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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

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一件惠及当代、造福子剥、的大事。《淮南

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从1993年筹备编纂至1994年11月定稿，

历时一年半时间，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

系统值得庆贺的大事!

解放前，淮南仅有九龙岗、大通煤矿、淮河岸边的田家庵及

一码头小镇，住户不足千，人口不愈万，百姓、矿工生活极苦。解

放后，煤炭、电力、化工、造纸、轻纺、机械等工业有了长足的发

展，根据发展之需要，先成立特区，后改市。分别从凤台、寿县、怀

远、凤阳四县各划一部分地区归市管辖。因此，历史资料散失，亦

无旧志参考。

本志编纂，认真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严

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着“详今略古”、“昔缺今增”，不

溢美、不掩过，尊重史实，客观言事。全志共11章，约22万字。较

系统明晰地记述了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记

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四十多年来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曲折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的概况，反映了工商行政管理在经济监督和管理中的作

用和特点。主次分明、博而不芜、约而不陋，凡所称述，皆切实际。

具有地方性、专业性和时代性。它的出版，对于研究淮南市工商

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或

做为“存史’’、，“资治’’、“教化’’、“交流”都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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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安徽省工商

局工商志办公室、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和指导，全系统干

部职工也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特别是编纂人员不辞劳

苦、不避寒暑，数次赴市档案馆、市商业局档案室等单位查阅、搜

集了近600万字的资料。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

以及有关的老领导都提供了很多史料；机关科室编写人员废寝

忘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有限、经验不足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志书的内容难免有遗误之处，尚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提出宝

贵的意见，待续修时，以便纠谬订误，使其完善。

值此《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成书之际，我受编委之托，撰

写此文以为序。

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王德龙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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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反映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

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

二、本志下限至1992年，按照“详近略远”的原则，记叙了建

国以后工商行政管理的演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进行了重点阐述。 ．

三、全志共分三大部分。卷首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专

卷部分为机构沿革、对私改造、市场管理、企业登记管理、商标管

理i广告管理、经济合同管理、经济监督检查、职工队伍、协会组

织；卷尾附有文献辑存。 ’．

四、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附有图、表、录分别插入章节

中，以补文字叙述之不足。

五、本志中的“建国前”、“建国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或后。

六、本志中币值单位，均折合成现行人民币币值。

七、资料来源以市档案馆、市商业局档案馆、市工商局档案

室资料为主，并收集了部分报刊资料、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

八、志中纪年采用公历，年、月、El在文中一律用阿拉伯数
亡，
亍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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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淮南市地处华东腹地，位居淮河中游，背倚舜耕群山，面I临

淮北平原，素有“百里煤城”之称。南连长丰、寿县，北接怀远、蒙

城，东与凤阳、定远接壤，西和颖上、利辛毗邻。淮阜铁路纵贯南

北，淮河之水横穿东西，水陆交通便利，历史文化悠久。市辖5区

1县，全市面积2121平方公里，其中市区1091平方公里；现有

人口186．49万人。四十多年来，随着煤炭生产的持续增长，淮南

已逐步发展成为“煤电并举”，机械、化工、轻纺、食品全面发展的

新型能源城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通及九龙岗东、西矿先后建井采煤，

继之淮南铁路建成通车，渐次形成以田家庵、大通、九龙岗(素称

淮南三镇)为中心的淮南矿区。基于煤矿开发规模的日益扩大9

矿区人口迅速增加，毗邻地区的工商业户纷纷来此从事商贸活

动，“三镇"的物资交易市场随之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田家庵镇的私营工商业户已达七√＼百户之多，占“三镇”工商业

总户数的90％。当时，矿区未设独立行政建制，工商管理事务属

怀远县政府建设科所辖。仅田家庵一地设有由地方士绅及工商

界人士组成的“商会”，具体执掌工商管理事务。1949年春，淮南

矿区解放后，由怀远、凤台、寿县、凤阳四县划出部分地区，设置

“淮南煤矿特别行政区”，下设“工商税务局”兼行工商管理职权。

1950年9月，正式成立“淮南市人民政府”，组建“淮南市人民政

府工商科”，专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担负起繁荣城乡市场、维护

经济秩序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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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南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

历了过渡时期的开创发展阶段；10年建设时期的曲折前进阶

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瘫痪停滞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的全面发展阶段。

