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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镇一之一，，历

史上手工业，商业较发达，|_明清时期已成为岭南的重要商埠：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建设和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ji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各项建设

和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o：兰十多年来，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在对私营资本主义2r．商业的改造、管理经济，支持生产、促进流

通，办活市场、保护合法经营。‘打击经济违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

经济秩序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职能作用，：取得可喜的成绩：’编纂

《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历史借

鉴，服务当代，资政未来，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力求做到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立足当

，

f

、、r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代，回首过去，展望将来，体现专业特点，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

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记述佛山市工

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工商行政管理的巨大变化及其在改革、开放、搞活中的

作用。

本志共分lo章，40，000多字，记述自明清年间至1986年佛山市

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在结构上，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在体裁

上，以志为主，图文并茂，在文体上，采用记述体，据事记述，述

雨少议。本志内容含当前工商行政管理担负的职责：市场管理、企

业登记管理，个体经济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

和经济检察等方面，具有专业词汇多、政策法规多、图表照片多的

特点。 ．，

本志资料，主要由佛山市档案局，政协，物价局、工商联、南

海县档案馆，工商局、中山大学图书馆和本局各业务科提供。本志

编写过程中，得到市志办同志和同行前辈的热心指导，并经市志办

蔡伙生，邓琼荷同志作文字加工，使我们缛以完成此志，在此谨表

谢意o

由于我们缺乏编志经验，水平有限，资料不足，时间仓促，缺

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o
’

l

编 志小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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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藏露i强照嚣慈鲢聪滠越逛l嫩照远i露；淤嚣要董嚣嚣§嫩蕊憝然或￡蓑i嚣妻耋照滋甄I嚣蠢嚣嚣露§驻￡然憝溉￡嚣

第一节明清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明洪武初年(1368年)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工商行

政管理划归户部掌管，州县廨署由户房职掌工商市肆事务。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朝把工商管理从户部划
出，设工部，商部。同年九月，又把工商两部合并，改为农工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改订省外官制，各省按照奏定官制通

则，设劝业道一员，掌管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各厅州县设
劝业员一员，掌握该厅州县的实业、交通事宜。据清宣统《南海县
志》记载： “农工商局在新城一德社天后宫，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办，至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裁并劝业公所一

当时，佛山隶属南海县，佛山的工商行政管理事务，亦由该劝业公
所负责。

第二节民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设实业部管辖工商企业管理

事务。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设工商部。1931年工商、．农矿两部合

并为实业部。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

间，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推行战时经济政策，改实业部为经济

部。当时，地方主管工商管理机关为州、县政府。南海县政府由民

政科负责工商企业和市场的行政管理o

1943年，南海县成立经济分局，经管各工商团体事务。 “此后

有关审核公司商号之登记、商标注册、调节商品之产销、物价管理、

囤积居奇及买空卖空之取缔等事项，统属该局办理。”(广州《时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日报》1943年8月1日)1946年后，由南海县政府建设科兼管，县

警察分局负责市场秩序、物价管理及取缔违法经营。县税捐稽查处

负责市场的管理和收费，商会负责工商业活动和调解纠纷等。

第三节建国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_：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才有专设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部分，行使国家经济

行政管理权力。
’

一、．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50年7月佛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下设工商科，

有科长一人，干部42人，管理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活动。1955年6月

后撤销工商科，分为工业、商业、手工业三个科，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由商业科负责，直至1959年底，机构和人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1960年1月，市政府成立市场物价局，有干部16人，主要负责市内

市场管理、工商企业登记、打击投机倒把和物价管理等工作o 1963

年7月，成立工商局，有干部24人，主要负责市内市场管理、打击

投机倒把、工商企业登记、商标注册管理，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和物价管理等工作o

1966年6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工商行政管理深受其害，从中

央到地方撤销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市工商局并入商业局，商业局设

市场管理股。一．1967年3月至1968年，由于形势需要，曾一度恢复市

工商局o 1969年1月，又与财税、物价部门合并为市财经管理组。

1970年4月，佛山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革命领导

小组。1972年5月，恢复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此后几年，机构

是较稳定的。 ，

1976年，党中央粉碎材四人帮”后，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以来，机构和人员得到不断充实加强，

