻

“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同时，根据各个时期出现的问题，开展打击投机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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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活动和走私贩私斗争。重点打击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

非法活动；打击倒卖进口商品的活动，打击利用经济合同和其他手段骗买骗卖的

活动，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商品活动；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据统计，10年来，全

市共查处的各种经济违法案件1．4937万宗，罚没金额达3232万元，查获没收物资

有汽车765部，摩托车64部，电视机2156台，录相机491台，收录机490台，手表

2．6677万只、钢材39．5吨、木材474立方米，化肥983吨、进口和国产香烟9．2995

万箱、黄金1357克，白银80．33万克，文物2990件。

(五)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商标和广告管理工作有了较大发展。

过去由于市内经济不发达，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对商标注册不重视，1979年前，

全区仅有注册商标的58件，绝大部分没有注册。如五华县名酒长乐烧有几十年的

生产历史，但“长乐牌"米酒早已被人注册使用。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0年中，注册的商标就有298件。同时对商标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制止侵权假冒行
，

为，维护了注册商标专用权o 1982年2月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广告管理暂行条

例》，全面对广售经营单位进行了清理登记工作，取缔了一些弄虚作假的广告，

促进了广告事业健康发展。

(六)随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自身建

设，也不断加强。过去虽有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但机构不健全，变动频繁，人员

很少，法规不健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级党，政的重视下，市、县

都健全了卫商行政管理机构，到1990年为止，市，县机关配备了f部，职工380

人，成立了党委和支部，健全了科室。全市164个乡镇设有基层工商所141个，检

查站(队)5个，．共有管理干部职工1295入，ELl979年的519人增长1．49倍。此

外，还有临时X．437人，圩期：I：722人。从1984年开始，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执行任

务时统一着装，逐步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新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刀0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以经济改

革理论为指导，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繁荣梅州经济；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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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加强监督管理的关系，搞活经济，必须加强学习工商行政管理法规，

秉公执法，依法管理，必须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队伍的自身建设，改进工作作风，

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并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按照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前进，尤其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

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进一步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坚持改革、促

进改革，支持商品经济加速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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