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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政府都通过执行典章，调节国家机能，

对一地工商业实施管理和监督，使社会的生产和

流通得以正常运转。这些年来，我县工商行政管

理机构日臻完善，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

生产，促进流通，规范管理，繁荣经济，工作卓

有成效。

《普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运用新的观点，

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略古详今，实事求是地记载

普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过程，反映不同



历史时期的生产，流通以及经济管理的水平。该

志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门类齐全，

记述连贯，具有时代精神和专业特点，不仅是存

史，而且对研究和指导经济工作都有参考价值。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愿全县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同志，为普宁县的社会主

义建设，锐意改革，团结奋进，创造更大的成绩，

在新的史册中添上光辉的一笔。

1 9 9 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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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

记述本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反映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事业

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主要框架为卷首、主体业务、附录三部分。卷首部

分为序、凡例、概述，大亨记，主体业务按工商行政管理现行体

制和任务立章，由机构·队伍·设施、集市与市场管理、企业登

记管理、个体私营经济与管理，经济检查、经济合同管理，商标

广告管理等章组成，卷末设附录，为文献辑存等。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文体采用记叙文，

记述体。

四、本志上限溯自事业开端，下限止于1 9 8 9年。清代以

前用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后用公元纪年。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解放后’’。对“人民委

员会，，、“市场管理委员会一，“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所属基层

管理所名称有时简称为“人委会”、“市管会力、“工商局一、

“工商所"。“打击投机倒把”，“查缉走私贩私"简称矗打投力，

“缉私”o

六、书中地名按当时名称记载J计量单位，解放后的记载力

求用法定计量，贷币单位，解放后至l 9 5 5年3月1日以前的

人民币一律折算为现行的人民币，“外资”，。三来一补”企业和打

击投机倒把，反走私业务中保留了港币，美元等货币的记载。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县工商局档案室，

县志办公室和曾于本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干部，职工的征

访材料。



序

凡伪

照片

普宁县工商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章机

第一节

一，工商科⋯_⋯⋯⋯⋯⋯⋯⋯⋯⋯⋯⋯⋯⋯⋯(30>

二，市场管理委员会⋯⋯⋯⋯⋯⋯⋯⋯⋯⋯⋯⋯(31)

三，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33>

。 四，打击投机倒把走私贩私领导小组⋯⋯⋯⋯⋯(35)

五，工商行政管理局⋯⋯⋯⋯⋯⋯⋯⋯⋯⋯⋯⋯(36)

第二节队伍⋯⋯⋯⋯⋯⋯⋯⋯⋯⋯⋯⋯⋯⋯⋯⋯(48)

一，编制与构成⋯⋯0 0 0 0 0．．0 0"0⋯⋯⋯⋯⋯⋯⋯⋯⋯(48)

=，培，"II⋯⋯⋯⋯⋯⋯⋯⋯⋯⋯⋯⋯⋯⋯⋯⋯(55>

． 三i制服⋯⋯⋯⋯⋯⋯⋯⋯⋯⋯⋯⋯⋯⋯⋯⋯(59>

四、奖惩⋯⋯⋯⋯⋯⋯⋯⋯⋯⋯⋯⋯⋯⋯⋯⋯(59)

第三节设施⋯⋯⋯⋯⋯⋯⋯⋯⋯⋯⋯⋯⋯⋯·：⋯·(66)



一，局、所址建设⋯⋯⋯⋯⋯⋯⋯⋯⋯⋯⋯⋯⋯(66)

附l干部、职工宿舍建设⋯⋯⋯⋯⋯⋯⋯⋯(69)

二、装备和器具⋯⋯⋯⋯⋯⋯⋯⋯⋯⋯⋯⋯⋯⋯(72)

第二章集市与市场管理⋯⋯⋯⋯⋯⋯⋯⋯⋯⋯⋯⋯⋯⋯(75)

第一节集市与市场建设⋯⋯⋯⋯⋯⋯⋯⋯⋯⋯⋯⋯(75)

