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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长沙是历史名城，湖南省会，全省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辖五区四县，人口534万，(其中城市人

口126万)，水陆交通方便．为我国开埠较早的城市，

也是全省物资的集散地，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商业较为发达。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内专设工商局，

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40年中，随着政策的调

整、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机构和工作都曾几起几

落，有成有失。为了记下这些走过的足迹，我们在

局党组的领导和市编志办的直接指导下，编写了这

本《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以留后人借鉴。现就

编写中的几个问题说明如下：
’

一、本志所记时限，虽上及清代，但本着详今

略古的精神，以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沙

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为主，又以中共中央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为记述重点o‘建国前无专设工商行政

管理机构，此项工作亦尚处萌芽，故未多记。下限

至1988年底止，个别章节为说明事物发展需要，略



有延伸。

二、本志为横排竖写，以编写时工商行政管理

的七大任务分章横排，连同机构人员共八章。各章

再按时间顺序纵述。以记管理为重点，兼叙有关事

。业发展变化情况。

三、手工业在建国初期曾由工商局直接领导管

理。1953年8月。市人民政府专设手工业管理局后．

归口到该局，另有专志记述，故本志从略。

四、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全党的一项工作，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商局

曾直接组织实施各项具体工作，故本志以专记记述

了这一重大历史事实o
‘

，

五、本着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原则，尽量实 ·

事求是记述事实，只叙不议。成功失误，功过是非，‘

未加评说o
。

‘’

六、本志所记年号，均用公元纪年。清代的在

原用年号后用括号注以公元纪年对照。

，．本志所记人民币均为现行币值。币制改革之前

的旧币已换算成现币值。但为记述当时物价实情，

个别需要保留旧币值的在其后予以注明。 、

一本志所记“解放前坟“解放后”系v：Z1949年8

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之日为界。’、 r

I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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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曾多次撤并，档案

资料分散流失，编写人员虽尽力从各方搜集考证，

务求资料翔实，但仍难免遗漏不全，加之我们编写

人员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谬误漏录之处，敬请批

评指正。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工商局修志办、市

志办、市档案馆．．一商业局档案室、本局各业务科

室、档案室和各区、县工商局同志的大力支持协助，

镬此致以衷心感谢o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小组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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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Ⅱ 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沙还没有专门的工

商行政管理机构，本志所记载的主要是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日以后，长沙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史实。

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政策，是党和国家经济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份，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派生

物，理所当然地随着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变化而发

展演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

转到经济建设。春风化雨，工商行政管理任务从此

迅速增多，人员机构也相应兴旺起来了。

回顾40年来，长沙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虽然

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丰

富的。为了全面正确的认识过去，开拓未来，我们

组织力量，用了数年的时间广泛收集资料，集中整

理，编写了现在这本志，以期能起到一点存史、资

治，教化之用。



当前，举国上下都在深化改革，工商行政管理

面临许多新的课题，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实践，实事求是地继续不断总

结经验，勇于创新，勇于开拓，为进一步做好长沙

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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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清代，长沙工商行政管理由地方官署统办。雍

正六年(1 728)，按清庭颁布的《典当行贴规则》，典

当铺向长沙地方官署呈请，由省颁发布贴，进行营

业。乾隆三十七年(1772)，允许民间开设各类牙行

和门摊商铺，仍由长沙地方官署报省核发执照。至

同治六年(1867)，长沙经核准的有61户牙行，89户

商铺。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明令由省城保卫局

管理小冠摊担摆设秩序。
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近代工商业逐

步兴起。援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庭颁布的《大清

商律》，组织设立公司和开办各种矿产开发、冶炼

加工工业的，向长沙地方官署申请后转呈农工商部

核准，方准经营。至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又陆续颁

布了一些工商管理法规。由长沙市政府的建设科(后

改由社会科)兼办。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市人民政府设工商局，

职掌工商行政管理。但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和

政策的调整，管理范围时大时小，任务时多时少，

机构时设时撤，40年来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o。



长沙解放初期，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

人民政府工商局。即着手对全市工商企业进行登记、

调查，组织复工复业，物资交流，发展生产，保障

供给；整顿摊贩，管理市场，，打击投机违法，维护

市场新秩序；并直接领导管理新建立起来的国营企

业，组织实施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工商局既是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时又

