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蓼l 0静懑
夏囊行政管理泰

纛纛一；溱囊耋蓬萋攀i簧漆遴囊鍪i薯萋鬻毫攀罄≤萎嚣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主 编：方萃椿 钟荣涵

执行主编：蔡昌福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都县地方志办公室

高6孓一

／尹

l『-·-·．r。L-r·r·}lo‘-r·-··k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方萃椿

何乐铭

刘才生

华才园

方本强

谢罗福

刘才福 郭东海 李称林 丁大惠 谢生霖

高永红 方名云 许小琴 朱统林 李于昌

谢传涛 肖和生 钟敬东 谢地源 陈建国

编 辑 部

主 编：方萃椿 钟荣涵

执行主编：蔡昌福

编 辑：蔡昌福 钟健瑞

资料员：詹冬生 肖永红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开本：787 X 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368千字 插页：8 印数：1—500

2002年2月第一版 2002年2月第一次印刷

赣新出内准字第0003304号’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方萃椿

何乐铭

刘才生

华才园

方本强

谢罗福

刘才福 郭东海 李称林 丁大惠 谢生霖

高永红 方名云 许小琴 朱统林 李于昌

谢传涛 肖和生 钟敬东 谢地源 陈建国

编 辑 部

主 编：方萃椿 钟荣涵

执行主编：蔡昌福

编 辑：蔡昌福 钟健瑞

资料员：詹冬生 肖永红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开本：787 X 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368千字 插页：8 印数：1—500

2002年2月第一版 2002年2月第一次印刷

赣新出内准字第0003304号’



序 一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优良传统，也是一项利在"-3代，惠

及子孙后代的文化建设事业。于都

是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

建置，具有2200余年悠久历史的

大．县、扼江西南北交通之咽喉，为

闽、粤之通道，素有“三省往来之冲”、“东南之一要区”之称。古往今

来，商贾云集，物畅其流，市场繁荣。自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

年)县令邱钦若始撰《于都图经》至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编

纂付梓成书的《于都县志》共有12次。每次志书虽都未设“工商行政

管理”篇章，但都有县令(知县)兼理工商行政管理活动和征收“课

税”分工的记载。1985年开始编纂新《于都县志》时，县工商局曾组织

专人编写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至1986年底，共写出约15万字的初

稿存档。1992年、1997年出版的两部《于都年鉴》所载的于都县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记述了1986～1992年、1993。1997年两个阶段的内容，未

能贯通。今年夏季，经县工商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商请县地方志办公室

具体承担编纂出版《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全局上下热忱支持，编

纂委员会成员认真审核修改编写大纲，局、股档案人员积极提供资料，

县志办编写人员严肃认真、辛勤笔耕，局、股领导细致审改送审稿。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于都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工商行政管理志顺利出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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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国家的意志，体现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对

工商企业等组织的经济行为从外部进行监督和管理，在革命和建设中都

起重要的作用。《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按照“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的方志体例，坚持存真求实的方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

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队伍、集贸市场、市场管理、．企业登记管

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经济检查、商标与广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

消费者协会、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党群组织、行政工作、荣誉辑录等内

容。 ，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充分反映了全县工商行政管理战线上干

部职工，长期尽心尽责，依照法律法规积极工作所创建的业绩，采用寓

观点于记事之中的手法，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经验

和教训。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特点，

是一部观点正确、史料真实、体例完善、文风端正的社会主义专业志

书，为进一步做好全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遵照上

级确定的干部任职制度，本人已退居二线，诚望全局干部职工，在市工

商局、中共于都县委的领导下，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针，认真阅读这部工商行政管理志，吸取有益的经验，为于都的经

济繁荣做出更辉煌的业绩!

