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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右前旗工商物价管理志
‘

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欣闻《科右前旗工商物价管理志》告竣付梓，并受编委之托，操

无椽之笔，诤诤片语为序，甚为荣兴感奋!

《科右前旗工商物价管理志》纵贯古今350余年，通览志稿，可以

从工商物价管理这一侧面，看到艰难岁月中全旗的经济状况和在改革

开放伟大变革中的振兴。志书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古今皆陈，交相

辉映，纵横捭阖，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突出

了时代风貌，体现了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反映了改革成效。为人们

考察了解全旗工商行政、物价管理提供了丰富、准确的历史资料和现

实依据，亦为今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强化

执法力度，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切望各级领导和经济管理战线的同志

们都来读读这部难得的好志书。 、

《科右前旗工商物价管理志》的编j著、审者十度寒暑，竭尽全力，

广征博采，字斟句酌，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终纂成

书，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其志可佳，其业可

贺。在此，我深表敬意和谢忱!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

旗长高酋
1997年5月1日



序 言

序 二

科尔沁右翼前旗历史悠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商品交换活动。生活在这里的东胡人，

不惧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到燕国的国都(4-天的北京市昌平县)，换

回自己喜欢的鱼、盐、枣、粟等生活消费品。此后，又有10几个少数

民族及部落，在这块活佛圣水滋润的土地上，表演出威武雄壮、有声

有色的历史活剧。但是，却一直生活在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游牧

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经济形态中。因而，工商企业发展起步较晚。

清咸丰六年(1856年)始，遵照奉院颁发《部定牙贴变通章程》，

对深入本旗的“旅蒙商"进行监督管理。清代末期，光绪二十八年

(1 902年)郡王乌泰开始“官垦"放荒，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本旗才

出现设有专职人员和机构的工商物价管理活动。

随着科右前旗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成长，市

场经济体系渐趋成型，管理机构也日臻完备，管理范围在日渐拓宽。特

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商行政管理作为维护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公共经济利益的行政法律权力，远远突破工商企

业的行业界定，向社会主义大市场管理拓展，进入一个“黄金"发展

时期。然而，对其中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探索，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地

区发展市场经济行政执法规律的认识，我们有相当多数的工作人员，仍

局限在“必然王国’’的境地。我们的认识如何实现向“自由王国"的

飞跃，为繁荣市场经济服务?认真研究自己的发展实际，从中寻觅、总

结出带有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规律性、法则性的东西，使自己的



科右前旗工商物价管理志 ·I·

思想认识升华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从而使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站

得高一些、看得远一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于这一主导思想，

1989年8月24日下午，旗物价工商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将《科右前

旗工商物价管理志》列入本旗工商、物价行政管理队伍业务建设的重

点工程。确定主编，抽调配备业务骨干搜集资料。于1993年4月下旬，

责成霍树枫同志加速编纂工作，并特邀旗档案史志局局长、《科右前旗

志》主编冯学忠同志为编审。

今天，在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辉煌时刻，当我们满

面笑容欣赏五月鲜花，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感到由衷欣慰的日子

里，终于铸就了这一庞大繁杂的历史性工程。这是我旗有史以来第一

部关于工商行政、物价管理的学术性专业著作，这是我旗工商行政物

价管理整整140年的历史缩影。虽然记述的是在不同时代对不同所有

制关系的经济行政管理，却凝结着工商行政物价管理战线几代人的辛

劳和智慧。但愿它能为探索民族地区的工商、物价管理工作规律，提

供有益的借鉴；为提高我们的工商行政、物价管理质量和工作效率，发

挥出固有的作用；为历史留下一笔难以估价的宝贵财富。

在这一专著出版发行之际，谨对本书编审、出版给予过关怀和支

持的旗委、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兴安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旗长)塔彬同志、突泉县委书记

(原副旗长)窦连玺同志、科右前旗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刘忠贤等领导

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副旗长．步彬弓

‘⋯一⋯商局鬈’荔秀
f_

1997年5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 例

一、本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薄古

厚今，实事求是地记录本旗工商物价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为通志。上述追本溯源，下限至1995年12月末。

三、本志体例，篇首冠大事记，提纲挈领，鸟瞰全志。主体为概

述、经营登记、市场管理、单项管理、物价管理、经济检查、挂靠单

位、重要文件文章辑录等8篇37章99节。篇末缀后记，略述编纂始

末。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表、录，以志为主。结构分篇、章、节、

目4个层次，横排纵述，纵横结合，以类系事。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以时系事。．

六、历史纪年，清末之前，均用历代年号r夹注公元纪年；东：It

沦陷时期，在纪年前均加“伪’’字。

七、本志记述地域范围，均以历史上当朝政区版图为限。1945年

后，以现行政区版图为限。

八、1945年8月14日，为本旗解放初始日；本志称“解放后”，系

指1946年2月旗人民政府成立后；“建国后”．系指1949年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九、本志资料、数据来源，均为旗档案馆和职能部门保存的档案

资料。

簟-----_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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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i己

清(公元1616～1911年)

后金天命十一年
(1 626年)

科尔沁部首领布达齐朝见皇太极，

被赐号“札萨克图杜棱”(即济农)；喇

嘛什希被赐号“岱达尔罕”。

崇德元年
(1 636年)

皇太极封奥巴弟布达齐为札萨克

多罗札萨克图郡王爵，封奥巴从弟喇嘛

什希镇国公爵，均诏世袭罔替。

雍正、乾隆年间
(1 723始)

“旅蒙商”深入乌兰河、三岔、阿

尔山、杜拉尔等地收购马牛羊等畜产

品。 一
，

， 咸丰六年

(1856年)

