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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在中共沧州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艰

苦劳动终于付梓成书了，这是沧州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志书。《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出

版为我市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是值得庆贺的。

“盛世修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积累史料，总结

经验，鉴往知来；继承前人的事业，永续延年。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的经济监督部门，也是行

政执法部门。它的监督管理范围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

费等领域，涉及国营、集体、私营、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等几种所有制形式；涉及工业、农

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等诸多行业，担负‘着市场管理、

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个体

私营经济管理、打击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及维护

消费者权益等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它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翔实地记述了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沿革，对各项

管理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回顾、剖析和总结，对进一步

．．p／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发展沧州市

管理地方专

持“新观点、

育、存史’’的

成为一部系

版能起到推

管理工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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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上限不限，下限到1989年12月底。统贯古今，详今略

古。

2．纪年用法：解放前为旧纪年，用公元注明，解放后用公元纪

年。 ．．

3：资料来源于沧州地、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沧县、青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资料及老同志们的口碑资料。

4．组织机构、文件、会议、政治运动等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后用简称。

5．本志所称“解放前”系指沧城解放之前，即1947年6月15

日前；“新中国’’系指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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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实业局为建设局，管理工商企业和市场等。民国时期，工商业有

较大发展，工业企业出现了以动力机器代替人力手工的较大型企

业；商业繁荣至盛时有粮商、布商、洋货商等约计七十余行。“七·

七事变”后工商业衰落，市场萧条。 ．

1947年6月15日沧县城解放后，设立沧市，市区面积约2平

方公里，市内没有自来水、公共汽车等福利设施，商业户在200户

左右，多为小铺、小店、小门面。工业企业有面粉厂、电厂、印刷厂、

酒厂等十余个，J、厂，工业年产值约200万元(当时货币)

1949年1L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三年经济恢复，

到1956年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完成。在这个时期，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积极贯彻执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

方针政策，加强市场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商标管理等。恢复发

展国民经济，巩固和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打击经济违法、维

护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加速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到1966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停止了对国营、

集体企业的登记管理。对流通商业户和个体工商户仍管理严紧。

1958年关闭了集市贸易。1959年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发出指

示、决定，对集市贸易的作用予以肯定。集市贸易得以恢复。1964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

倒把的指示》，对集市贸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

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市场管理进一步加强，集市贸易大为缩

减。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要求发展巩固国

营、集体经济，限制、缩小、取消个体经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

作·主要是管理集市贸易和打击投机倒把。1966年关闭了集市贸

易，个体工商业几乎被取消。1967年后，集市贸易有一定恢复。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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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集市贸易上市物资。

1976年到1989年，是国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集中精力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

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的贯彻执行，沧州市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

变化，工商企业迅速发展，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市场日益繁荣兴

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领域的扩大，工商行政管理任务加

重。沧州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使对市场、企业登记、商标、广

告、经济合同、个体经济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职能。为繁荣

、社会主义经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发挥了作用。

企业登记管理，坚持不断完善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措施和积极

为企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在对企业进行全面注册登记管理，监督

企业执行国家政策、法律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热心为企业服

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以实现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经济发展战

略，保证国家经济计划的执行。并通过两次大规模地清理整顿公

司，撤销了244个不利于或损害国家利益的公司。促进了工商企业

协调、迅速、健康地发展。1989年，全市年末企业登记户数为7725

户，注册资金195725万元；从业人员310707人。其中：工业企业

3369户，商业企业2620户，其他行业1836户。

个体经济管理，在有利于国家经济，符合国家方针政策的前提

下，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充分发挥其对公有制经济有益的补充

作用。1989年全市核准发照的城乡个体工商业和私人企业共

15641户，其中l工业、手工业3030户；交通运输业755户；建筑业

74户；商业8338户；饮食业1510户；服务业541户；修理业93

户；其他69户。 。

市场管理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坚持“管而不死、

活而不乱”的原则。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加强监督管理，促进了全市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1989年，全市有集贸市场、工业品市场等共

90个，全年贸易成交额为20361．8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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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工业品市场、车辆交

0556．6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

额的22．5％。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不断扩大，经济合同管

理日显重要。沧州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济合同管理不断

强化，积极探索动态管理方法，经常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努
。

力查处违法合同，确保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

秩序。1989年，经市工商局鉴证的经济合同49份，金额765．7万 ，

元。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经济合同案件561起，其中经过调

解解决的504起。

商标注册工作及广告事业迅速发展，1989年，全市有注册商

标260个；商标印制定点厂55个；广告经营单位10户。沧州市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商标注册和广告宣传进行严格管理，并通

