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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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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陶洪臻

编史修志旨在总结过去、服务"-3代、有益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4v*-统o<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可以说孕育了十多年方大功告成。十

几年来，工商局领导曾两度组织人员收集资料o 1983—1986年，整理资料

500万字o 1995年整理资料100万字。直到1997年，编纂志书第三次提上

议事日程，成立了工商志编纂委员会，在前两次编写的基础上，历经10

个月，终于圆满完成编纂任务。于1997年12月9日由平顶山市地方史志

编纂办公室审查批准，1998年8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公开发行。这实在是

一件值得庆贺的事o

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从商业局、服务局归口管理到工商局建立，从

十年“文化大革命"陷于瘫痪到工商局恢复，几经沧桑。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向市场经济

的转变，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由单一的管理集贸市场向管理社会主义统一

大市场延伸，由着重管理流通领域向管理生产领域延伸，由管理计划经济

向管理市场经济延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队伍逐

年扩大，机构逐步完善，职能逐步增加，管理不断强化，成为管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行政执法部门。在维护平顶山市的经济秩序，创造良好

的经济环境，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o

《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发展史的缩影，

是工商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创业，为振兴平顶山经济而努力奋斗的

历史见证。她较翔实地记述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客观

地记述了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她不仅有利于领导了解历史，为现实

工作提供借鉴，也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相信她对于激发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者的主人翁责任感，作好“共和国的经济卫士"，开创未来将发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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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o

《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详近略

远的编写原则。经过勤奋学习，认真调查研究，多方搜集资料，大胆创

新，精心撰写，终于编成这本富有时代特点和行业特点的志书。他们备历

艰辛，功不可没。

衷心希望全系统广大于部、职工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工商局的领导

下，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在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严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

法律、法规，依法行政，清正廉洁，高效文明，共创工商事业明天的辉
煌。

(陶洪臻为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J、．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的历

史和现状，反映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发展壮大的轨迹o
，． 二、本志坚持详近略远的编写原则，突出时代特点和行业特点，以求

总结过去、服务"-3代、有益未来o

三、本志采用章、节结构，节下设目，以数字标明顺序。前设序言、

概述、大事记，中间按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分设15个专章，末

为附录、编后记等。横排竖写o
’

四、本志取述、记、志、传、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采用语体文、记

述体，辅之以图表、照片，力求脉胳清楚，图文并茂。

五、本志上限自1963年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起，个别篇章

上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6年止。大事记及领导人任职时间等到本

志成书为止o

六、本志按平顶山市行政区划范围记述，以市区为主，兼记五县、二

市。

七、本志所记机构名称、人物称谓，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其后根据

现行习惯一般用简称。如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市工商局、个体劳

动者协会简称个协、消费者协会简称消协等。

八、本志所用资料、统计数据，来源于市档案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档案室和各业务科室o

九、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记述方法，以记述市

区范围内发生的大事为主，兼记属县。

十、本志人物不立传记，以简介和名表形式列述。市工商局副县级以

上领导人及获得省委、省政府、国家工商局以上荣誉的先进人物作简介，

全系统科级干部和地、市级先进个人列为名表，按年度时序与正、副职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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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排列。

十一、本志荣誉章只收录获市级以上的先进单位，按时序与荣誉高低

排列。

十二、本志由于一种事物可能涉及几个章节，采取前详后略、此详彼

略的方法处理，避免机械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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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侈一I＼

概 述

平顶山市地处河南省中、西部，因境内有“山顶平坦”的平顶山而得

名。平顶山市古属豫州地，两周属应侯国，春秋属楚地，战国属韩地，汉

分属颍川郡、南阳郡，三国时属魏地，隋属颍川郡，唐宋属汝州，明清分

属许州、汝州和南阳郡。解放前，平顶山是一片荒山野地o 1953年，国

家探明储藏大量优质煤后，1957年设立了平顶山市。平顶山市1996年辖

有襄城县、叶县、郏县、宝丰县、鲁山县、西区，汝州市、舞钢市，市区

设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总面积8802多平方公里，总人口520多万。

平顶山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城乡经济的发

展逐步发展起来的o 1956—1959年，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市财政贸易委员

会的统一领导下归口管理，工业品市场以商业局为主，食品、副食品市场

以服务局为主，农副土特产品以供销社为主o 1958年，市商业局设市场

物价科，专管城乡市场和个体工商业者。1960年归市场管理委员会直接

管理。这一时期的工商企业和城乡集贸市场都在萌芽发展阶段，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国营工商企业的登记、集贸市场的管理、个体工

