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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编史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藉古鉴今，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造福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纂而成，也是大连市工商行政管

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编志。

建国以后，国家为管理、维护国民经济和市场秩序，组建了综合性

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施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在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

挥了应有的职能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

后，特别是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

机制以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成为社会主义大市场的监督管理和行政

执法部门，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处于十分

重要的地位。我们编修《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既是适应改革、开放

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强化工商行政管理，

维护和创造公平竞争秩序，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需

要。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搜集、考证了

一个半世纪以来大连地区工商行政管理的珍贵资料，客观地反映了工

商行政管理的历史，特别是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大连地区解放五十年来

工商行政管理的发展史。全书共约35万字，囊括了机构人事变革、私营

经济管理、个体经济管理、市场管理、企业登记管理、商标注册管理、广

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经济检查和工商行政管理大事记等方面的内

容，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部志书的问世，不

仅为工商行政管理提供了系统的、重要的历史资料，为学习和总结工商

厂；



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亦是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已进入试点阶段，市场监督管理正走向法制化轨道。

在这样的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更加艰巨、复杂的任

务。这就要求全市工商行政管理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j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基本理论和其他科学知识，学习法律知识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

同时，认真研究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以史为鉴，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出版，也是献给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建局五十周年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必将对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政策

业务素质，全面改革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制度，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

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 宗 胜

一九九五年七月



凡 例

1、本志采用章、节、目序列，目以下按实际情形相应确定层次。总体

结构上贯彻横排竖写原则，即首先按事物不同内容进行分类排列；在具

体事物上则依时间顺序进行记述。至于在哪个层次上从横排转为竖写，

则依各部分具体情况而定。

2、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志、记、述、图、表、录、照片

诸体并用。

3、本志记述内容上限起自1 840年，下限除个别照片外截止1 990

年。为追本溯源，部分章、节适当上溯。

4、本志所用数字、币种、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七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方案》的要求书写。一般保持原貌，

不加换算。

5、本志所用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采用历史朝代纪年，夹

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纪年视语言环境灵活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 6、本志涉及的有关历史政权、各时期职官名称，均沿袭历史习惯称

谓；地理名称有变化的，视具体情况在旧称后夹注新称或在新称后夹注

旧称；机关、团体、部门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夹注简称，再次出现

时采用简称。
。

7、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一事一条，个别作注。记事以时为经，以事

为纬，依年、月、日顺序排列。日期不清，列于月尾，月份不清，列于年末。

8、本志文中如无其他注释，所及“解放前"指1 945年8月22日以

前，之后为“解放后"；“建国前’’指1949年9月30日之前；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指1978年12月以后。

f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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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志引用日文名词，一般沿用原文，对其中词义与汉文不同的，

则加汉文夹注。

10、本志文中简化字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

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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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经济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是政府依据法律、法规、．

政策和制度，运用行政手段，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的一种综合性监督

管理，以期达到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活动，维护经济秩序，保证国民经济顺利

发展的目的。它不同于业务归口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而是

主要从执法角度进行宏观管理，因而在国家经济行政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大连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清朝中叶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解放前工商行政管理

的特点之一是：历届政府中没有综合性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分别由一些相应部门承担。大连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始于金州、复州古城。早在清康

熙五十二年(1713年)，旅顺水师营十字街即设有粮食、蔬菜、杂货、柴草、牲畜等集

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皇族郑亲王家仆嘉琼等由户部领到一张“许可证”

(民间称为“龙票”)，到复州五湖咀(即今复州湾)开矿采煤。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复州知事吴瞻莪在复州城“设立集市，以便商民”。清末，金州即有手工业作

