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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几经周折，终于编纂成功了。它记载

了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发展历史，在本县工商行政管理发展史

上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

光荣任务·按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部署‘，并在太湖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太湖县工商局于1986年3月开始了《太

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编纂工作。编修《工商行政管理志》主要是

从“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出发，阐明工商行政管理在太湖县经

济发展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记述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由产生到

发展的全过程。为让世人和从事工商行政管S．v-作者更好地认识

工商，了解工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开拓未来，改善和加强工商

行政管S．r-．作，为促进太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和

经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如实简要、脉络性地记述了建国以

前，上溯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到晚清、民国时期、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这纵跨近百年历史的工商行政管理。
’

《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在太湖县工商局党组直接领导下，

组织编写人员，广泛收集资料，不辞辛苦，历时五载，从浩瀚的档案

资料、文献中查阅，广征博采，悉心考证，得以如期付印而成书。

该志书从设计到编写自始至终都受到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



政策法规处处长、省工商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李贤祥、副主任阮炯

和省局志办史江生副科长、王振良副科长等同志的悉心指导和帮

助，他们认真审阅了全志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

随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不断发展，全体工商行政管理干部职

工，必将在借鉴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刻苦学习，勇于开

拓，锐意进取，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为拓宽工商行政管理的广度，增

加深度，强化力度，促进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做出新贡

献，跃上新台阶。 ，

编纂社会主义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编修人

员系临时调集，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术训练，限于时间仓促和编写

人员水平，其中难免存在缺点甚至错误，敬请读者不吝赐教。待下

次续修时以便修正补充，使之完善。

一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委会

199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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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在太湖县委、县政府和县志办领导下，在中共太湖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直接指导支持下，负责组织领导编写人员编

纂而成·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叙述社会现象或反映工商行政管理

的历史和现状，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建国以后有关历史问题的记述，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准则。

三、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有的以公元纪年在前、后附民国年

份。断限时间，上溯公元1907年，下至1990年。按“详今略古”的

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工商行政管理历史的演变和现状，及其各项

具体行政执法管理工作。对涉及建国前有关工商管理问题，则尽可

能予以追溯，以明来龙去脉。

四、本志在总体内容上辑录了有关民国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

和督导工商团体、物价、计量、金融管理等内容，因为这些历史资料

反映出当时的工商企业和市场管理动态，故兼收并蓄于有关章节

中，在总量上偏重记述建国后工商行政管理体制，职能演变，现阶

段的基本任务和主要职责。同时，将各个历史时期工商管理方面重

要的文献资料作为附录。全志共分10章30节，约15万字。

五、本志体裁为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史料，均按原件文体照

录。以文字记述为主，并充分运用图表、彩照，分别附在有关章节
】



后，以补文字叙述之不足·

六、本志按志书体例设章，章下分节。注意事以类从，按章分

类，逐次分级横剖，使其层层相辖。但在各节正文中，则以具体历史

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从纵的方面予以叙述：

七、本志成书，以县档案馆资料为主，以报刊记载、文献资料、

座谈、采访记录材料为辅，并经过研讨、考证，集体整理编纂而成。

民国时期档案历史资料，在1949年建国前夕，几乎全被国民党太

湖县政府于崩溃时付之一炬，损失殆尽。编修人员虽竭尽全力而资

料搜录甚微，似凤毛麟角·因此，对其工商企业的发展，管理状况只

能作简略的一鳞半爪的记述。 ．

八、志中收录有关建国后的金额数据，均以现行人民币为计算

单位·1955年3月1日以前的历史资料记载的旧币金额数据按国

务院的规定，每1万元折合人民币1元计算。有的重要数据按原始

资料照抄，未按比例予以折算。对新的历史时期所列统计数字，以

县工商局年报材料为准，有的数据由有关单位核定提供。

九、志中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在文中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农历和清代及以前的纪年用汉字表示，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

十、有关货币名称，1935年前为银元，1948年7月前为法币，

1948年8月后为金圆券。1949年后为人民币(1955年2月以前为

使用过的旧人民币数额有的已按万分之二换算成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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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徽省太湖县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属于长

