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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史料翔实，突出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特点，以

期起到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

二、本志分上、下卷，上卷的上限为1939年，下限为‘1985年；下卷上限为1986年，

下限为1990年；上、下卷分别列序言、概述、大事记；破惯例，将凡例列入上、下卷之

首，上、下卷均遵守其例，免其重复。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和横排竖写的原则，按类分章，展现自贡市工商

行政管理的递嬗和发展情况。

四、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述而不评，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五、本志引用的数据，在1977年前只含自流井、贡井、大安、沿滩四个区，从1978

年起即增含荣县，从1983年起即增含富顺县。个剔例外的，加注．

．六、本志对币制问题，凡未注明旧币的，均系1955年2月28日币改后的人民币；民

国时期为当时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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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

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我们重视和研究工商行政

管理的历史，就是要运用唯物史观，坚持辩证法，通过对丰富的史料的科学分析，总结

作为上层建筑的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找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体现无产阶级的阶

级意志和利益，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方面的规律和特点，建立和发展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商行政管理科学和体系。

历史服务现实，科学指导实践。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上层建

筑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工商行政管理的根本宗旨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工

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要拓宽监督管理的广度，增加监督管理的深度，强化监督管理的力度。

在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时，除了我们不断探索，大胆开拓，刻意创新外，新出版

的《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将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历史的启示。

本书是几位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怀着对工商事业执着追求的感情而

编纂的。他们查阅了档案资料二千余卷，经过收集、整理、编辑、审核、历时四年半，三

易其稿，现终于问世了。我对他们的辛勤劳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所有对本志

编纂、出版提供帮助，给予指导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真诚的谢意。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愿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者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做出新贡献。

章立

1990年7月24日于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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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只要有商品经

济，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运用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对

工商企业、经济合同、商标、广告、个体经济、集贸市场及各类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它具有调整经济关系、行政执法和社会服务的职能。

清代管理工商业及市场活动，以聚敛税赋为目的。民国时期，自贡设市前，盐业主

要由富荣东场、富荣西场两个场署管理，其它工商业概由荣县、富顺县管理。1939年9

月1日，自贡设市以后，盐业主要由川康盐务管理局管理，其它工商业概由市政府的建

设科、社会科管理。这些管理，除了在于掌握各行各业的经济状况以外，主要是为统治

阶级的利益和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服务的。

1949年12月5日，自贡市和平解放。1950年3月10日，成立自贡市人民政府工商

局。在中共自贡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商局担负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保护国家

计划、协调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等综合性经济管理

任务。

在1950年至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执行。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扶持私营工商业，保护合法经营，促

使迅速恢复生产，并引导他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组建国营专业公司，优先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用国营经济力量配合行政管理手段，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投机违法活

动；平抑市场物价，制止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组织物资交流会，沟通城乡物资交

流，活路自贡市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政策，调整公私经济关系，

促进私营、公私合营、合作、个体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协调发展，为自贡市有计划地

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执行国家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登记管理，控制其

开、停、并、转、歇业；贯彻国家对重要物资(粮食、棉布、棉纱、棉花)的统购统销

政策；主管全市加工订货，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配合市委统一战线

工作部，制订公私合营计划，扩展公私合营企业，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向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至1956年初，自贡市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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