坊、商业店铺311户，并由金州统领衙门户科发给营业证照。清朝中、末叶，随着海

禁放松，大连与山东、江浙间海上贸易渐趋活跃，旅顺羊头洼、金县大连湾、新金县

皮口、城子坦、复州娘娘宫、庄河县庄河镇、青堆子等沿海码头，成为贸易商品集散

地，这些地方的集市、庙会、手工业、旅店、饭馆随之发展起来，政府亦派官员管理

和收税。据《庄河县志》记载：民国6年(1917年)，庄河县财政税收中即列有“营业

许可证费30份，每户5元，年收150元"一项。这个时期，清廷和民国虽曾颁布一些

工商管理法规，但内容简单，管理亦不严密，尚处于萌芽状态。俄、日帝国主义殖民

统治时期，随着港口通航和铁路兴建，大连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日

本的垄断资本、民间资本和中国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形成相当规模，发展最高峰的

1941年，全市私营工业达到1372户，商业5828户，并建成一套比较发达的城乡市

场网络。1905年8月，日关东州民政署建起大连市内第一座公立零售市场——信

浓町市场(1937年拆除迁入常盘町市场，即今大连商场北楼)。1907年后，陆续在

市内及金州、旅顺、普兰店、貔子窝(皮口)建成10处公立零售市场；在大连、旅顺

分别建立鱼批发市场；1928年，在人船町(今西岗区双兴街)建成大连市内规模最

大的综合性的中央批发市场。1912年9月1日，建立大连交易所，下属大连商品信

托株式会社和大连钱钞信托株式会社，开展以粮食、大豆、钱币为主的现货和期货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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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同时在金州、旅顺、各县等农村亦先后开放31处市场。13本统治年代曾颁布

工商业和市场方面的一系列管理法规，如《营业取缔(管理)规则》、《大连市场取缔

(管理)规则》、《大连市场租赁规则》、《大连交易所规则》、《大连交易所普通大豆先

物(期货)交易规章》等，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工商行政管理法规体系。这些管

理法规大多沿袭13本国内的管理办法，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点。

第二阶段，是从1945年大连解放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大

连工商行政管理任务繁重，作用突出的一个历史时期。大连解放初期，参照其它解

放区的经验，历届政府中均设有专职或兼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其职责范围很

广，集经济业务工作与工商行政管理于一身，曾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部门之一，

先后承担过接收、管理敌产企业、工商业和车船登记发照、组织合作社、管理渔盐、

粮食、城乡集市贸易、度量衡、进出港物资、私营企业生产计划安排、原材料调剂、

技术指导、商标注册等多项任务，并取得很大成效。到1952年，全市资本主义工业

已发展到706户，年产值3 505．83亿元(旧人民币)；手工业2 817户，年产值

1 889．49亿元(旧人民币)；私营座商5 512户，年销售额4 678．8亿元(旧人民币)；

有城乡市场26处，个体商贩发展到3 360户，年成交额546．6亿元(旧人民币)，均

已接近解放前最高水平，对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

作用。后来，随着政府机构逐步健全，分工划细，陆续将粮食、渔盐、度量衡等具体

业务工作以及公营企业移交给工业、商业、水产等部门，开始向综合性经济行政监

督管理机关过渡。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立时，大连市政府和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即曾制订了一整套地方性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有：《大连市工厂管理暂行规

程》、《公司登记办法》、《商行登记办法》、《旅大市摊贩管理暂行规定》、《旅大市行

商管理暂行规定》、《商标登记暂行办法》等。这些法规的颁布、实施，保证了大连市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初步走上正轨。像这样相对完备的工商管理法规、制度，亦是当

时处于战争环境下且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其它解放区所少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要任务是管理资本主义

工商业和个体商贩、手工业，贯彻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

针，集中力量组织和管理私营企业加工订货，统一掌握、分配加工订货任务，管理

加工订货合同，制订加工订货价格，鉴定产品质量，处理合同纠纷，同时还组织公

私合营试点和商业代购代销。在一定意义上，工商管理局已成为私营经济的主管

部门。至1953年，全市加工订货总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69．7％，私营、个体商业