‘长期以来，“淮南三镇”历受兵灾匪患创伤，民生凋敝、市场

萧条，工商业经营萎缩。解放后，人民政府通过反匪反霸、土地改

革镇压反革命，社会秩序El趋安定，社会经济逐步复苏。但公营

经济基础薄弱，地方财政经济仍处于困难境地。在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有些不法工商户乘政府暂时困难之机，抢购套购物资、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市工商管

理部门在有关部门配合下，查处了一批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违

法分子。并大力发展国营和合作企业，占领市场阵地。对平抑市

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52年初，市工商管理部

门根据省、市政府统一布署，会同有关单位，在全市工商界中开

展“五反”运动，检举揭发工商业主的投机违法行为，打击了资产

阶级的嚣张气焰。

“五反”运动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淮南市的私营工商业

户有了较大发展。1953年底已达到4600户，比1 949年增长2．

4倍，对满足矿区人民生活需要起了一定作用。其后，根据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要求，结合粮食、油脂及棉布统购统销工作，市工

商管理部门会同归1：3单位首先对上述行业的工商户进行了社会

主义改造，使之全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同时，加强对统购统销

物资及烟麻、竹木、猪肉、牛皮等一、二类物资的管理，严禁自由

上市，以割断城乡资本主义联系，保证对私改造工作的顺利开

展。1955年底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根据中共淮南市委的统

一布置，进一步推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到1956年1月

底，全市已有93．8％的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者通过各种形
2 ．



式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提前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957至1966年的10年建设时期，由于社会经济主体趋向

单一，工商行政管理的对象和任务随之发生变化，其职能基本上

收缩为单纯的集市贸易管理和取缔投机违法活动。基于“左’’的

思想影响，对集市贸易的作用，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表现了开放

——关闭、再开放——再关闭的反复曲折过程。1957年初，工商

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的指示》精神，在

全市城乡集镇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恢复成立粮食及

土副产品交易所，活跃了城乡集市贸易。1958年“大跃进"，在

“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对个体经济和集市贸易采取限制取缔措

施，市场又趋冷落。此后，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市场物资奇缺，物

价频频上涨。1962年，淮南市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对集市贸易“要大胆地放，认真地管"和

“活字当头、管在其中”的具体要求，在全市恢复和发展了集贸市

场18个，城镇农副产品市场17个。上市品种、数量增多，价格比

高峰期下降60一90％，据统计1 962年全年集市贸易商品总成

交额2634万元，占国合商业零售总额27％。其后，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对集市贸易管理又恢复了一系列“左”的

作法：限制、代替以至强行取缔了城乡集市贸易；撤销或关闭了

粮油、蔬菜交易所和废旧物资市场，使刚刚恢复的集市贸易，又

走向萧条。1964年上半年集市贸易成交额占国合商业比重，由

1962年的27％下降到10．3％。

期间，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虽一度有所加强，但因被视为“阶

级斗争的工具”，以致削弱了工商管理职能作用的正常发挥。

1963年，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后，在以打击投机倒把为

中心任务的前提下，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
3



办法》及《商标管理条例》，在全市开展了工商企业登记和商标管

理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从组织上、思想上、

政策上遭到了严重破坏。机构撤并，人员调离，档案资料散失殆

尽，工作陷于瘫痪状态。1968年10月，淮南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办公室"，行使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

把职能。1975年7月，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建，各项工作得以逐

步恢复。．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工作

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

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欣欣向荣。

经过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淮南市的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得到全面加强。机构日益健全，人员不断充实，各项工作

蓬勃开展，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突破，开创了前所未有的

新局面。

1979年以后，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改革、开放、搞活”

方针的指导下，开放了城乡集市贸易，开展了多功能的市场服务

工作。传统的农村集市贸易迅速发展壮大，城市农副产品市场、

工业品市场及各类专业市场相继兴起。工商管理部门本着“活而

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逐步将封闭型、垄断分割的市场，转变

为开放型、繁荣活跃的市场。从而使城乡集市贸易日益活跃，市

场规模、上市品种和交易范围不断扩大，成交额显著增加。到

1992年底，全市城乡市场已由1979年的84个增加到1 61个；

成交额由2505万元增长到8712万元，集市贸易已发展成为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在恢复发展集贸市场的

同时，根据《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规定，相继推行了“摊位制”