江经济带的组成部分。东邻怀宁、潜山，南邻望江、宿松，西与湖北

蕲春毗连，北与岳西、湖北英山接壤。县的建制始于南北朝宋文帝

元嘉末年(公元453年)，迄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原县治所

在地在晋熙镇，今东迁新城。太湖县是个人多耕地少的山区县，总

面积2030平方公里。全县9区2镇，48个乡，423个行政村，53万

人口。

据史料记载，远在明代，太湖县即“官廨居其半，庐舍廛市处其

半"。-县城西郊马路口镇是“商贾辐集之处”，“日中交易，日晡则

退"，当地茶叶、粮食、生漆等土特产品都在此集散。由此可见，太湖

私营商品经济曾有过喜人的发展。清末、民国初期、抗日战争前，在

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太湖即有10个较大集镇为商品集散地，其

中以晋熙、徐家桥、弥陀、牛镇尤为繁荣。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历有所设。清朝末年采取“恤商政策”，重视

商务，在政府中增设了工商管理机构，在民间设立商会，以联络众

商，沟通商情，达到保商兴商之目的。而商会以“剔除内弊，考察外

情”为己任，以保护商业、开通商情为一定之宗旨。据《太湖县志》

(民国11年续修)载：公元1907年(清光绪33年)，太湖县商会组

织成立(会址附设水龙局)，内设行业分会，负责工商、市场管理，调

节商业内部纠纷和摊派收缴捐税费用，上传下达，是政府的御用工

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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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民间商会沿袭使用。民国时期地方上的工商行政管

理职能在省级政权是由建设厅掌管，在太湖县为建设科行使。抗El

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仍划为县政府建设科主管。其具体工作则

由税捐稽征处和各地商会负责。商会在全县各行业中组织了同业

公会为工商业服务，并为工商业户办理开转歇业手续，调解、仲裁

商务纠纷和其他有关商务事宜·

1949年3月，太湖县全境解放。在建立县级人民政权后，于同

年9月，太湖县人民政府内设“太湖县工商管理局"，年底改为太湖

县工商税务局。1950年5月，太湖县人民政府设立了工商科，着手

对太湖全县私营工商企业进行登记管理，为全面整顿市场、稳定物

价、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国家财政税收、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52年，太湖县工商科组织领导全县工商界进行“五反"方

针、政策的学习，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至1956年，太

湖县开始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底将晋熙

镇的国药业汪万春、吴椿茂、市壶春、陈太和药店和徐桥镇的集成

国药店相继实行国药业公私合营后，于1956年6月，再将晋熙、徐

桥两镇的药业联营处连同人员、资金、财产一并移交县医药公司，

并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同时把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小商小贩

863户，从业人员994人和全部手工业1596户，从业人员1681人

分别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改造形式使他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

道路。1956年底，太湖县基本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已成为太湖县的经济基础。

从此，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形成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对维护国

家计划，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7年到1965年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遭到严重挫折。1960年前后，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使国民经

2



济遭到严重困难，市场商品奇缺，物价飞涨，物资供应紧张，社会上

有些人利用各种手段套购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非法抢购国家统

购统销农副产品，牟取暴利。针对这一情况，太湖县人民政府于

1961年11月9日，成立了太湖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对情节严重的

投机人员依法进行处理。在工作中有些政策界限不清，出现打击面

过宽的偏向。对集市贸易统得过严，管理过死。1962年，在党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及时调整太湖县工商企

业体制，于1964年完成国民经济发展任务。1963年，根据国务院

发布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对全县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

营和个体工商户进行了清理整顿和全面登记，并配合计划部门和

业务主管部门，重新划分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范围，调整网点布

局，取缔无证经营。1964年2月19日，太湖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成

立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设在县商业局内。

在“文化大革命"期问，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致使全县工商

行政管理处于瘫痪状态，机构被撤并，工作人员受到冲击，档案散

失殆尽。市场秩序呈现混乱状态，就连农村社员进城出售农副产。

品，也被视为资本主义行为。1968年4月，太湖县革委会决定成立

“太湖县打击投机倒把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从而把工商行政管理

的职能，变成了单纯的阶级斗争的工具。1971年9月，太湖县革命

委员会决定在县商业局内设“工商行政股”。对外保留工商行政管

理局和“打办室’’的名称o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太湖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太湖县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1981年11月，中共太湖县委