为国营商业代购代销亦成为主要经营方式，基本上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计

划轨道；至1955年，共组织32户公私合营试点，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都为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个体商业、手工业合作化奠定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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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这是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几经起伏，在艰难中徘徊探索的一段漫长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原来的主要管理任务已经完成，主要管理对象——资

本主义工商业已不复存在，国营、集体经济和遗留的少量个体工商户，都按行业实

行归口管理，因此，对以后工商行政管理的对象、任务，一时尚不明确；1954年，国

家对粮、棉、油等实行统购统销，限制自由交易；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中，农民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被取消，集市贸易亦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这种背

景下，企业登记全部停止，城镇18处集市和一大批农村集市被关闭，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亦被撤并长达7年之久。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

字方针后，情况有了好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还需要附有一定范围内

的自由市场作补充；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仍需要利用登记管理手

段，实现国家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仍然是必要的。因此，根据中央有

关文件精神，大连市曾两度恢复城乡集市贸易，并于1963年恢复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机构，进行全民、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全面普查和登记发照。当年共登记全

民、集体企业9 011户，个体工商业6 290户，城乡集市发展到77处，全年交易额

达2 215万元，同时着手对管理企业经济合同进行调查研究。这种好转的势头仅持

续很短时间，不久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干扰下，又实行对集市贸易“缩小范

围，逐步代替”的方针，先后撤销城市集市4处，压缩规模8处，并连续三次开展大

规模整顿市场秩序，打击投机倒把(以下简称“打把”)斗争，在执行政策上偏严，管

理偏“死"，在打击对象上扩大化，长途贩运农副产品被定为“投机倒把”，一律加以

取缔；农村社队和社员个人一律不准经商和开旅店、饭店；有些经营手工业生产加

工和从事建筑维修者，亦被打成“地下工厂’’和“黑包工”，受到严厉处罚；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机构亦于1965年再度被撤并。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

开始，集市贸易和个体工商业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12处城市集市被全

部关闭；企业登记被诬为“管、卡、压”；商标注册被说成“资产阶级法权”；有的工商

管理领导干部则被戴上“复辟资本主义黑线人物"的帽子，整个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陷于瘫痪。

第四阶段，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1990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纠正了“左’’倾错误，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进入全新的发

展阶段。1978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恢复成立；至1979年底，所属10个县、区工商

局亦陆续恢复成立，经过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纠正“文革"期间“打把"中的冤假

错案，转变工作指导思想，认真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使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在搞活集市贸易，放开农副产品贩运，扩大市场规模，加强市场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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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了重大突破。城乡集市网点从1980年的118处发展到1990年的276处，成交

额从5 465万元增加到97 677万元，增长17倍，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从

3．05％提高到12％；1980年到1990年，全市市场建设共投资8 466万元，建成顶

棚式、楼层式、商场式大、中型市场104处。集市贸易活跃，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

其次，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亦取得显著成效。个体经济从1979年的4 139户、

4 545人，发展到62 101户，108 401人，分别增加14倍和23倍；私营企业从无到

有，共登记633户；个体、私营经济生产经营额从5 829万元增加到108 930万元，

增长18倍，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从0．3％提高到12．3 oA，并出现一批私营企

业大户和名优产品、出口创汇产品。个体、私营经济在全市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在

第三产业中，占居了重要位置，成为全市多种成分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商行政管理领域不断拓宽，从原来主要管理集市贸易，查处投机倒把，企业

登记，商标注册4项任务，发展到城乡市场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企业登记管

理、经济合同管理、广告管理、商标注册、打击投机倒把、纠正商品流通领域的不正

之风等8项任务。至1990年末，全市共登记全民所有制企业7 882户，集体所有制

企业25 682户，联营及其它企业854户，外商投资企业514户，注册商标l 952个；

自1978至1990年末，累计鉴证经济合同339 326份，确认无效经济合同73份，调

解、仲裁经济合同纠纷1 295件，查处经济违章违法案件62 268件，其中投机倒把

案件12 252件，罚没总金额3 360万元。在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活动，维护经