方萃椿
二00二年元月十八日



序 二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编纂

《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工商

行政管理系统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

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县

工商局在盛世修志持续发展的形势

下，抓住机遇，组成编纂委员会，商请县地方办公室承担编纂出版《于

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总的感觉是观点正确、结构清晰、资料翔实、

文字顺畅。对于都县建国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的历史与现状，成绩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了系统记述，编

纂出了于都县两千多年来的第一部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志。这是县志办编

写人员辛勤笔耕，工商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形成的精神文明硕

果，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值得庆贺。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志，“非示

观美，将求其实用也”。编修社会主义志书，必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出版，对我们了解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进一步开拓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新局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殷切期望

并充分相信、全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干部职工，在市局党组的正确领

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七·一”重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

艰苦奋斗，一定能谱写出更加绚丽的工商行政管理工

陈晓东
二Oo二年元月十八日



凡 例

．一、《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以下简称“本志”)的编纂，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记述本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的历史与现状，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溯到有资料可查的年代，下

限统计数据断至2000年底，干部任免、奖励、大事记延至出版前。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图、表、录等诸体组成。概

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

事本末体；专业志，以章、节、目(有的目下设子目、条目)3个层次

编排，横分门类、纵写史实，设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集贸市场、市场管

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经济检查、商标广告管理、经

济合同管理、消费者协会、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党群组织、行政工作、

荣誉辑录等13章36节；照片刊于编首，图表插于相关内容之处；文件

辑存着重辑存重要文件。

四、本志记事，实书直叙，寓观点(褒贬)于记述之中；记褒奖，

除在“荣誉辑录”记述处、县(含)以上机关授予的奖励外，还采用以

事记人的方法，记述处、县以下相关系统(单位)给予的奖励、表彰；

纪年，中华民国以前，用旧纪年，为便于阅读，括注公元纪年；苏区时

期和建国后的文字记述和各种表格，一律用公元纪午。



五、本志用语体文和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公布的简化汉字记述，数字

采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记述。

六、本志为节省文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

后，．简书为“建国前"和“建国后”；对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名称，第一

次出现用全称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以后则简称为“国家工商局"、“于都县工商局”，或“县工商局”；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只记述法

律、法规名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等等，只记述《经济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7个字则略写。

七、本志章节内容互相交叉时，采取详此略彼，注明“详见⋯⋯”

的方法处理。

八、本志资料主要出自县工商局档案室的文书档案和《于都县志》、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于都县组织史资料》、《于都年鉴》等文献，同时也

采用了一些经过考证的口碑资料。统计数字选自历年上报的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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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于都县，自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建置，虽在古代就属于开发较快

的地区之一，三国吴至南北朝曾为郡治所在地近250年，但由于2千余年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业贸易不够发达。至清朝末年，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只有知县或县佐兼理课税的分工，未设专门机构。民国时期，县公署或县政

府的建设科或社会科负责兼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苏区时期，县苏维埃政府设立

经济建设部，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49

年10月，县人民政府设立了工商科，1956～1972年，先后在县商业局、县商业

管理局、县商业局革委会、县商业公司革委会内设一个股负责o 1973年设立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1975年又并人县商业局。1976年独立分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后再未变动o 1982年，县工商局内设人事秘书、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私营经济

管理、市场管理等4个股，后又陆续成立了合同管理、经济检查、计划财务、商

标广告、法制5个股和1个市场服务中心；自1979年起，在公社(镇)市管会

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20个基层工商所和8个工商管理站。此外，1983年和

1991年，先后成立了两个副科级群团组织——县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和县消费者

协会，协助县工商局抓个体私营企业监督管理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是经济监督系统中执行经济行政监督职能为主的监督管理部

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代表国家的意志，体现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对工商

企业等组织的经济行为，从外部进行监督管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于都县工商行

政管理的发展经历了如下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对

象是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及其生产经营活动o 1949年10月起，县人民政府工商

科，根据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级工商部门的部署，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

一是加强市场管理，平抑物价。建国初期，全县49个圩，因旧社会和战争

遗留下来的创伤，市场贸易仍较混乱，物资紧缺，有些投机商人乘机哄抬物价牟

利，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县工商科依据国家工商局颁布的《市场管理办

法》和《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商业办法》，打击不法商人的投机活动，支持

商民重新开业；会同银行等部门加强金融管理，取缔了金银黑市，巩固了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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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稳定了市场交易；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市场管理围绕