商业者的管理、．改造。集体经济得到初步发展o

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63年成立后，分别在优越路、西市场、

东工人镇建立工商管理所(也叫市场管理委员会)o至1966年，开展了对

工商企业登记、发照、管理和监督；加强对全市集贸市场的管理，维护市

场秩序；开展办理商标的申请、注册和管理等，这一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的重点是根据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指示，对国家统购统销、统

管统配和计划购销物资及重要工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从严管理，打击投机倒

把违法违章活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使市场物价保持稳定。全局有干部

职工33人o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城乡的各种副业当做“资本主义

尾巴"予以割掉；把城乡集贸市场当做“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予以从严

管理；把正当的个体贩运当做“资本主义倾向”予以取缔，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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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被撤销。除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由市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继续进行外，

其它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陷于停顿状态。这个时期，由于批判“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社、队农、林、牧、副、渔与社员的自留地及家庭副业受到

了冲击和限制。城乡集贸市场虽然没有被管死，但上市的农副产品品种、

数量减少，集贸市场呈现一片萧条、呆滞状态o 1973年，市工商局恢复

后，各区设立工商分局或科，在市区集贸市场所在地设立工商所。至1977

年，这一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点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严禁物资

的非法协作和外流，维护城乡市场秩序，参加“五地一市”(许昌、周口、

驻马店、信阳、南阳五地区和平顶山市)联防协作区活动。城乡市场经济

开始活跃，市场秩序有所好转，市场物价继续保持稳定o 1978年全局有

干部、职工85人o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逐步贯彻落实。国家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

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体、私营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改变了国家经济结构，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公有制经济有益

的必要的补充，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Et益丰富。在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商行政

管理队伍逐年扩大，管理职能不断增加，管理范围逐年拓宽。始终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本着“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放宽

各项管理政策，支持国有、集体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放宽经营范

围，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加大执法力

度，打击非法经营，保护合法经营，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加强市场建设，先后建成了联盟路、劳动路、建设路、大众路等一批农副

产品和工业品集贸市场。这些市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繁荣了经济，满足

了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市工

商局组建了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市广告协会和市消费者协会o 3个协会的

建立对于促进个体经济和广告业的发展，保护个体户、广告经营者和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市工商局内设机构增多，

二级机构不断完善。同时还成立了专业市场管理分局和经济检查分局。党

的建设，工会、青年团、妇女工作以及队伍教育培训工作逐步走向了规范

化、制度化。这些工作的开展，保证了各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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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o

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平顶山市出现了“办企业

热，’、“办公司热”o许多不具备经营条件的公司挂牌开业，造成经济秩序

混乱o 198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紧急通知精神，市工商

局开始对全市的各种公司进行清理，重点取缔无资金、无场地的皮包公司

和党政机关办的公司，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规范工商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登记管理工作，换发全国统一的营业执照，‘统一档案资料，对企业、

个体户进行年度检验和验照，并对流通领域紧俏商品多层次加价转手倒卖

活动进行查处。经过整顿和规范，生产流通秩序明显好转o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市工商局及时提出

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产改制，支持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发

展和加快市场建设的意见。工商部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工作作风，

减化办事程序，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全市在“政府规划、多方兴

建、工商部门统一监管"和“谁投资、谁主办、谁受益”的原则指导下，

掀起第二次市场建设高潮，市区和各县(市)都建设了一批档次较高、规

模较大、有固定场地的大型集贸市场，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建设为个

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个体私营经济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日益得到

各级政府的重视。从1993年开始，市政府开始把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列入

政府系统的目标考核内容，个体私营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

个体私营经济上缴税收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这一时期。随着

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逐步扩大，工商机构内部分工越来越细o ‘

1995年后，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产品质量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相继颁布实施，

市工商局加强内部职工法制培训教育，广泛宣传法律法规，强化执法监

督，全系统执法水平明显提高。这个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点是支

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化改造和企业转产改制，打假打诈打私以及反不正

当竞争。先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击走私小轿车、摩托车专项活动和“打假

打诈中原行”、打假冒保名优等活动，并开始清理马路市场工作，有力地

维护了经济秩序。至1996年底，平顶山市共登记注册各类工商企业22857

户，其中国有企业7805户、集体企业14458户、私营企业830户、三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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