过举办打击假冒伪劣画展等活动，增强人们守法经营意识和识别

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打击投机

倒把活动的任务加重，市工商局贯彻两手抓的方针，一手大力支持

搞活经济，一手狠抓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并在工作中注意划清界

限，贯彻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狠抓大案要案，办

案工作质量不断提高。1989年，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获违法、

违章案件共309件，其中非法获利千元至万元大案要案75件，万

元以上大案要案26件。罚没金额177．727万元。

四十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领

导下，努力工作开拓进取，为全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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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置灶户1484个。

宋朝庆历六年(公元426年)，沧州盐务管理有“商人贮盐过数

予及受者皆罚，商人私挟他盐并没其资”。

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沧州设盐司专管盐务，每年春

秋两季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元朝大德五年(1301年)，设河间盐运司，辖沧、清、深三盐司。

明朝初年，河间盐运司改称河间长芦所，并创立盐法，沧州为

盐运分司。灶业兴盛，盐运活跃，市场繁荣，沧州城西门外盐场具有

一定规模“各商在场作筑买卖”、“非官地”。 ，

清朝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沧州盐运使移署到天津，沧

州盐业衰退，市场冷落。

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沧州共辖7个盐场，有灶丁523丁；

553户。

清朝乾隆八年(1743年)，沧州辖区约有集市30处。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工艺学堂，学习织布等。

民国元年(1912年)，沧县成立商会，推举会董，4年修改商会

章程。

民国9年(1920年)，沧县遵令设立劝业所，鼓励发展实业。

民国12年(1923年)，沧县城隍庙改修商场。

民国14年(1925年)，劝业所改组为实业局，管理有关工商业

事务。

民国17年(1928年)，商场改名中山市场。实业局改组为建设

局，管理工商企业和市场等。 ，

民国20年(1931年)，沧州六盐店，每盐一斤官价售大洋九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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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民国21年一26年(1932--1937年)，工业企业出现了以动力

机器代替人力手工的较大型企业。商业繁荣，市场活跃。

民国27年一34年(1938--1945年)，沧县被日本侵略者占据，

一部分批发商抽逃资金转移到天津，一部分企业倒闭，工商业衰

落。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占据沧城，一

些工商业者返沧重操旧业，工商业一度出现繁荣。但由于通货膨

胀、货币贬值，工商业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工厂倒闭，商店关

门，市场冷落，沧县呈现萧条景象。．

民国36年(1947年)6月15日，沧城解放，成立沧市。沧市成

为华北解放区出入口贸易的重镇，海盐西运的桥梁。经沧市人民政

府批准’成立沧市工商管理局，下设管理股、会计股、秘书股。随着

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沧市个体工商业逐步恢复、发展。

1948年

9月，沧镇举办秋季物资交流会，由城内昭忠祠迁移到小南门

内包公祠以西，会期定为三天(农历9月25日一9月27日)。

10月23日，沧市出版《沧市商情》，为日刊，记载本市经济情

况和周围市场情况。

1949年

8月1日，沧市改县级镇，隶属沧县专区领导。同时撤销沧市

工商管理局，成立沧镇人民政府工商科。

1950年

12月24日，沧镇召开工商业第一次代表大会。

沧镇秋季物资交流会由原来会期三天延长为六天(9月24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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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根据沧镇的实际情况，镇委确定在条件

较好的棉布业和百货业进行试点。 ‘。

1月18日，沧镇政府召开“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在沧镇工商

界中开展以。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受贿、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

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1953年

’， 2月，沧镇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全镇国营和私营企业

执行合同情况作了普遍检查。

沧镇工商管理部门根据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规定，对囤
。

积拒售、转手倒卖一类物资(粮、油、棉)的投机倒把活动进行重点

打击。保证国家“购销”政策的贯彻执行。 ．

． 1954年
一

3月24日，沧镇工商户认购经济建设公债基本上结束，超额

完成了第一期予定总数的40％。
一 12月17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沧镇改属县辖镇，隶属

0矿0、i／；。



对资

家资

行社

1956年

全镇有1289户资本主义工商业、私营工商业户改造成国家资

本主义形式，占总户数的94．5％。从业人员达到1580人。

1957年

7月25日，沧镇经济计划市场物价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生

猪市场管理的通知》。

8月，沧镇加强农贸市场管理，禁止一切国家机关、团体、部

队、企事业单位私自采购国家统一收购和计划收购的物资。

9月，沧镇工商业界开展反“右派”、反“反攻倒算”斗争。

11月23日，沧镇改为县级镇，隶属沧县专区领导。

1958年

2月13日，沧镇经济计划市场物价季员会作出《关于当前市

场存在问题的报告》。

6月‘28日，沧镇委统战部组织工商界参加整风运动。

9月，沧镇改升沧州市，隶属天津专区领导。

11月29日，沧州市撤销，成立沧县城关人民公社，属沧县辖。

成立沧县城关人民公社计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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