统购统销工作，开展打击不法行为活动，有力地保证了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执

行；对不法商人反对改造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这些，对推动资本主义私

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国营经济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加强企业登记管理，维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县工商科遵照政务

院颁发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及《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登记的补

充指示》，至1956年，对全县768户各类企业，1890人、25．33万元资金进行了

登记，并以私营企业为管理重点，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经常的监督检查。从

而，推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证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

本实现。

三是加强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检查监督，组织他们成立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引导他们走集体化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二)1957～1966年，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工

商行政管理的对象转向小商小贩和集市贸易活动。管理的范围转向流通领域。主

要内容为：

一是企业登记管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为主的登记

管理已告结束。普遍认为“国营、集体各有其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再进行登

记管理是多此一举”，停止了企业登记管理工作。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

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底，国务院颁发了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1963。1964年对全县158户全民所有制企业、

394个生产单位，151户合作社(店)、381个生产单位，48个手工业合作企业进

行了清理整顿和全面登记，并与计划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共同核定了各类企业的

生产经营范围，核发了营业执照o“文革”开始后，企业登记管理工作被迫停止。

二是集市贸易管理o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全县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

和家庭副业，关闭了集市贸易。工商行政管理一度失去管理对象o 1962年遵循

党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决定》提出的“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的

补充”的大政方针，和管理市场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本县的集市

贸易得到了很快恢复，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快发展。

三是打击投机倒把。三年经济生活暂时困难时期，物资紧缺，物价猛涨，投

机倒把活动再度猖獗，严重冲击国家计划，影响主要农副产品的计划收购和主要

工业品的计划供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狠抓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工作，同时

对工商企业全面进行了清理整顿。1963年，本县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调整，

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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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遭到很

大的破坏。当时，把抓经济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把集市贸易批判为“产生资

本主义的土壤”，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规章制度

和企业的管理称为“管、卡、压”废除，使工商行政管理跌入低谷：机构被撤

并，人员被精简下放；对集市贸易则采取减少圩期，限制上市品种，致使商品流

通渠道堵塞，打击投机倒把扩大化，混淆了正当经营和非法经营的界限-打击投

机倒把的对象越来越多，仅1968年查处的投机倒把案就超千起，定为大案的超

过百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o 11年后贯彻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复查投机

倒把案件的几条意见》，才逐步落实政策，作了实事求是的纠正o

(四)1976年10月以后，是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新时

期o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国家

·相继颁发了《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商标法》、

《广告法》、《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法可依。县工商

局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上

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部署，努力开展工作，开创了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的新局面。

企业登记管理方面o 1977年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初步恢复正常；1978年，

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了普查登记，经登记发证的有1245个单位，从业人员24600

人，资金6122万元；1985年底，经登记发照的有567户，分支机构1095个，从

业人员30750人，资金15740．2万元；1989年，对全县已登记的734户独立核算

企业和1220个分支机构进行了重新注册或换照，换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71户，

营业执照108户，注销和合并90户，换发分支机构营业执照901个，注销和合

并319个；1994年，核准登记的企业2140户，其中法人713户，营业单位(分

支机构)1427户，年内新登记注册无主管部门企业ll户o 2000年，核准登记注

册企业1377户，其中企业法人713户，经营单位891户，注册资本(金)33219

万元。

市场管理方面o 1979年全县各圩镇陆续恢复传统圩日，上市农副产品逐步

放开，上市品种由上年的86种增加到143种；1985年，全县有43个市场，重点

抓了市场服务工作。全县18个工商(市管)所配备了18名兼职信息员，同全国

56个县(市)建立了信息传递关系，是年始开展了创评表彰“文明市场”、“优

秀市管员”活动，已坚持了16年，从未间断。1986．1992年，县工商局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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