常委决定成立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相继在全县9区一镇建立

了工商行政管理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经过拨乱反正，组织上得到恢复和健全，自身队伍有了充

实和加强，政策、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从而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
3



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工商行政管理体系·在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开放全县集市贸易。本着“活而不乱、管而不

死”的原则，对市场进行指导性管理。城乡集贸市场日益繁荣兴旺，

市场秩序井然。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重新普查登记、验收发照、建

立企业档案，加强对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等方面管理。1984年6

月2 El，经太湖县政府批准召开了全县个体劳动者首届代表大会。

会上选举产生了太湖县个体劳动者协会。1986年6月，经太湖县

编委批准，同意县工商局设立直属分局，执行经济监督检查、查处

经济领域违法违章案件。：

1988年5月11日，经太湖县人民政府决定，召开全县第二届

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太湖县消费者协会，经县政府办(88)12号

文件批准于1988年5月11 El成立。

十年来，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各

类企业迅速增加。1984年在全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工商企

业1324户，从业人员11728人，资金5611万元。到1990年底，全

县工商企业已增加到1 660户，从业人员18928人，固定资产净值

达7481万元，自有流动资金5049万元。其中国有企业382户，集

体企业1271户。

全县除国有、集体企业外，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十年

来，太湖县个体工商业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获得迅猛发展。

1981年全县个体工商户238户，286人；到1990年底，已发展到

3207户，5207人。个体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

的补充。私营企业在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中崭露头角，一批经营有方

的个体户逐步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口截止到1990年

底，全县私营企业3家、投资者3人，在业职工66人。私营企业在

现阶段的重新出现和发展，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为振兴太湖经济发

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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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拓、发展各类市场，并把市场管理搞活，最近几年，建成

了一批固定的专业集市场地、多处顶棚市场和小型室内市场。到

1990年底，全县市场建筑总面积8000多平方米；县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投入市场建设资金累计逾百万元；集贸市场成交额连年上升，

到1990年市场成交额已达3034万元。市场设施逐步完善，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西寺深入，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市场

开始起步，一个在计划指导下的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型的市场体

系正在形成与发展。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tl主权的扩大以及市场调节

作用的加强，经济合同El益成为各单位之间经济关系的纽带·太湖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监督、检查经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调解和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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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工作，从而维护了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1988年开始

开展“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活动，到1990年底，全县共有30家企

业被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促进了企业自觉遵守并运用

经济合同法开展经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活动。

商标、广告管理，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近十年来，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商标是商品的标记，广告是传播

商品经济信息的手段。注册商标，国家承认其“专用”合法权益。优

质产品的商标，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显示其重要的作用。全县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在支持、促进商标、广告事业发展的同时，依法加强

监督管理，查处了一批注册商标侵权和违法违章广告案件。

在查处打击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走私 ·

贩私、倒卖进口商品，利用经济合同骗买骗卖，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等各种违章违法活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78年至1987

年，全县共查处走私贩私、倒卖重要工农业生产资料的严重投机违

法大、要案件26起，罚没款80010．46元。1990年太湖县工商局经
5



济检查工作又有了新的突破，一年来共查处经济违法案件151起，

其中千元以上的6件，万元以上的3件，罚没总金额8．56万元。

在对企业进行登记注册的同时，加强了对全县企业的日常监

督管理，制止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的违法行为，严格禁止党政机关、

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于1985年、

1986年、1988年先后三次对全县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对各类公

司和中心进行了清理整顿，克服了经营主体混乱现象，保证了经济

体制改革的J顿利进行。

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队伍的自身建设，是完成各项工作西寺保证。

在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部各项管

理制度，也相应地逐步完善。中共太湖县工商局党组坚持发扬民

主，发挥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的原则，各股、所按“六管、一打、一

制止"的职能，制定目标管理。年初集中整训，年终总结评比已形成

制度。在廉政建设方面，坚持“两公开一监督"，建立“六大纪律，八
”

项注意”和“十不准”，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

在中共太湖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太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坚持

改革开放，强化监督管理，逐步向“拓宽广度、增加深度、强化力度"

的三度思路转变，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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