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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记载了洛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变迁史

实。它主写事业；兼顾其它，为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和洛阳人民作了一件

好事。

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指引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

在深入发展，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横向联合，

重点试行行业管理不断深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既是宏观控制综合性

经济行政执法部门，又是政府对工商企业间接管理职能部门，它的地位

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其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

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建筑、商业、服务等行业。从经济性质上看，

涉及国营、集体、个体及外贸、中外合资各个方面。具体担负着工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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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对合法经营予以保护，对非法经营投机倒

把活动者，坚决予以打击，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建设和管理好现代化的城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要管

理好城市的工商企业，就要认识了解它的过去和现状，以及各个时期工

商行政管理的政策。编纂志书，就是为了鉴往知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

这本志书是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

由于洛阳市特定的历史地位，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收入了比较翔

实的历史资料，既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今人的新成绩。本志的出版，

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应有作用。

主耋：；芰萎喜萎萎；釜任潘志远现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

一九八七年二月



凡例 ·1·

凡 例

一、《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统合古今的部门志。记事上起远古，下迄

1985#，具体事项记载涉及1986#。

二、本志书记载的地域：

(1)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后梁、后唐、后

晋十二个朝代，按王畿(京畿)载述。

(2)洛阳作为陪都、郡、府、县的朝代，按实辖地域记述。

(3)1983年11月前，以城市区(涧西区、西工区、老城区、渡河回族区)、吉

利区、郊区为主记述；1983#11)骺，记述包含偃师县、新安县、孟津县。
(4)1986年2月，原洛阳地区所属伊川县、汝阳县、宜阳县、洛宁县、嵩县、栾

JIl县划归洛阳市领导。作为特例，将新划六县工商行政管理业务以彩照形式入志，文

字未予记载。

三、本志按工商行政管理门类横排竖写。按照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时类并举的

原则，分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编排。横分门类以囊括史实；纵向记述以统合古今。

四、本志书分述、记、志、图、表、照、录七体编纂。领导视察指导工作照集中

放在志书正文之前；业务工作照穿插于志书正文之中，以求图文并茂。

五、历史纪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换算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纪述，志书正文内简

称为建国前、后。解放前、后的记述，均指1948年4月5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再克洛

阳之日前、后。

(2)本志书引用其它单位的发现成果或文献，尽量加以注明，编入有关各年；无

确实年代者，收入比较合适的地方，并说清楚是某时期的情况。

六、纪事

(1)古代一般纪朝不纪年月，一朝之中，每事自为起迄。

(2)一朝之中有几条线平行发展，彼此交叉不太严重者则分别叙述，每条线自为

起迄。

(3)一年之中，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者，以分月记事为主，而将某些情况附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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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七、人物

俱自古代至今，以现代为主。人物分历届领导、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三类。

八、本志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业务为重点，共分12章39节，约20万字，loo多张图

片。12章依次为：《概述))、《大事记)》、《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经济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市场管理》、《经济监督检查)》、

蚀织))、《人物》、《附录》。

九、附录，录其他工作难入职能条目者，以备查考。

十、附图表，求精详，以反映部门方面情况、方便工作为原则。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凡例终。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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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工商管理局1日址与新址照

凡例 ．

． 中央、国家局、省、省局、市领导视察、

指导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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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3·

第一章 概 述

洛阳位于河南西部，。地处黄河中游，东有虎牢险豁，西有函谷要害，

南有伊阙耸立，北有邙山屏障，历史上有“JL纠'I腹地"、“十省通衢"和

“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黄河顺城北走行，伊河、洛河横贯

城南，湟河、涧河蜿蜒东西。陇海、焦枝两大铁路干线在洛阳东站交会，

黄河公路大桥与晋东南公路相连。六大古都之一，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

名城——洛阳，就象一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中州伊洛盆地的中心。

洛阳辖偃师、新安、孟津三县，涧西、西工：老城、渥河、吉利、郊

区六区。．总面积3，314．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54砰方公里乞总人口
2，585，133人，其中市区1，047，357人乞有汉、回、蒙、满、壮、藏、

朝鲜等22个民族。
’

