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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管理商品经济活动的一种行政手段。它的范围包括商品生产和

商品流通领域。．它的职能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包括确认经济权利，协调经济关系，查

处经济违法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它属于上层建筑．近期是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服务的。
’ ．√ ．’

国家政权都有管理经济的职能，但设立专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则是国家行政机

构的设置与分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之日起，就组建了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并确定了它的职能范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都证明了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管理

商品经济中，确认经济权利，协调经济关系等必不可少的综合性的经济监督检查机关。

为继承我国编写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从．

1983年起，抽调了熟习青川工商管理历史的几位有志之士，经过五年的资料搜集整理，

现已编写成稿。．尽管因资料和编纂经验不足，许多地方不够完善，但基本做到“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回顾过去，．放眼未来万的原则，符合新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

的要求。展现了工商行政管理在各个时期的实际活动。 。

．
。．

．． “青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志黟，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申全会的方针、政策，路线深

入落实基础上完成的。经编篡为六章一十九节，共五万字。编篡中记述了工商行政管 ．

理、市场管理等“六管一打一制止节的任务，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志书。本志书系请廖建

林、陈德全同志搜集资料，马运寰同志作过编号，周文君同志作了)jn-r-_和总篡。‘

由于编写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局限，所记述的问题，难免
。

·
‘

．有不足或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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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 l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写喊思想性、科学
-性相统一的志书b ：一 -j ’r。_-‘：·+ ．¨ ‘。『=’：

：．’

’*二j本志记事时间QAl942年为上限，1985年为下限，个别情况略有例外。遵照详今一
略古的原则，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i 4．’ ．、。‘

一

三、’本志除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年表等外共分六章，十九节，约五万字： ，，

为记叙文体。以志为主，以“图"、“表黟为辅，间有论述。 ．‘

，

四t本志史料来源于青川县档案馆，县志办、税务局、供销合作联社以及口碑考证，．

’经过筛选而成。 ‘。1‘·． 。‘‘r
·‘

．、‘

r‘五、本志度、量、衡计量单位。民国时用民国的计量单位：升、斗、石，斤，两、

尺、。丈，建国后一律用市制。 J=

· 六，凡属历史朝代沿用习惯称呼，如明代、清代、民国等。分朝代记年(汉字表示)

后用括号注上公元时间。为．了叙述简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律写成搿建国．

前，之：“建国后黟。‘ '‘
-，

一七、一本志内数目字二位数一般用汉字，二位数以上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对一些重要文献，分别抄入文存和附录。
’‘

、

- 九、1950年后的人名加有“口"框住的，为编志时巳逝世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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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位于四川北部边缘，与川、陕、甘三省毗连，辖地2946平方公里，是四川省

的山区县之一j境内山峦重叠、溪沟纵横。具有明显的山区特点。农作物盛产玉米、黄

豆、小麦、洋玉，水稻、杂粮等；矿产以黄金为主，麸金、砂金遍及全县，，民间有“抬

头见山林“俯首拣黄金”的口头语。此外，森林，山珍，名贵中药材等，也具相当大的‘ ．

产量。’物产之富，是平原地区所不能及的。
’

建国前，长期处于车路不通，‘货物的出入流通，全赖人力背挑，畜力驮运，给山区

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极大不利。一般说来，当时的经济壮况．是停留或处于封

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县内无大工厂，只有几家小型的属
‘

于手工业性质的土纸生产厂，锅铧厂、机面生产铺。商业所有外地和本地人经营的土布、

百货、山货、药材、旅店屠宰业等，但多数日用工业品，全依赖落后的运输方式，从千1

里以外输进，加上人工运费出售，价格则高出产地价数倍以上。本地的农副土特产品也

是一样，多数以低价收购再运出外地销售。所以有“斗米斤盐，，之说。

民国三十五年(1946)至建国后的1953年成立县市管会之间。市管会机构划属于税

务部门管理。民国时的市场管理主要以收取税费为主。工商行政管理因无大工厂，也不

过是管理现有的私营商业和小手工业。
．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大力发展山区生产、开发山区资源建设山区，

逐步改善和提高山区人民的生活。与此同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由过去单一的市场

管理发展到工商企业、’经济合同、个体经济、商标、广告和打击投机倒把的综合性的经 ．

济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监督管理和市场管理，其性质与职能都是在经济领域里的无产阶

级专政工具。建国初期出于当时工作的需要，市管会和工商科分设。中间几度分合，。

1978年9月25日国务院以国发(1978)187号文件规定在地方应设立和充实工商行政管 ．

理机构。统一名称，县和县以上各级设工商行改管理局。1979年2月3日四川省革委又

以川革发[1979120号文件规定l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现与商业部门设在一起的，应分开

单独设立工商行政管理局。个别县有市管会，工商局两个机构的，应予合并，统称工商

行政管理局。县以下按区、镇设置工商行政管理所。根据文件规定，市管会便从此与工

商行政管理局正式r合并，统称工商行政管理局。 ‘‘’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商科和市管会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反投机，