是工商企业的行政业务主管机关：

随着国营经济的建立争发展壮大，工业、手工

业等业务主管局和专业公司相继建立。对私改造步

步深入。私营工商业逐步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经销代销等改造形式，从行政到业务都由各有关主

管局和国营专业公司管理。工商局遂分解为工业和

商业管理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由多种所有制并存变为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营经济占了绝对优势，国民经济实行单一的国家

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工商行政管理只剩下市场管理

任务。

60年代初，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物资紧缺．

市场萧条。在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后，．长沙．市从国营工商业、供销社中

下放出来一批原摊贩、手工业者恢复合作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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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体经营。1961年7月，长沙市人民委员会决定

重新建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以对合作店(组)、

个体商贩进行管理，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违法

活动，全面清理工商企业，并恢复了部分加工订货

合同的管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搞群众运动

的方法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这对于稳定经济，·

维护市场秩字，制止投机违法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也把一些贩运食品、日用工业品、农副土特

．产的都作为投机倒把行为予以处理；把自发出现的

一些交易场点都作为非法的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

阵地”予以取缔扫荡。以致市场一管就死，一放又

“乱”，经常反复o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对资产阶级实

行全面专政。长沙市集市贸易由限制到全部关闭，

农民进城销售剩余农副产品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被驱赶、没收、罚款直至强行取缔。个体商贩被作

为资本主义尾巴，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不容存在，

有的全家下放到农村劳动。长途贩运列为投机倒把

成了打击对象。“千条线变成一根绳”，商品流通只有

一条国营商业渠道，通过计划调拨，行政俞令来实

施管理。货不能畅其流，商品生产受到抑制，物资

供不应求，商业网点减少．，群众生话极为不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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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再次撤销。1973年

1月，虽重又恢复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但管理

的主要范围、任务还是只限于打击投机倒把和管理

市场。 ’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重大决策，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变单一的计划经济。为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实行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的方针。开放城乡集市；鼓励长途贩运；恢复．

和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

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经济新格局。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为保证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法令在长沙的贯彻执行，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

经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政府的重要经

济监督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得到加强。所辖五区四

县均已建立健全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至1988年底．

计有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11个，基层工商所46个．

市场管理所11个，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共1239人。机

构稳定，人员增加，为长沙地区的改革开放、商品

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据1988年底统计：长沙城

乡有集市218个，交易额由开放初期1979年的826万

元上升到1988午的5．4亿元．出现了一批像桥东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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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批发市场、药材批发市场和东塘交易大楼等闻

名全国、全省的大市场；登记注册的城乡全民和集

体工商企业有22969户；城乡个体经营户I扫1979年的

1491户、1625人增至1988年的60063户、82147入，

注册资金1．5tz．多元．营业额达10亿多元。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大发展，物资丰富，市场繁荣。与此同

时，违章违法案件也相应增多．仅1988年查处的投机

违章案件就有16440件．其中投机倒把大要案452件．

罚没金额454万元。由于市场竞争，申请商标注册，

要求保护商标专用权的增多，广告行业也应运兴起。

1988年底，全市已注册商标1153个，登记的广告经

营单位7个，兼营单位139个，广告专业人员1154人，

1988年广告经营额近二千万元。随着法制逐步健

全，经济合同法的贯彻实施，经济合同成了经济往

来中的重要手段和经济纠纷的处理依据。1984年至

1988年五年中，全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仲裁处

理的经济合同纠纷就有1262件。

总观解放四‘十年来长沙的工商行政管理，有起

有落，有经验，有教训。工商行政管理的起落是与

商品经济的起落、市场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

我国经济处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单一的计划

经济，国营一条渠道流通时，工商行政管理就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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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部门的管理所代替。当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

通渠道并存，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

展商品经济时，国家就必须有一个综合的、超脱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管理，保护合法经

营，制止非法经营，以维护国家经’济政策的贯彻实

施，保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使社会

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健康发展。这就是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40年来所走过的一条道路。历史在前进，

我们的事业在向前发展，认识也在随之不断深化更

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如何做

好工商行政管理，还有待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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