管理办法，制定了《市场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试行标
4



准》，开展创建文明市场活动，加强了集市贸易管理。同时，按照。

群众集资为主、财政拨款为辅的原则，从1981年起，陆续在全市

新建、改建和扩建一批集贸市场和各类专业市场。至1992年底，

全市共建成各类市场113个，建筑面积35．91万平方米，投资

5838万元。为实现集贸市场的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86年

6月，淮南市消费者协会成立，公开受理群众投诉，对监督生产、

经营单位恪守信誉、维护消费者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经济领域的

犯罪活动日趋严重，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打击投机违法活动，

1981年，淮南市工商局设置了经济检查专门机构，负责查处各

类投机违法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及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布置，从

1980年至1986年，集中力量，对走私贩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

和紧俏耐用消费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严重违法行为，进行了

3次集中性的打击。共查处投机违法案件8697起，其中属于投

机倒把的案件2142起，罚没款67．66万元。’对维护社会经济秩

序，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得到全面加强。1978年以后，首先从集

体所有制企业及外地建筑企业清理整顿开始，改变了“文革”以

来企业登记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1980年至1981年，淮南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了普查登记，

开始建立工业“经济户口"。其后，又相继对建筑、交通运输以及

商业、饮食服务业进行了全面登记。1982年《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条例》发布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条例》规定，进一步对以

往不属企业登记对象的国防工业及外贸、旅游等行业进行了登

记发照。1989年6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对全市工商企业重新登记，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从

而使企业登记工作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至1992年底，全市登

5．



记注册的工商企业总数达7652户，其中企业法人3968户，注册

资金344608万元，从业人员439532人。期间，外商投资企业有

所发展。为加强监督管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了“外资企业

专管员’’。1992年成立外资企业登记管理科，行使对外资企业的

登记初审及监督管理工作。是时，全市共有外资企业33家，注册

资金2407万美元。

在对企业登记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管理。通过

年度和不定期的检查、验照，制止了企业违章违法行为。1986年

至1989年间，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针对无资金、无设备、无场

地的“皮包公司”和党政机关、干部办企业的现象，集中力量进行

了两次清理整顿。 ．

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管理有了较大突破。1979年以来，淮

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国家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指示精神，

先后推出一系列关于促进个体经济发展的措施，从放宽登记范

围、开辟经营场地、安排资金货源、减轻税费负担等方面，扶持个

体经济发展。1982年淮南市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

“个体劳动者协会”。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使个

体经济的发展有了法律保障，奠定了个体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1986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25319户，34674人，达到了

历史上的最高峰。全国开展治理整顿工作后，由于某些制约因素

影响，出现了1987至1989年的连续滑坡现象，个体工商户减少

40％以上。1 990年以来，进一步采取鼓励发展措施，个体经济再

度逐步回升，至1992年底，全市已达19308户，34720人。为加

强对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有关政策规定，

先后制定了《个体工商户规范化管理办法》和《规范化管理实施

方案》等规定，使管理工作全面纳入规范化轨道。

在个体经济大发展过程中，部分个体大户经营有方，逐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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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公布实施

后，更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使之走上稳步发展的道

路。1992年底全市共有私营企业123户，雇工2693人，为振兴

淮南经济发挥了一定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有了较大发展。1980

年淮南市工商局根据国务院关于经济合同列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工作范围的指示精神，设置了经济合同管理科，开展经济合同

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颁布，确立了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管理经济合同的职能。1984年，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成立“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至此，淮南市的经济合同管理

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全市工商系统在宣传《经济合同法》

过程中，积极开展咨询服务，监督检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调解、

仲裁合同纠纷，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以及引导企业增强法

律意识，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到1992年底，全

市共鉴证经济合同6567份，金额183279万元。受理经济合同纠

纷案件173起，争议金额775万元。对合同的监督管理，采取经

常性监督检查和重点查处违法合同相结合的方法。至1992年底

共检查经济合同480446份，金额达311887万元。依据《经济合

同法》的规定，确认了一些无效合同，为企业挽回或避免了经济

损失。1987起年开展了“重合同、守信用”活动，评出37家企业

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到1992年底，全市“重合同、守信用’’企

业已发展到208家。合同管理工作的开展对提高企业经营管理

水平、增强企业经济合同法制观念、防止上当受骗，产生深远影

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标管理和广告管理工作不断发展

完善。1981—1982年，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针对商标使用上

存在的问题，进行两次全面清理整顿，核准有效注册商标8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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