附l主要市场简介⋯⋯⋯⋯⋯⋯⋯⋯⋯⋯⋯⋯(110)

第二节市场管理⋯⋯⋯⋯⋯⋯⋯⋯⋯⋯⋯⋯⋯⋯(121)

第三节管理费征收⋯⋯⋯⋯⋯⋯⋯⋯⋯⋯⋯⋯⋯(153)

第三章企业登记管理⋯⋯⋯⋯⋯⋯⋯⋯⋯⋯⋯⋯⋯⋯(163)

第一节国内企业登记管理⋯⋯⋯⋯⋯⋯⋯⋯⋯⋯(163)

第二节外资企业登记管理⋯⋯⋯⋯⋯⋯⋯⋯⋯⋯(202)

附l “三来一补”企业登记管理⋯⋯⋯⋯⋯⋯(218)

第四章个体，私营经济与管理⋯⋯⋯⋯⋯⋯⋯⋯⋯⋯(221)

第一节个体私营商业⋯⋯⋯⋯⋯⋯⋯⋯⋯⋯⋯⋯(221)

第二节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25)

第三节个体，私营经济管理⋯⋯⋯⋯⋯⋯⋯⋯⋯(231)

附1个体劳动者协会⋯⋯⋯⋯⋯⋯⋯⋯⋯⋯⋯(245)

第五章经济检查⋯⋯⋯⋯⋯⋯⋯⋯⋯⋯⋯⋯⋯⋯⋯⋯(249)

第一节打击投机倒把⋯⋯⋯⋯⋯⋯⋯⋯⋯⋯⋯⋯(249)

第二节查缉走私贩私⋯⋯⋯⋯⋯⋯⋯⋯⋯⋯⋯⋯(259)

第六章经济合同管理⋯⋯⋯⋯⋯⋯⋯⋯⋯⋯⋯⋯⋯⋯(279)

第一节经济合同的推行⋯⋯⋯⋯⋯⋯⋯⋯⋯⋯⋯(279)



