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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志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使本专业志能够具有民族特色，

体现时代特点，叙明专管职能，显示发展规律，符合党和国家的

大政方针，力争用史实反映工商行政管理这一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的相互关系，从而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我局在

编写过程中，认真制定编篡计划，加强编写班子建设，广集资

料，实行采写合一，针对工商行政管理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的特

点，分章节形成的初稿，均发给各业务科、室、所、会及有关单位

和人员，征求意见·，再行修改，求得数据吻合和志体规范。本志

从1991年5月组织编纂至1993年6月完稿。经州工商局领导和

编志领导小组会议审查认可。

本志的采编工作，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

神，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

根据事实，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秉笔直书，编写层

次清楚，将为现在和今后工作提供借鉴并有所稗益。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州委、州政府很重视，州档案馆提供了

大量资料，全部采编人员不避严寒酷暑辛勤工作，在此，表示感

谢1

谨向支持、帮助编修本志的单位和个人致谢!‘

／ 梁启林



①凉山州工商局办公楼正面

②凉山州工商局办公楼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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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凉山州工商局干部培训中心大楼



⑤凉山州工商局《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志领导小组成员及编辑人员留影

前排左起： 陈徕杜 梁启林 杜厚章

后排左起： 刘明 谢英渡 沈洪章

⑥凉山州工商行政管理志终审会全体同志留影
前排左起：邹开诚陈敬喜何明华唐文华 王林吉 梁启林安伍合

中排左起：李正清杜厚章赵族平景平坤贾树荣杨绍荣徐台予

后排左起：沈洪章吴德翔谢英渡陈徕杜刘明
·7·



8·

ll●1．



⑧凉山州工商系统1 987年双先会代表合影

毛凉⋯卅I i：商系统1 989年双先会代表合影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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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凉山州西昌“火把节”物交会广告宣传摄影

⑥国家工商局授予德昌县商业市场为“全国文明”市场



@凉山州消费者委员会成立大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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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々

．

争 一、本志层次以主要业务工作立章，章下一般按年代分节，

1 个别按工作性质分节的，则在节下按年代设目。 ’、

耋 二、本志断限时间以辛亥革命(1 911年)为上限，1990年为
凳 下限。但在述及工商行政管理历史渊源时作了适当上溯。

， ．三、本志按专业志体例编纂，共8章，20节。序、编写说明、

i 大事记、概述、目录排在卷首。
、

． 四、本志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纪年、民国时期，以民

； 国年号纪年，均在括号内注明公元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一

五、本志所记货币及度量衡单位、：建国前均用当时通用的
‘

货币和度量衡单位；建国后，55年上半年以前是万元(旧币)记

述，55年以后是元(新币)记述o
’

六、本志编纂，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共的原则，

采取以事分类，依时叙事，用语文体以文字记叙为主，图表为

辅，横排竖写。

七、凉山彝族自治区(州)建立至西昌地区建制撤销期间

(1 952年8月——1 978年12月)因行政区划不同，需分别记述事

项，按事物出现‘先后并列编排。

八、本志史料来源于州档案馆、州志办、本局档案室及部分

职工提供的口碑o ，

，

叶，，：llt；≯-



概 述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JII省西南部，面积60114．68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四

川内地往来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之一，成昆铁路和“108”国道公路干线纵贯凉

山南北，并有民航班机往来西昌——成都之间，交通比较方便。凉山是我国最大的

彝族聚居区，辖17个县、市，居住着14种民族，360．72万人(其中彝族1523807人)。

清末民初，州内机械工业是空白，土纱、制糖、榨油等工业也多属农村副业，大

量日用品，小五金及副食品，如糖果、调味品等都得由外地运入。彝族聚居的地区，

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工具简陋、耕作粗放，畜牧业是家庭的副

业。为数不多而又依赖于农业的木工、石工、铁工、铜银工等小手工业，没有从农业

中分离出来，只在农闲时作季节性手工劳动，一针一线几乎全部依赖于外区。由于

生产力低下，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基本上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没有形