稳定市场物价的活动，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加强了市场管理，保护合法经营，取缔 ／

非法活动，通过打击投机倒把，禁止金银，外币流通．从而稳定了市场物价．．安定了人
心，维护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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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过程中，利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有

利子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通过指导他们走国家资本

主义道路的形式，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由初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

包销，经销、代销，逐步走向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是推动他们和供销合作社加工订货，后组成手

工业合作小组和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初期社员的劳动工具仍属私有，社员分散劳动，

到1956年社会主义高潮时，’大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工具为社员共有，组成共同

劳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是组织他们联购联销，以后又组成合作商店(小

组j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合作商店(小组)成为改造小商小贩的主要形式。

． 】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按行业实行归口管理，工商科撤销，市管会与商

。。业局合并，同年秋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年底充实和健全了基层市管机构，通

．过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投击倒把，市场趋于活跃。
·

。1958年由于“共产风拶左倾思潮的刮起，排斥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
’

经营方式，把社会丰义统一市场，误认为是国营商业的独家经营市场，因而，-：LTT⋯r。I,r活跃起

来的市场又管死了。造成供求矛盾突出，黑市交易成风，直接影响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发．

展。1961年通过贯彻党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允许和鼓舞社员发展

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集市贸易，城乡集市贸易遂又恢复正常。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影响，机构瘫痪，人员下放劳动，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仅抓了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两个方面，工作中普遍存在宁“左"勿右，

宁严勿宽，管理过死，打击面过宽的现象，把一些正当商品流通活动，也加以限制，甚

至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赶场日期先后更改为五天，十天或每周星期日赶场，由此．

． 市场失调，出现了买难卖难的突出矛盾。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得到恢复发展．进行了组织建设，健．

． 全了局的股，室办事机构，增加了编制，新招了干部，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

务，面目焕然一新，集市场期恢复为兰天一场，疏理了流通渠道，扩大了上市品种，解

放思想，放宽政策，支持个体经济发展，全面进行普查登记，建立经济户口，积极开展

经济合同的鉴证管理和调解仲裁；加疆商标的注册，印制和使用管理；制止流通领域中

的不正之风，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贩私活动，保证了国家计划的完成I保护了消费者的

利益，从此，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不断完善和发展P

三十多年实践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管理商品生

产和商品流通领域的重要手段，工商管理机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份。只能加

．‘强，不可削弱。在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坚持为商品

生产，商品流通服务，必须吸取历史上“左黟的教训，采取多种服务措施。为坚持改革

开放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

的社会主义发挥应有的作用。 ．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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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民国三十四年(1945)3月6日四川省政府以财三地字第01687号代电。靠⋯⋯爰据

中央饬办公营市场之指示，·斟酌本省实际情形，订定本省各县(市)局设置公营市场应

注意事项九条(条文——见附录)，仰即遵行。 ·

民国三十七年(1948)青川县政府“年度财政报告黟中称。 “本县自治税捐包括公

。营市场管理费，自三十五年十月成立县税捐稽征处以来，即由该处依法征收彦：

11月27日，青川县参议会公函： “为审议箍收本年下半年度公营市场管理费照已核

定之预算加倍征收金元券7．o

19So年7月3日，青川县人民政府设置工商科。对工商企业进行行政监督管理。。

1951年5月29日，青川县人民政府税务局通知，奉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税务局指示，

查食盐为人民生活必需品，免征公营市场管理费。

9月，青川县人民政府颁发《青川县工商企业登记暂行办法》(草案)、《摊贩登

记实施细则》(草案)，《摊贩管理规则》(草案)。《行商登记暂行办法》(草案)。

1952年1月29日至2月1日在姚渡集市召开物资交流大会。通过交流，促进了城乡经
’

济的繁荣和发展。 一， ，

’

9月22日至25日在乔庄县召开物资交流大会，参加人数达3000人以上，成交金额 ·

为1．205、797．77元。 ．

10月22日至26日在青溪集市召开物资交流大会，成交额为224．470．300冠
’

1953年1月26日，成立青川县市场管理委员会。 ·

，

· 3月13日，青川县人民政府制定《青川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组织细则》。细则中对区

乡市管会的名称，设置地点，人员组成、领导关系，以及市管费的征收标准等，都作了

明确的规定。

1954年青川县人民政府首批在乔庄、孔溪，黄坪、板抚、骑马，观音、天隍、白水、刘

．家、姚渡等场镇开展调整商业，安排市场工作，共安排零售商143户，其中棉布业7l户。

食盐业24户，白酒业48户。

1956年8月撤销青川县人民政府工商科。

12月19日县市管会与县商业局合并办公。 、

1956年县市管会在县商业局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家禽家畜。．从巴中，广汉等地购回耕

牛64头，兔子400头，羊子376头，以优惠价售予农村社队。 ·，

1957年10月6日青川县人委会发布《青川县关于农副产品分类收购的规定》。

．、 10月8日青川县税务局将原由自己管理收税的糖类、茶叶，电器电料，百货，药材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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