第二节鉴证与管理⋯⋯⋯⋯⋯⋯⋯⋯⋯⋯⋯⋯⋯(282>

第三节调解与仲裁⋯⋯⋯⋯⋯⋯⋯⋯⋯⋯⋯⋯⋯(Z88>

第七章商标，广告管理⋯⋯⋯⋯⋯⋯⋯⋯⋯⋯⋯⋯⋯(293>

第一节商标管理⋯⋯⋯⋯⋯⋯⋯⋯⋯⋯⋯⋯⋯⋯(293>

第二节广告管理⋯⋯⋯⋯⋯⋯⋯⋯⋯⋯⋯⋯⋯⋯(311>

附录⋯⋯⋯⋯⋯⋯⋯⋯⋯⋯⋯⋯⋯⋯⋯⋯⋯⋯⋯⋯⋯(317>

一、文献辑存⋯⋯⋯⋯⋯⋯⋯⋯⋯⋯⋯⋯⋯⋯⋯⋯(317>

=、各类企业，个体工商业户登记程序⋯⋯⋯⋯⋯(341>

三，财务管理⋯⋯⋯⋯⋯⋯⋯⋯⋯⋯⋯⋯⋯⋯⋯⋯(355>

后记⋯⋯⋯⋯⋯⋯⋯⋯⋯⋯⋯⋯⋯⋯⋯⋯⋯⋯⋯⋯⋯(363>



概 述

普宁县位于广东省东部偏南，潮汕平原西缘，东距汕头市6 2

(公路里程)公里，西距广州市4 0 0公里。县境南部距离南海

海岸3 0公里，境内东西长约5 0公里，南北宽约3 0公里，总

面积1 5 g 1．5 5平方公里，北回归线从县境北部通过。明嘉

靖四十二年(1 5 6 3年)置县，解放后县城从洪阳迁流沙镇。

现行政区划有2 2个镇，2个乡，1个管理区，4 5 8个行政村

(含2 7个居民委员会)。此外，在本县境内还有5个国营农林

场。1 9 8 9年末全县总人口l 3 1 0 6 8 9人，其中农业人口

1 l 8 9 4 5 2人，非农业人口l 2 1 2 3 7人。

解放前，普宁县工业仅有少数个体的纺织、烟丝、酱料等手

工业和季节性农产品加工业，县民以农为主，粮食却远不能自

给。而交通称便，明，清代有官道贯通本县，1 9 3 0年普宁至

揭阳公路通车，为潮汕最早的一条公路，至1 9 3 2年已修通池

尾至揭阳和陆丰，池尾至汕头和安流、洪阳至棉湖等公路，并有

榕江、练江，可通木船渡运，故集市贸易点多面广，解放前全县圩

集5 0多处。洪阳、里湖、流沙，大坝、麒麟等圩集都曾有过兴

盛时期。l g 4 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 3 l 0万元，社会商品

零售额2 4 7 7万元，其中商业贸易额2 2 2 3万元，占89．7呖．

{≮



(2) 概述

解放后，普宁县国民经济有较大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国营工业生产在改革中以平均每

年增长1 7．7％稳步发，展交通、邮电、能源保持先行；农村经过

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告别了传统经济，乡镇企业，家庭手工业迅速

兴起，果林业生产较大规模发展，推动了农村商品生产，促进了城

乡经济的繁荣。全县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多条

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经济结构，市场活跃。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l 9 7 8年2．7亿元，l 9 8 9年增至l 0．3亿元。社会

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 8．3呖。l 9 8 9年城镇居民人均年生

活费收入1 5 5 5．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比l 9 7 8年增

长5 5％以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8 1 1．4元，比1 9 7 8年

增长6．8 6倍。

工商行政管理，是按照国家制定的法律、条例、规章和政策，

对商品经济各主体间经济活动进行的管理和监督。明、清代，普

宁县有税课局、户房，后设劝业员职掌县中工商事务。民国时期，

工商行政管理多由税捐征收处兼管。解放后，普宁县人民政府没

工商科和市场管理委员会，l 9 6 4年4月设立工商行政管理

局。l 9 8 9年，县工商局设8个股，下设2 4个基层管理所和

1个检查站，正式干部职工从1 9 7 9年的1 0 1人增加到4 7 9

人．

解放四十年来，普宁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个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根据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法规，在中共普宁县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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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工商业和市场的经济活动实施有效的管理

和监督，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

进商品经济发展。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

行普查登记，加强管理，充分利用其有利经济恢复的积极作用，

并通过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取消粮食与棉布

批发经营等限制措施和对不法资本家与奸商囤积居奇、套购倒卖

等投机倒把活动的打击，逐步加强国营经济在市场的领导地位，

组织物资交流，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主要围绕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市场安排。l 9 5 4年开始将部分

私营工商业先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采取先安排后改造的办

法，安排商业户3 0 9 4户，使私营商业保持稳定。1 9 5 6年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对私营工商业“全面规划、经济改组、实行全

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广大工商

业者自愿接受和平改造和赎买，全县工业户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手工业和商业8 0％以上纳入各种改造形式，基本实现所有制的

转变。为配合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普宁县对粮食和主要工业原

料实行统购统销，对批发商业实行国有化。
／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实行按行业

归口管理的原则，工商行政管理范围有所缩小。1 9 6 O年，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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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流通，方便群众，并通过完善管理体制，加强对市场、企业

登记、个体私营经济，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的管理，打击投机

倒把和走私贩私，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确保“改革，开

放，搞活经济”方针的贯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指引下，县工商局在逐步健全

企业登记管理制度的同时，适当放宽企业登记中经营范围和经营

方式的核定，支持合法竞争，鼓励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扶

持横向经济联合，尤其在1 9 8 6年后，企业登记手续简化，登

记条件进一步放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至1 9 8 9年末，全县

各类工商企业4 2 1 6户，比1 9 8 0年增加4倍。县通过治理

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制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整顿各类