“九朝古都”，历史悠久，工商行政管理，源远流长。。 ‘：

r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明，清，随着经济的兴衰，工商行政管理时

强时弱，不尽相同o · ，：-
．‘．

古代洛阳，百工振兴，市场繁荣，工商管理遐迩闻名：商代，上市

商品已有载文规定；周代，私商、官商并存，市场活跃；战国时期，管；

理商人，附加征税，抑制暴利；西汉，设少府管理手工业，设五均司市．’

师管理商业；东汉，市场分城市、农村两种，设立均官、置交易丞，钱

府丞；隋唐时期，京都洛阳臻于鼎盛，户口繁衍，商贾辐凑，拥有近百

种行业，店铺多达三千余家。唐东都洛阳有南、北，西三市一百二十行，

各市设各级市长，分掌百族交易，建标立侯、陈肆辩物之事，市场启闭

有定时，时货交易守法律，豪商富户实行募款，商旅贸易纳税，茶、烟、
．

。
√‘

垒市面积、人口数字均据<<1985年洛阳市统计提要》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酒实行专卖，专门制订两类工商之法令。宋朝，打破唐以前的固定‘‘市

井”交易法，取消了击鼓开市、击钲闭市的时间规定。设“商税院"作

为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工商行政与税政合一，从属税政机关。金代，

洛阳为陪都，号中京，金人在旧城中部重修洛阳，即今老城，逐渐形成

著名的交易场所——老集。降至明清，洛阳仅为一般府治。明代，颁贱

商令。洛阳城兵马司兼领市司。嘉靖年间，洛阳郊南关林镇，兴起庙会。

后金、清代，洛阳县城商业发展很快，四隅四关都有集市贸易，市有“官

集"、“义集"之分。

辛亥鼎革，民国建立。中原版荡，军阀割据，日军寇华；战火连绵，

洛阳逐渐衰落o ．．
．，

古代的洛阳，确曾名扬五州，风靡四海。但是沧桑翻覆，历经干戈

兵燹，至I]1948年洛阳解放前夕，已沦为弹丸小城；百业凋敝，工商行政

愈显不振，全市惟“东北社会市场"有名。

洛阳解放，古都获得了新生。．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历经转折

反复，不断探索前进，开创了古都洛阳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新纪元。

洛阳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形成一大优势。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发展地质勘探业16户，职工4，992人，同时发展地质勘探劳动服务公司，

安排从业人员大量的，有力地促进了洛阳宝藏的开发利用。
‘’

洛阳曾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有着灿烂的文

化遗存。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大力

发展旅游业。截至1985年底，全市旅游业达32户。我国三大石刻艺术宝

库之一的“龙门石窟"和驰名中外的佛教“祖庭”白马寺，开辟了旅游

小商品市场0饮食，．服务区；7我国三大关羽庙之一的．“关林”，已发展成

为中国最大的庙会之一一～个综合性贸易中心。庙会波及14个省、市
的一百四十多个县、市，人流量达三十万人之众，每会成交额四百万元

之巨o：-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任中林、中共河南

省委书记杨析综、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甫等领导人前往庙会视察，

给予很高评价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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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甲天下"。新中国建立36年来，“洛阳牡丹”的品类得到恢

复与发展。从1983年兴起的一年_度(每年4月15N至25日)的洛阳牡

丹花会，中外闻名。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办花会名、优、新商品

展销市场，增设饮食、服务网点，为中外游客提供服务，促进了洛阳经

济繁荣。

洛阳科技，久负盛名，是洛阳的一大优势。它拥有大、中专院校和

，科研单位80所，各类科技人员四万余人，年均完成300多项科研项目。为

促进全市科技进步，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安排ll，583人积极发展科

研、综合技术服务· 一

1953年，洛阳以它独特的战略位置、地理地质条件而被国家确定为

重点建设城市。目前已发展成为我国新型的机械工业基地，初步形成了

现代工业优势o

洛阳解放三十七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

历经转折反复，积极开拓前进，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展各类工业企业4，512户，职工

403，101人，比洛阳解放前夕的2户工业企业，职工2，789X，分别增长

2，25踞和144．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1-7．8‰超过全国年递增
率10．7％的速度。现在一天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49年的一年半。‘

洛阳以重工业实力雄厚而驰名，，全市重工业企业423个d产值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0 ．‘

洛阳市以大厂荟集而著称。．大型工厂多数是全国的骨干企业，构成

洛阳大工业的特点。全市大型企业11个，产值占全市一半以上。’

