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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女

●

●

．一、修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本丛书

集石门县地方志大成，旨在引导和推动志书功能

扬发。。 、
．

，

二、丛书主体，以本届新编《石门县志》及

公开发行诸部门志、行业志为基础，辅以他志内

部发行本或资料本。各志独立成册，众志合为丛

书。。

三、原修各类旧志，另成一属，经标点校订，

纳入本丛书重刊。 ．

四、《石门县地方志丛书》，统一开本、封面、

版式，各志有关事宜，分别另附说明。

石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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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

述石门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采用“志、记、表、录"体裁，以志为主，表、录

分别附在有关章节中。

三、本志断限，上起清道光二十年(1840)，下限至

1989年。 ．

四、本志纪年称谓，采用当时称谓纪年，如民国四年，

另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概用公

元纪年。 ‘

，

五、本志数字书写，习惯用语和词汇中的数字，用汉

字表示，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擞字表示。 ．

六、本志所载币制，一般为人民币制，但个别涉及历

史币制，按原据记载。 ：。
‘

七、本志所及历史事件、人物、均为原载称谓，无褒无

贬。
、

‘

八、本志资料，采用省、地、县及本局档案资料，一般

未注明出处；凡引用报刊、史料，均按原件文字摘录，说明

出处，以资考证。



序

、

盛世修志，大业千秋。《石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于

1987年4月组建编纂班子，经六度寒暑，三易其人，数易

其稿，终于众手成志。 i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针，本着略古详今，实事求是的原则，忠于史实，秉

笔直书，记述自1840年以来150年间，石门县工商行政

管理兴衰起落的全过程。本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是一

部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价值质量较高的专志。在当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它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作用。期望全县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人员鉴前世之兴衰，虑当今之得失，从中吸取教

益，为全县工商行政管理作出积极贡献。

悠久的历史，原是溯源纂志的有利条件，但由于各种

原因，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曾几度撤并，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期间的史料不全，加上编纂水平有限，所编内容，恐有

不当之处，敬请宽谅。
’

、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石门县方志委领导同志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具体指导和本局部分退离休老同志及各所、股、室负责人

的积极配合，提供资料，在此成书之际，一并致谢。

李经武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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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石门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活动源远流长，与之相适

应的工商行政管理亦相伴而生。清代、民国时期，石门

的工商行政管理一般是以商治商。光绪三十二年

(1906)，石门成立商务分会，民国4年(1915)改商会。

国民政府通过商会对商民进行控管，收缴税捐，．“整治行

规，讨论行情"，协调行业矛盾。’ ，．

’?

1949年7月，县人民政府成立。40年来，工商行政

管理机构几经演变，其体制、人员、职能亦多有不同。1949

年9月，县人民政府组建工商科，其主要职责是对全县

商品活动进行组织、监督管理，打击市场投机活动，评

抑物价，开展工商业普查登记，进行对私改造，建立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 ．，

’

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县工商行政

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执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对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

行粮、棉(布)、油及主要工业品原料的统购统销，制止

私营批发，采用经销、代销、联购分销和联购联销等方

式，把小商小贩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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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撤销县工商科，此后直至1966年，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由商业局下设的工商股和市场管理委员

会负责，这种多头管理，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受到严重

削弱。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人民公社’’和

“大跃进"运动，全县出现全民办企业而不经工商登记的

混乱局面，集市贸易自行消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处于

停顿状态。 ，

1968年lO月13日，成立石门县革命委员会工商行

政管理办公室，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逐步恢复。文化大革

命时期，法制被践踏，工商行政管理被当作无产阶级专

政的工具，职能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直到1974

年，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才开始恢复。是年，县擘工商

办”对全县集体企业和工副业人员进行登记，共登记发

照109个，为7818人发放工副业人员许可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行政管理机

构得到调整、充实和加强。1979年3月8日成立石门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从此，全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按照

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政策全面得到展开。

1980年开始，县工商局恢复并全面进行工商企业登

记，建立开、歇、并、转、迁移、变更登记制度，先后

对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店业、印制刻

字业、旧货业、服务业进行普查登记。1984年，为全县

1512家工商企业换发全国统一营业执照。注册资金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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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元。从业职工达33515人j 1984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

定》公布后，从1985年5月至1986年4月，全县对1984

年以来新开办的“公司”i“中心"进行清理整顿，吊销

3家，变更登记23家。1988年8月底开始重点清理整顿

1987年以后新开办的(特别是党政不分、官商不分)和

不具备条件、重复设置、资不抵债的公司，到1989年底，

注销“石门县政府机关劳动服务公司"等27家公司，立

’案查处12家。·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1989年，实行法人

登记制度，换发全国统一营业执照，全民企业和集体企

业比1984年分别增长7．5％、22．5％，注册资金共计近

3亿元。 ，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精神，大力扶

植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通过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个

体经营者开展自我教育。至1989年底，全县共有个体工

商户8600户，从业人员达12707人，拥有注册资金2271

万元。个体工商户数比1984年增长42．2％。有个体劳动

者协会会员9730人。 ．，

‘

市场管理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市全面开放，县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

对上市人员、商品种类、价格、经营秩序进行管理。1986

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达2456万元。1988年以后，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