公司，重新确认“挂靠刀企业经济性质，引导工商企业健康发

展。在鼓励引进“外资”。和承接“三来一补”业务方面，县工商

局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热情提供政策咨询，及时审查，优先办

照。全县的“外资”企业从1 9 8 3年的几户发展至l 9 8 9年的

1 0 9户，居汕头市各县之首。“三来一补"企业也以平均每年

4 5户的速度增长。对个体、私营工商业，县工商局主要贯彻“放

宽．．疏导，扶植，管理”的政策，使其在活跃市场，解决就业，



(6) 概述

补充国营和集体经济的不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至l 9 8 9

年，全县个体私营工商业户比改革、开放前增加近2 0倍。

乡镇企业的异军崛起，个体、私营工商业猛增，加之除少数

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商品外集市全方位开放，大批量的农副产品

和工业品涌向市场，使原简陋市亭或以街为市的市场状况不相适

应。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县工商局积极规划投资，分

期分批新建，扩建，改建市场。自1 9 7 8年县工商局接管市场

1 1年来，共投资l 2 8 7万元，先后新建成流沙服装专业市场，

流沙水产品专业市场、南径蔬菜专业市场、洪阳百里桥商场、大坪

市场、里湖市场等大，中、小型市场，市场由3 0个增至6 1个，

市场面积由原7．6 3万平方米扩大至2 3．6 7万平方米，并逐

步配套完善卷烟、中药材、粮食、耕牛、杉木，五金塑料等市场的

设施，不断增强市场的吸引力和幅射力，把各个专业市场培育成

面向全国的商品集散地。1 9 8 9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5．2 5

亿元，比1 9 7 8年翻了5番。为适应集市的发展，县工商局对

市场管理工作进行改革，逐步推行市场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提高市场文明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实现对市场松紧适度，收放

自如的控制，1 9 8 7年以来有4个市场被评为省、市级“文明

市场’’。

在搞活市场的同时，县工商局把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贩私放

在重要位置，在实践中造就出一支有素质、有经验，有现代化装

备的经济检查队伍，查处l万元以上的经济违法案件1 2 0 0 0



概述 (7)

多宗，查获贩私黄金99000克，进口录像机，放像机近2 0 0 0

部，进口香烟万余箱，进口布料2 3 5．2万米，罚没金额3 2 5 7

万元，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l 9 7 9年县工商局设立经济合同专管机构后，开展经济合

同咨询服务，鉴证、调解和仲裁工作，在全县经济部门建立健全

合同管理网络，每年开展“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的评选活动，

受到省、市工商局的好评。

1 9 8 3年以后，县工商局依法加强商标管理，鼓励企业名

优产品使用注册商标，使全县注册商标件数从1 9 7 9年的8件

增至1 9 8 9年的9 0件。同时，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违法活动，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消费者利益。广告管理起步虽较

慢，近几年也已逐步开展。

普宁县二[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时期，将继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为普

宁县的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大 事 记

1 9 1 9年(民国八年)

“五四”运动后，普宁学生集体罢课三天，组织宣传队乘圩

日到百里桥、浮山、大坝，棉湖一带集市，宣传反对帝国主义，

抵制日货。一些商人，在学生的影响下，也实行罢市。

1 9 2 6年(民国十五年)

1月，洪阳(第一区)八乡农民，在中国共产党普宁县支部

的领导下，为摆脱地主，官僚经济上的剥削和掠夺，在乌犁塔下

建立第一区农民消费合作社，简称“自由市’’。

1 9 2 7年(民国十六年)

5月5日，国民党政府军队在洪阳保安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

下，夹攻乌犁塔下“自由市”，洪阳八乡及六乡农民自卫军奋起

抗击，终因力量悬殊，被迫撤退，“自由市，，被国民党政府军烧

抢一光。

1 9 2 8年(民国十七年)

冬，流沙屠宰工人为抵抗官吏勒收重税举行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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