洛阳集体工业企业在经济战线上有特殊的贡献。它以占全市4．4％的

固定资产，吸收了i75，082人就业，约占全市工业职工43‰乡镇工业蓬

勃发展。一批新型农民跨进工业生产领域，发挥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

优势，开办许多工厂，为城市大工业配套和城乡人民生产、生活作出

了贡献。 ?
‘

。o

船<<1985年洛阳市统计提要》全市社会就业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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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拥有各类工业部1']15个。其中机械、冶金、建材、纺织、食品、

化学、石油七个工业部门占全市产值的90‰

机械工业是洛阳工业的重心。机械类型工厂607户，工业总产值占全

市42％，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动力机械能力，均占全市一半以上。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是中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职工三万余人，

年产能力两万多台。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大型拖拉机、推土机远销国

外，小型拖拉机在国内倍受欢迎。 ∥．‘
。’

洛阳轴承厂，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厂。生产滚动轴承三千

多个品种，年产能力近三千万套，是国内同行业唯一金奖获得者。产品

出口量占很大比重。洛阳轴承工业联营公司，就是以洛阳轴承厂为依托

建立起来的，省内外参加公司的企业达26个，成为我国实力较雄厚的轴

承企业联合体。， ，

’

、洛阳矿山机器厂，是国家直属的现代化的重型矿山机械制造大型骨’、

干企业，．是中南的锻压中心。

洛阳建筑机械厂；是中国制造压路机的最大企业。年产能力1，000

台，产品行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

．

中国洛阳嘉陵摩托车厂，是中、日合作的摩托车专业化生产厂。以

该厂为龙头，以9个企业为骨干，参加配套厂家90多个的嘉陵摩托车经

济联合体，打破地区、部门、行业界限，走横向联合道路，摩托车质量

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产品销往全国。、 ．

黑金属、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有43个企业。年产值占全市的

16．4％。 ，

．

洛阳铜加工厂，是中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加工企业，冶炼铜、锡、铝、

金、银等各种贵重有色金属，年加工能力5万多吨。
． 洛阳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矿物业工业有784个企业，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23，009万元，占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的2．48‰

洛阳玻璃厂，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玻璃厂，年产平板玻璃334万标箱。

洛阳耐火材料厂，是中国耐火材料生产的主要基地，年产1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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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质、镁质、高铝等高中档耐火材料24个品种，除供国内需要外，还出

口14个国家和地区o

洛阳纺织工业有102户，企业固定资产净值4，767万元，占全市工业

O．5l‰洛阳棉纺织厂，是综合性大型企业，拥有10万纱锭，棉纱年产，、

量一万七千多吨o ．

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也占据重要地位。化学工业290户，固定资产净‘

值9，713万元，占全市工业1．05‰染料、化肥蔺足本地区需要而有余。、

洛阳橡胶厂，洛阳胶鞋厂都是河南省重点企业。食品工业现有90个，采、

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创出多种名产品，产值达一亿八千万元乞

文化艺术用品工业有着独具风格的地方产品。“九都”牌唐三彩，仿

古逼真，釉色典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荣获国家金质奖，产品远销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统产品宫灯，造型庄重，色彩绚丽。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发照的个体工业、手工业2，969户，运

输业4，031户，比洛阳解放前夕的个体工业、手工业(指私营工业、手工

业)1，411户，运输业3，193户，分别增长110％和26％。同时发展工业、

手工业合作经营组织1，506户；运输合作经营组织36户。

洛阳市核准发照的商业企业8，229户，职工124，561人。比洛阳解放

前夕的商业l，123户，店员4，316人，分别增长了6倍多和近28彳立。核准发

照的个体商业(含饮食、服务、修理业)23，717),，比洛阳解放前夕的

个体摊贩5，106人，。增长3．6倍。

商业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方针，国营、集体、
‘

个体同时发展。现市内商业、饮食眼务网点24，670多个，平均每个网点

负担165人，商业职工中每人负担38人3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2亿多元。

中州路全长15公里，是全市重要的商业轴线，沿街商店林立，它把

全市两万四千多个商业网点联在一起j

在老城区的老城商场，西工区的百货大楼，涧西区的上海市场、广州。

市场和七里河友谊商店五大商场周围，有大大小小的专业商店和个体商

‘据《洛阳市一九八五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纵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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