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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道炎

正当荆沙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迎接荆沙合并之际，荆州地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编纂的{：荆州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即将出

版问世了．它的编纂成书，既为原荆州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划上了

一个园满的句号．又为新设立的荆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铺垫了一

块坚强的基石．具有承前启后、服务当代、资政未来的重要作用．对

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1

．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生

而产生，也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

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

势，商品经济不发达，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无从谈起．进入

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国家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

济，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当前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历史上，荆州地区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甚发达．历代封建王

朝对工商业的管理，除征收税赋外，很少有扶持性的措施和具体的

行政管理．民国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有所加强．比如

对工商业登记发证，查处违禁物品，监督管理市场等，但那时的管

理既不系统，也不规范，对工商业的制约和推动甚微．新中国建立

后，为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均设立了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专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的内容

和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只管集市贸易、小商小贩和打击投机倒把发

展到企业登记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私营

经济管理以及查处各种经济违法活动，并逐步形成了工商行政管

理体系．新中国成立45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荆州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

支持改革开放、服务经济建设，保护合法经营，打击非法活动，维护

市场正常经济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荆州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历史上特别是

新中国建立45年来全区工商行政管理几起几落的发展历史。尤其

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工商行政管理的各项工作进行了重点记述．内

容翔实，真实可信，具有地方性、资料性、可读性和时代性等特点。

它的编纂成书，对于全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今后的改革和建设

的实践中，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更好地为经济

建设服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值此志书付梓之际，欣然命笔作序，以示庆贺．

一九九四年十月
‘

‘
， 。

～



凡 例

一、《荆州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指针，按照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要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荆州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二、本志记述的范围，以荆州地区现在的辖区为准。历史上，属

于荆州地区而现在已划出的，只在文字叙述中作简要说明，不作具

体介绍，记述内容，以现在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工作向前追溯。历

史上属予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内的工作，而现在划由其他部门

管理的，只记当时的管理情况，划出后，不作记载。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1993年底

(大事记延续到1994年lo月31日荆沙合并)．

四、本志采取“详近略远，横排纵述，以类系事，以事系人”的原

则进行编纂．在记述中，一律采用客观表达方式，以叙事为主，述丽

不论．在结构上，设有章，节、目．各项业务统计表一律附于每项业

务工作之后．

五、书中的汉字以国务院第二次颁布的简体字为准．年代、数

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晚清、民国时期的纪年，一律使用当时

纪年，用中文书写。后面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书中的机构、地名一律按照当时的名称记载．

六、称谓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后面多次出现

时，用简称．简称表述方式：荆州地区除写明“荆州地区”外，简称

。我区’’或“本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用全称外，简称。新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I“中共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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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荆州地区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的江汉平原，东邻武汉、孝感，西

连宜昌，南接潮南，北通襄樊。现辖江陵、松滋、公安、监利、京山5

县和石首、洪湖、天门、仙桃、潜江、钟祥6市及五兰农场．，总面积

29038平方公里，1993年底总人口为1139万人：

，荆州地区属古云梦泽故地，以平原为主(占总面积的

64．4％)，兼有部分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35．6％)。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长江、汉

水由西至东纵贯全境，东荆河、内荆河、通顺河、虎渡河等河流交错

如织；洪湖，长湖、三湖、白露湖等湖泊星罗棋布．雨量充沛，四季分

明，土地肥沃，富藏石油、磷矿、岩盐等50余种矿产资源，盛产粮、

棉、油、麻、猪、鱼、蛋等农副产品，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历代

兵家必争之地，史有“荆州轻重，则举国安危一之称． 一

自天下划野分州．荆州即为九州之一．荆州之名，最早见于《尚

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以当时境内有蜿蜒高耸的荆山(今

南漳县西南)而得名．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一直是历代封王置府

的重地．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徙都于郢(今荆州城北5公里处的

纪南城)开始，楚国先后有20代国君在此建都达411年之久。自公

元前106年汉武帝以荆州之名设置地方机构——荆州刺史部以

来，荆州作为府、州、郡、道、专署、行署等行政名称已有近2100年

历史． ．

’

新中国建立前，荆州地区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

。目然资源。但由予漫长的封建统治，加上无穷尽的战乱、水患，农、

工、商业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在农业方面，以种植水稻，棉花

‘1·



等农作物为主，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据产粮大县《监利县志》记载：

民国时期，多数年份粮食亩产仅loo一150公斤，棉乡天门县．民国

时期，除民国九年0920年)皮棉亩产达40公斤外．其他年份均为

15—20公斤左右。人民完全靠天吃饭，正常年景，农业生产尚能自

给自足．一遇水灾、旱灾．人民背井离乡，处于饥寒交追之中．工业

方面，以传统的手工业为主，各县的家庭手工业颇为发达，成为农

民和农村经济辅助来源的重要部分．但工业基础薄弱，很少有现代

水平的工业企业。直到1949年，全区仅有松滋的沙道观、公安的斗

湖堤两大动力轧花打包厂以及江陵、钟祥，天门、沔阳等县数十家

碾米厂和纺织厂．1949年，全区工业总产值仅5077．29万元，其中

手工业工场总产值为3223．03万元，占63．48％．商业方面。清末、

民国初年，曾一度出现繁荣景象。特别象江陵的郝穴、松滋的沙道

观、洪湖的新堤、沔阳的仙桃、公安的藕池、天门的岳口、皂市、监利

的朱河等集镇，商品交易活跃，市场兴旺。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汉平

原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不少过去较为繁荣的集镇都不同

程度地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主要街区毁于战火。1938--1941年，

沿长江，汉水大部分城市和区镇先后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

抢，商民外逃，店铺关门闭户．抗日战争胜利后，商民返归，市场有

所恢复，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一方面“商税繁多。商民惊

呼负担奇重，群情惶骇，老死壮流，民不堪命”·一方面“农村破产．

物价暴涨，营业难期发达．”商人因不堪重负，被迫停业、歇业甚至

破产，市场一片萧条． ，

：．

新中国成立后，荆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勤劳的双手写下了历史的新篇

章。工业从无到有，农业迅速发展，商业不断繁荣．特别是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荆州人民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不断调整经

济结构，改革经济体制，打破城乡封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整个经

济日趋繁荣。到1993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415．84亿元，其中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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