济秩序，支持搞活市场、搞活企业，促进改革、开放，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商行政管理队伍自身也发展壮大起来。至1990年末，全市有市、县(市)、区

工商局12个，基层工商(市场)管理所(站)122个，工商管理干部从1980年的414

人增加到2 162人。经过普遍的政治、业务培训和廉政教育，干部素质有了提高。

在这个时期中，大连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活”与“管’’的关系上，

进一步积累了经验。如何处理“搞活”与“管好”的关系，历来是工商行政管理的“焦

点”性问题，早在1959年，中央就提出了“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60年代初，

市政府和工商局亦多次提出和采取过一些搞活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但终究不能冲

破“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束缚。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清

除“左’’的思想影响，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逐步树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

革、开放、搞活经济服务的工作指导思想，但在处理“活’’与“管”的关系上，亦经历

了一个反复、曲折的探索过程。松动政策，放宽限制之后，经济活跃了，生产发展

了，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乱"的问题。1984年以后，出现了一批一无资金，二无经营

场地，三无管理机构的“皮包"公司和名为集体，实为个体或私人所有的“假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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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街头无证经营增多，以及钻“双轨制”(指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并行)和对外

开放的空子，将计划内商品转计划外高价销售，倒卖走私进口商品，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产权关系不清，经济诈骗增多，分配不公和经

济秩序混乱，损害了国家、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利益。针对这些问题，从1985年开

始，根据中央“治理整顿"方针，进行了清理整顿公司和党政机关办企业，清理“假

集体”企业，加强取缔无证经营和街面市场秩序管理，加强查处倒卖重要生产资

料、紧俏耐用消费品和走私进口商品大要案，多次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活动，使经济秩序有了很大好转。但在治理整顿中，往往也出现某些管理过严的偏

向，不利于市场和企业经营的活跃。大连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总结并吸取了

这种“一管就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的经验教训，注意在放宽政策的

同时把管理措施跟上去，在加强管理的时候，不忘支持搞活企业、搞活市场，初步

做到了“管中有活，活中有管”；“活而有序，管而有度”；“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历来重视法规、制度建设。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的需要，更把法规、制度建设提到首要地

位，在执行国家、省各项法规的同时，还结合大连实际，先后制订各种地方性法规、

制度和政策性文件170多份，初步达到法规相对完备，政策明确，管理制度具体，

便于操作，较好地克服了以往在管理措施和执行政策上存在的随意性倾向，做到

管理上有章可循，处罚时有政策依据，实现了从“靠权管”到“靠法治”的历史性转

变。同时，还通过实行岗位责任制，分片包干，分段管理，开展竞赛和建立各种考

核、检查、评比制度，使责任到人，管理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零打碎敲，“轰、撵、

抓、堵、罚”，临时突击等游击式工作方法，初步实现了管理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

范化，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各项管理任务的顺利完成。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还注意经常研究新形势，及时调整政策，改进管理，

积极主动地为改革、开放服务。他们经常调查研究每个时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多

次适时地提出调整政策和改进管理的意见。自1984年以来，市工商局先后制发或

报请市政府转发的《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支持企业进行改革的意见的报告》、

《关于企业、个体、商标广告注册登记发照工作的改进意见》、《关于国营、集体工商

企业实行转制、租赁、股份制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促进和支持横

向经济联合的意见》、《关于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扩大工商

企业生产经营范围的报告》、《关于进一步发展个体经济的意见的报告》、《关于加

速发展集贸市场报告的通知》、《关于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意见的报告》、《关于

支持企业搞活生产经营的通知》等文件共计30多份；各县(市)、区工商局也先后

制发和代县(市)、区政府起草了大量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大幅度放宽了全民、

集体、外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范围与经营方式，支持了企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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