成本民族的集市贸易，生活必需品如盐、布、小百货等，全靠汉族商人冒风险，找有

势力的家支头人作“保头’’贩运进山。j在极不等价的交换情况下，贱价换走牛羊皮、

猪鬃、麝香等山货药材。有的专门从事贩运大烟、白银投机活动，形成了33个交易场

所(集镇)。西昌、会理等汉族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商业基础，清代

以前，为农民互市，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麻哈、麦地垅等地的黄金开采，以及廉价丰

富的土特产品，吸引了重庆、陕西等地商人来做生意，他们运进布匹、棉纱、百货，换

走黄金、山货、药材。清以后，成为宁属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和物资交流中心，形成103

个交易场所；民国时期，以地方土特产品加工为主的手工业兴起，主要有纺丝、制

皮、纺织。其蜡虫、山货、皮革、土布产品运销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甚至外销缅甸、

香港、新加坡。民国31年(1942)，仅西昌县就有绸布业、国药业、棉纱业、百货业等同

业公会15个、459家，从事商业饮食服务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00多户。抗战时期，开

始有机械、半机械生产的电力、皮革、毛织、碾米、面粉、造纸、铅印、卷烟等近代工

业，但由于官僚资本渗入，通货急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工商业面临倒闭，市场交

易以鸦片为主，次为白蜡虫、生丝。市场上所谓“烟会"、“虫会"也不过是一片虚假繁

荣而已。

工商行政管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清光绪以前历代政府未设专门

机构，但都设有官吏兼管。明代对盐的管理实行。禁榷”(即专卖)商编入。市籍"，手

工业者编入“匠籍"。城市商铺，须主管衙门登记备案，方准营业。清光绪29年

(1903)始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商部，同时颁布《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法令条规，

各省设劝业道，掌管农、工商业及交通事务。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成立工商部(后改
·】4·



为经济部)，各省设建设厅，管理工商业，对工商业开业、歇业、实行登记，对集市贸

易、商标、广告进行管理。1939年6月成立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设垦务处主管建

设，含工商行政管理。 ．’

1950年3月27日西昌解放，成立西昌专员公署工商科。

1952年10月1日．成立凉山彝族自治区，设立工商科。

，建国40年来(1949——199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引下．凉山州不断加强工商行政管理，促

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使凉山州的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就机构而言，曾三次撤并，就管理

效果而言，既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起到阻

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

1950年至1956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改造私营经济。按党和政

府的统一部署，开展反市场投机，夺取市场领导权的斗争。调整工商业，对私营工商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改建和新建交易市场，制订管理规则，开展工商企业登

记工作，这对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58年实

现人民公社化后，工商行业和市场实行了归口管理。

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得到加

强，致力于经济体狲的调整和恢复流通渠道。对全州工商企业进行清理和登记发

．照，把小商小贩调整出去，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组成合理网点，有计划恢复城

乡集市贸易和城乡贩运活动。但在“左”的思想桎梏下，排斥除社会主义经济以外的

其它经济形式，对集体、个体经济管理过死，对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也凭主观意志视

。阶级斗争”的尖锐或缓和，时而加强，时而削弱。1964年，全州各县开展反对资本主

义复辟，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大批大轰，草率处理一批案件，造成不少遗留问题。

城乡集市贸易冷落下来。

1965年，党中央纠正“左"的错误，城乡经济发展，市场物资增多，价格回落，人

心安定，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再次充实。1966年“文

化大革命"开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再次受到冲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取缔自由市场，横扫单干风，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在厶念

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在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中，宁“左"勿。右一、

宁严勿宽，乱批滥斗，破坏了生产，阻碍了流通，市场萧条，商品紧俏，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的声誉遭到损害。

，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移，全国进入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国务院成立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并要求各级政府充实工商行政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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