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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且

△淮北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志轩

△淮北市工商局锾导和缩写人员台影



》淮北市工商局党组

血员、副局长h洪启

(|淮北市工商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路廷俊在工作

会议上。

，!淮北币]二商局赍自

_芷员、副局乇张峰



q中#淮北市工商局党组成

员、淮北市纪委驻市工商局纪

柱组组长崔扬挂

△1992年7月Io日．妥徽

省工商岛局长罗秫发(右二)

税察即将动工的推北市粮食

交爵市场。

》1992年5月，安徽省工商

局刮局长麓家福(左一)在准

北市碰市长张继忠(若=)陪

同下视察惑浆综合贸易市场。



△1993年12月26日．在淮北

市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歌咏

活动中．市工商局台瞩团：挠优秀

组织奖和优秀节目奖。

》全国文明集啻{市场——准

北市惠黎综合贸易市场

q安徽省淮北煤擞交易甫场

开业，淮北市副市长粱卫国、

市政协副主席冯崇科参加了剪

彩仪式。

V淮北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室





》淮北第一纺织企业集

团以国家太塑企业淮北第

一棉纺织厂为棱心．下属

十余企业．诫集团以纺织

品为主．集工、商、技．

贸为一体具有综台功魁的

外向型企业．目前拥有纱

绽76000枚．线链14000

枚，布机1920台．汽疽纺

纱2044头，固定资产总值

l·4亿元。

司淮北市口子艚广．年倒利

税6000万元以上．该厂生产的

日于酒多次获国优．1992年

11月在法国巴摹国际名优僭晨

评会上和曼各名稻博览会上．

同露溪日子滔均获特别盒奖，

相王御酒获盒奖．

q淮北市杭淮丝翱厂，

是我市著名乡镇企业．谈

广生产的丝舅被面．高档

丝■面辩、丝舅最装等一

百多十花色品种多次获省

优、部优，罾索金镪奖．

产品远销非洲、鼓洲、东

南星等十几十国索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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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省级重台同守信用企业

安徽省淮北发电厂

q淮北服装集团是安撤

省唯一的一隶集科、工、

贸于一体的大型纺织服装

企业集团。现有同定资产

总值6800万元，年产值
1 4亿元．年剖利税1200

万元．

q私营企业——上海大众

淮北维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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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淮北市工商行

政管理志》经过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志编写组的辛勤劳动和市

局各业务科室、直属单位及各工商分局、所的积极配合，于1993年

6月底至1994年4月下旬，历时9个多月，顺利完稿，这是淮北市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一件大事，值此之际，欣然提笔作序。

修志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人”的意义

重大的工作。由于时间的推移、机构的变化、人员的更迭，人们对淮

北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历史的了解渐趋淡化，回顾历史，总结得

失，让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借鉴，才能对未来充

满坚定信心，才能把现在的每一个努力都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密切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的历史使命，开翎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

面。

《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翔实地记述了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

的历史和现状，表现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中的特点和作用，体现了当地的特色，它对于我们研究、了解淮北

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

的。
。

翻开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可以看出，淮北建市后，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活跃；随着改革

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淮北市的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在中共淮北市委、市政府和安徽省工商局的正确领导

下，通过其各项职能的发挥，注重强化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其

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振兴淮北经济，推进各项经济体制改

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应有贡献，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

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首肯。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商行政管理(1961--1978年)走过

一段不平凡的曲折道路。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鼓励农村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允许已进入国营、

集体商业的小商贩分离出来经营，允许已下放到农村的个体商贩返

城经营。城乡集市贸易一度得到恢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逐步得到

加强。依照1962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

法》对淮北市范围内的经营者，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清理

整顿和全面登记，并配合计划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重新划分行业

的生产经营范围，调整网点，取缔无证经营，建立了有利于地方经济

发展的良好秩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被撤销，

集市贸易被取消，工商管理干部被下放，工商企业、个体工商业登记

管理、经济合同管理等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战

略决策。淮北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适应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需要，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逐步建立健全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充分发挥

各项管理职能，在监督管理和管理商品经济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

序，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搞活管好

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工商行政管理坚持“放而有度，活而有序，管而

有法”的原则，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大力开展“五好集市”竞赛活动，

推行“三位一体、四级管理”和“三定五包一奖惩”为内容的岗位责任
2



制；采取各种形式i．开辟多渠道，加速市场建设步伐，进一步促进了

商品流通，活跃了市场，满足了人民生活需求。1981年后，全市工商

企业实行全面审查登记，建立了“经济户口”和工商企业目录，先后

制定下发了《用足用活政策，支持企业发展的二十一条》、《淮北市企

业登记注册试行办法》和《淮北市企业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简化企

业登记审批手续，缩短办证时间，在全省率先实行了“窗口式”登记，

使淮北市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为鼓励和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淮北市工商局先后下发了《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方面的意见》、

《更新观念，放宽政策，扶植支持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工商业的发

展》的通知、《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办法》等文件，采取了一系冽优惠政

策，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较快发展。在打假、打私、打击投机倒

把、合同管理、商标广告管理等方面均取行了优异成绩。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以“三个有

利于”为指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锐意改革，勇于创新，顺

利实现了“四个转交”，即从主要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到服务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从侧重于监督管理集贸市场转到监督管理社会主义统

一大市场；从局限于国内传统的监督管理方式转到更多地借鉴国际

通用的管理方式；从侧重于业务管理转到运用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

手段进行宏观监督管理。一是市场建设发展迅速，淮北市从1980年

的71个农贸市场，年成交额3518万元，发展到1993年的162个门

类齐全的农副产品市场、粮食批发市场、工业消费品市场，年成交额

达4．3亿元。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从无到有，截至1993年

底，全市共有各类“双生”市场6处，年成交领5．8亿元，初步改变了

淮北市“双生”市场严重滞后的状况。二是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有重大突破。截至1993年底止。全市各类企业发展到

4290家，三资企业已登记注册48家，个体工商户2．5万户，从业人

员4．3万人；私营企业219户，从业人员5038人。三是经济合同、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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