先后调配科、局长和干部12人，加强领导，充实业务骨干。1983年

6月，机构改革，地市合并，实行市带县体制，地市工商行政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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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合并为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叶康宁，下设秘书。人

事、经检、经济合同，个体、工商企业登记、市场、商标广告、外

资等九个科，以及检查站、直属工商所、批发市场管理所。干部职

工从64人增至165人。1984年9月，根据体制改革和工商行政管理

的需要，设立两个区(县级)工商局，即汾江区(现城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下设五个基层工商所，石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四

个基层工商所，加强了基层职能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二，共产党组织

1963年7月，经中共佛山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委)批准，成

立中共佛山市王商局支部。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组织活动停

顿，党支部瘫痪。1972年9月重新成立中共佛山市工商局支部，党
员1 9人。 “文化大革命静结束以后，1982年6月，为了加强党对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领导，经市委批准，建立中共佛山市工商局党

组，有党组书记一人，党组成员三人，党员29人。1983年6月地市

合并，市委批准建立中共佛山市工商局党组，有党组书记一人，党

组成员二人。1985年3月，又增补党组成员二人。

1986年有基层党支部三个：

中共佛山市工商局机关支部，共有党员66人。

中共城区工商局支部，共有党员15人。

中共石湾区工商局支部，共有党员11人。

三、基层机构

1950年下半年，成立佛山市粮食交易所(在现汾宁路佛山百货

大厦附近)，负责管理粮油交易市场。
195 1年3、4月间，成立佛山市纱布棉织品管理委员会、蚕丝

交易所，负责纱布棉织品和蚕丝交易的管理。
1954年5月，成立佛山市水产交易所，管理塘鱼、水产品市

场。

1954年6月，石湾镇政府下设工商助理员一人，负责工商行政



的管理。

55年7月，

58年4月，

67年11月，

72年5月，

又恢复)。

成立佛山市水果交易所。

石湾镇设市场管理组。，

佛山市石湾镇市管组改为工商行政管理所。

市区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检查站(曾一度撤销，

75年5月，市郊澜石、张槎、环市三个公社均设立工商行政

76年至1982年，设立澜石、张槎、环市和石湾镇四个工商行

所。

83年6月，市区设立第一、二工商行政管理所和检查站。郊

公社(镇)均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所。

85年，市汾江区、石湾区设立南堤、晋君、华安、牛场、路

湾、澜石、张槎、环市和市局直属所、批发市场管理所等十

层工商所和一个工商行政管理检查站。

_



———————————————————————————————————————————————————一 ～

％
、

●
～

‘

附：建国后工商机构沿革表

佛山市政府公商科

佛山市政府工商科

佛山市政府工商科

佛山市政府工商科

佛山市政府工商科

佛山市政府工商科

佛山市政府商业科

佛山市市场物价局

佛山市工商管理局

佛山市商业局市管股

佛山市工商管理局

佛山市财经管理组

佛山市工商行政管
理革命领导小组

佛山市工商管理局

佛山市工商管理局

城区工商管理局

石湾区工商管理局

叶超

朱石舞

贾志勇

朱石舞

刘善堂

陈桂煌

朱石。舞

王志明

区国基

于仕元

韩晓光

姜义权

刘忠贵

姜义权

韩晓光

康辛

李文录

赵胜德

于仕元

谢蕃

王文明

袁松

梁伯英

叶康宁

张富华

谢蕃

谢少敏

方继顺

杨清贵

冯伯诚

林树满

谭秀琴

张北灼

陈发忠

科长

-副科长

科长

科长

、副科长．

吾4科长

科．长

局‘长

副局长

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股长

副局长

副局长

j组长

组长

局长

局长

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巡视员

局 长

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局长

1950．7—1951

1951jlO一1954i

1952．6—1954

1954—1955．4

哩国54—1955．4，?-；·1

1954．12—1955．4

1955．5—1956．7

1960．1一1962．6

1960．1—1962．6

1963．7—1965．12

1964一1965．12

1964—1965．12