遵照奉院颁发《部定牙帖变通章

程》，对深入本旗的“旅蒙商"进行监督

管理。
。

光绪十七年
(1 891年)

札萨克图旗郡王乌泰私招外旗租

户垦荒，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

垦荒地4．2万垧。是年，在“普惠寺"的

鬼神祭日或节日中，出现粮食贸易活

动。

光绪二十八年
(1 902年>

始管理、监督丈放荒地的土地价

格。是年，在札萨克图旗、镇国公旗出

现买卖土地的书面合同。

光绪二十九年
(1 903年)

奉天(沈阳)府在札萨克图旗洮儿

河与交流河汇合的交叉点，沙迹盖毛都

(今吉林省洮南市)设立荒务局。

光绪三十年
(1 904年)

7月，镇国公旗设置荒务局，并设

租料调查委员会，监督荒价事宜。



光绪三十一年 行登记管理。

(1 905年)

驻黑龙江省将军程德全依从佐领

吉祥请求，在索伦山之阳绰尔河设立祥

裕木植公司。是年，本旗对工商企业实

光绪三十四年
(1 908年)

王爷庙出现第一家商铺一“增记”。

民国时期(1 91 2～1 93 1年)

民国9年
(1 920年)

5月，建索伦商团。

民国20年
(1931年)

李辅臣从洮南府顺兴商号分出来

到王爷庙，与增记的张文焕同股，新开

商号“长顺增”。

东北沦陷时期(1 93 2～1 945年)

伪大同2年
(1 933年)

12月12日，洮索铁路全线完工，

通车营运。

伪康德5年
(1 938年)

9月1日，伪西科后旗公署废除旧

度量衡，推行新度量衡器。

伪康德6年

(1 939年)

伪满洲国颁布“经济统制”政策，宣

布一切生活必需品均置于政府统制之

下，限定价格，严禁私贩私卖。

是年6月1日，在王爷庙设置市场

交易管理机构。

伪康德7年
(1 940年)

伪政权加强经济统制，各种必需品

配给不足的情况渐渐加重，本旗商业缺

乏资金，物资极端缺乏。

1 945年

8月，在王爷庙街设立牲畜交易市

场，恢复粮食自由市场，鱼肉菜类贩卖



科右前旗工商物价管理志

市场。

社会主义时期(1946～1995)

1 946年

2月，喜扎嘎尔旗(今索伦镇)政

府建立交易局。

4月，交易局改称为人民合作社。

8。月，前旗人民政府设置财建工商

科、产业科和经济部。当月，经济部发

出告示．“禁止牛羊皮革出境"。

10月，东蒙人民合作社改为东蒙

实业公司，喜扎嘎尔旗人民合作社改为

东蒙实业公司喜扎嘎尔旗支公司。

是年起，对地方国营企业实行登记

管理。

1 947年

4月4日起，对王爷庙街各粮商每

月经营情况实行登录制，以备检查。

5月31日，旗长杰尔格勒和王爷

庙街长王海楼发布布告，整顿复兴市

场。并由自治区成立粮食公司，以此平

抑粮价。
；

’

1 948年 ：

4月，开始提高畜产品价格，降低

工农业产品价格，取缔“旅蒙商”的不

等价交换和放高利贷等非法活动。并对

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国家定价。

1 950年

春，旗人民委员会工商科在索伦、

大石寨等地设专职的工商助理。6月

始，对全旗工商企业实行营业登记。

1 951年

7月，将生产资料市场纳入监督管

理范围，对阿尔山、五岔沟、白狼市场

进行检查。

9月，对索伦私商私运钢材进行惩

处。． 一

10月4日，科右后旗在察尔森召

开物资交流大会。

1952年

11月始，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

物资执行最高限价指导下的评议价格。

1 953年

2月中旬，本旗开始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 ：

动。

1 954年

4月23日起，限制私营工商业活



大 事 记

7月30日和9月间，在大石寨、索

伦成立粮食初级市场管理机构。

8月26日，开始对棉布、棉花和针

织品实行统购统销。

场。

1958年

取消大牲畜交易，关闭牲畜交易市

1 961年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产品收

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调整

农副产品收购工作和农副产品收购价

格，减少统购统派任务，实行奖售、换

购、加价奖励政策，开展高价购销业务。

1 963年

5月3日，关闭农村、集镇粮油市

场。 ·

9月7日，旗人民委员会发布《关

于封闭粮食市场的布告》，从9月lO日

起封闭城乡粮油交易市场，并关闭集市

贸易。

1 964年

根据国家政策，适当增加农副产品

的统派、统购任务，缩小奖售范围，降

低奖售标准，控制高价收购商品品种。

1 967年

8月20日，执行中央指示，对市场

物价实行冻结，直至1972年6月。

1 968年

1月16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倒

卖牲畜的斗争。

2月10日，执行中共中央1月18

日《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

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精神，全旗封闭

取缔61家合作手工业、商业、厂店。

1 969年

12月6日，旗革命委员会发出《关

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的紧急通知》，

规定猪肉市场一律封闭。

1 970年

3月，全旗开展“一打三反”(打击

现行反革命破坏，反贪污盗窃，反投机

倒把，反铺张浪费)，至1972年末，处

理投机倒把分子54人。

1 978年

12月，本旗进入物价改革阶段。

1 979年

5月23日，旗商业局向旗革命委

员会提交成立科右前旗工商行政管理

局的报告。

8月12日，旗革命委员会发布《关

于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规定》，逐渐开

放集贸市场。

8月29日，开放牲畜交易市场。

12月18日，开展粮油议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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