1966一1967．2

1967．3一1968．11

1967．3—1968．1 1

1969．1一1970．3

1970．4一1972．8

1972．9一1973．10

1973．11一1982．8

1982．8一19多5．5

1972．5一1983．5

1972．9—1982．8

1976．10一1983．51983．6—
1983．6一一1983．6—
1984—
1985．1——一

1983．6—
1984．10一1985

1985·—-—--—-·——

1984．10——一
1984．10——

1984．10——

曾庆杨I副局长f 1984．10二二

·5。



第二章 市场管理

第一节设 置

一、圩币

《广东省志》记载，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海县有圩市

25个。

清康熙《南海县志》卷一记述： “六都有⋯⋯大圩，在佛山

堡。⋯⋯蛋家沙市，在佛山堡渡头。普君庙圩、佛山圩，俱在佛山

堡。”

据《梁氏六世纲祖家谱》记述：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

间，佛山祖庙门前有待雇织机工人的劳务市场，人称‘企市’，囤

聚待雇织机工人等数百人，多者达数千人，“每日晨早站立庙前圩

地，日出即散。”

“佛地向称三圩六市。三圩：日表冈(即大圩)，日塔坡(即

普君圩)，日盘古⋯⋯。六市：曰官厅(即官厅脚)，日公正，，日

晚市，日朱紫(今朝市，并见吴志佛山赋)。吴志添大基头、三角

市、细桥头、三元、晚市。今添快子低街、镇北为十四市，⋯⋯窃

以谓圩市皆不可废。圩期以日利四方，市期以早暮利近地。在交易

得所而己。佛地以工商立国，市政不可不讲，故考其沿革而论列

之。”(见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一，舆地·圩市)．，．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 “桑市：一在大塘涌，一在通济

桥。茧市：一在大塘涌，一在缸瓦栏6蚕市：’在普君圩。”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太上圩开圩，+圩期逢一、六日。

据《南海县政府季报》第三期记述： “民国十九年’(1930年)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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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五日,f-东省民政厅令县属警署督促各圩圩期一律改用国历(农

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二)

二、集市

1950年初，佛山市区(含石湾区)有大基尾耕畜猪苗市场、粮

食交易市场(汾宁路)、协成菜市(上沙)、蚕丝市场(舍人大

街)，朱北窦三鸟市场(军桥)、三鸟市场(普君圩太上庙前)、‘

三和果菜市场(棚下三和街)、水产交易市场(即粤中水产鱼栏，

在南堤粮仓前河面)、成衣百货、故衣市场(青少宫)、猪仔市
’

(市东下路尾)和都司(中医院后边)、元丰(上沙)， 三元市

(祖庙后边)、南堤、普君、石湾鱼肉市场、石湾菜市、澜石等农

副产品综合市场19个。1954年5月，随着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

品实行统购统销，生猪、糖、木柴等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

供应政策的实施，集市贸易活动范围逐步缩小。

，1956年lo月，贯彻国务院、省人委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

市场的指示精神，开放了集市贸易。佛山市商业局成立开放自由市

场办公室，于lOyl初起对农副产品全面开放经营，并逐步开始实行

对工业、手工业产品的自由选购办法。同时相继恢复原来的水果、

水产、牲畜等交易所，加强管理。1958年城区莲花市场建成投放使

用。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市区曾一度关闭集市贸易。1959年

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集市贸易的指示》，佛山恢复了都

司、普君、上沙、石湾、澜石等五个集市。，1960年11月，根据中央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政策及中共广东省委电话会议和佛山地委

三级财贸干部会议精神，进一步开放了南堤、，纪纲、上沙√．普君，

都司(市中医院附近。逢农历二、七日开圩)、莲花、’石湾、澜石

等9个集市；同年12月初，佛山市郊区张槎公社新建古灶援开圩
(逢农历三、七日)。 ．． 、一，‘二：-

． “文化大革命”时期，佛山集市贸易又一次受到。左”的思潮

冲击。1975年7月，关闭了普君、莲花、南堤、。．上沙四个农贸市

场，在市郊区另设张槎(白燕场)∥环市(，通济桥)和澜石三含农
贸市场。执行全省统一规定，以公历每旬7逢一、。六日为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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