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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零京茗毡方鬈编耋叁主藿王武龙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o

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久有“无比的历史博物馆”之誉，历

史淀积之丰厚，胜于一般地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盛世

修志，南京又创出一个“三部曲”的修志格局，决心把这座2400多

年古城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到现状详尽记述下来，摸清市情·9工

程浩繁，气魄很大．也早有所闻，但未知其详。1993年初夏．奉

调南京主政事。从前任市长手中接过了主持继续编修市志的任务。

这时。作为南京修志“三部曲”的第二步——由90部左右专志组成

的<南京市志丛书>，已经开始陆续成志面世，披阅案头新出版的

几部专志和前此成书的<南京简志>，以及在市鳊委会领导下相继

创刊的<南京史志>双月刊和<南京年鉴>，深感这些地方史料的科

学汇编、市情的载体，确实很有“资政、存吏、教化”的价值，可

以使人民进一步了解南京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足迹，可以

激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南京、建设祖国、建设南京的巨大热情，

可以“鉴兴废、考得失”，从中总结经验。研究规律。应该说。这

是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

面对南京市修志成果，和全市各行各业辛勤劳动、通力合作

完成前面更为艰巨的使命的千百修志工作者。以及关心和支持修

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人士，我们应该致以深深

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AK80年代

中期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闻，南京的市志编纂决定采取“三部曲”

的战略布局：第一步．先编了一部<南京简志>，130，F字，已于



1986年底出版；第二步，编纂一套<南京市志丛书》。分门别类编

90部左右专志，各自相对独立，以资料翔实为要旨．总字数预计

超过3000万字；第三步，在分门别类的详备史料基础上。再提取

精粹，编一部几百万字具有较高科学性的综合性市志——<南京

通志》。这三大步，始终贯穿着一个战略思想：南京这样一座古

老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又是一座特大的城市、一座多功能的重

要中心城市，编修地方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上载天文，下

记地理。中括人事，社会发展的过程纷繁复杂，还有诸多问题尚

待一步步研究探讨，要在短时间内编出一部高水平的综合性市志，

决非易事，只有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南京人

文荟萃的优势，不断扩展各个领域发掘、选取资料的广度和深度，

锻炼修志队伍，努力探索前进，才能完成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

市志的历史使命。

经过南京市张耀华、王荣炳等前后几届市长为首的编委会研

究决定的这一总体部署，目前正在进行的，也是工作量最大的第

二步，就是编纂《南京市志丛书》。毛泽东同志说过：应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

研究。⋯⋯应当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

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

然后才有可能做综合的研究。我们应当遵循这个原则，并且坚持

到底，完成这一南京修志史上最宏大的系统工程。

在《南京市志丛书》编纂过程中，南京人民又提出了建设南京

都市圈、向国际化现代大都市迈进的发展目标。我们的志书应该

为实现这一新的宏伟目标服务。无疑又给我们的市志编纂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又带来了新的难度。我们应当运用“新观点、

新材料、新方法”，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探索。

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市志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南京的古今许多问

题还在研究探讨之中，加上我们的水平、功力所限，疏漏、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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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志一书出版问世了。它是我市有史以来第

一部工商行政管理专志，是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在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因而是我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件大事。专患的出版。将为建

立有中国特色的工商行政管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产生积极的

影响，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工商行政管理的战线上，我算是“新兵”。过去长期在市计

委从事计划经济工作，对工商行政管理不甚了了。1990年10月调

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学习和实践，对工商行

政管理的职能和任务，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才有

所了解。但由于对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沿革缺乏深知．研究问题、

开展工作有诸多不便，因此渴望得到一部系统地反映南京工商行

政管理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书。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同行、前辈和同

事们的共同夙愿。适逢盛世修志，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7月25日

决定鳊修南京市志丛书，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丛书>的90部专志之

一，这一历史使命无疑地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工商行政管理

志的鳊纂，虽然较晚，但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也为了不影响

全市<丛书>整体计划的如期完成，我们积极抓紧挑选主编、组建

编写班子，落实有关条件，经过上下左右通力合作，终于在一年

多的时问内胜利完成。为此，我争许多同志一样，感到十分欣慰。

志书在编纂过程中，能按照市人民政府<丛书>编委会的要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收集的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今略古，忠实地记载了南

京工商行政管理二千余年间的兴衰起伏，重点叙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着力反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

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

巨大变化。力求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于一体。充分地反

映地方特色、行业特色和时代特色。

南京的工商业。解放前并不发达。官方“管”而不“促”。解放

后，才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建国初，私营工业和手工业

约20000户，1992年发展到全民所有制企业10577家，集体所有制

企业35613家，q三资”企业1058家，私营企业861家，个fSx．商户

71493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类市场不断发展，据不

完全统计，1992年末总数达到3774个，其中集贸市场332个，生产

资料市场10个，生产要素市场35个。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也逐步得到加强，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

得到迅猛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成立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编制4科1室(工商科、生产合作科、

调查研究科、人事科、秘书室)共40人，到1992年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编制为2室、lo处、1个直属分局，64"事业单位，另有

挂靠协会5个。共203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已由单一的

市场管理，发展到全方位的、立体化的、为宏观调控服务的综合

性经济行政管理。经济监督管理的职能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它过去为推进南京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也必将为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南京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发挥更为积极

的作用。

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志，从收集资料到付梓成书，历时一年零

五个月。在修志过程中，修志人员不畏酷暑严寒，从浩瀚的文献、

档案中查阅了3000余万字的资料，经过筛选、考证，编出了30：：0-



字的志稿，这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我谨代表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向全体修志人员，并向所有关心、指导、支持修志工作

的老颁导、老同志、专家学者、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这部志书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南京工商行

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找出事物发展的客

观规律，为各级领导研究工作提供参考。由于缺乏经验，资料欠

缺。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陆大业

一九九四年三月



《南京市志丛书》凡例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载全市各行业历

史的大型地方文献。为社会各界了解南京、研究南京服务。采用

丛书编辑形式，分卷出版，各专志又具备独立使用价值。

三、专志设置原则。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参照现代学科分类

情况。平行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业志。采用章节体，一般设章、

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四、体裁。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

诸体。

五、文体。志，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概述，夹叙

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范界。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

分．则作略记。

七、断限。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述行业发

端：下限视成书时间而定。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

注公元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之日起。

九、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本志记述南京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记述时问：

上限不限，视资料所能及，上溯本业的历史源起：下限断至1992

年末。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建国以来南京工商行政管理的发展变

化。记述范围：以现行市区为主。兼记属县情况。

二、本志由概述、专章、人物、大事记、附录组成。概述综

述南京工商行政管理概貌，统摄全书。专章计9章，首章记“机构”，

第二章记“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3--9章记述工商行政

管理各个方面的工作。大事记纵贯古今。附录辑录有关的重要文

件资料。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种文献、档案、报刊。采用页下注释。

档案、口碑资料一般不加注释。所用资料均经核实。

四、建国后各类统计数字，以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部

分数字来自历史档案资料。

五、币制、计量和人、地、单位名称，不同历史年代。采用

当时通用的币制、计量单位和名称。

人民币自1955年3月1日实行新币制起，以新人民币计算。新

旧人民币的比率为：1：10000。

六、本志中，“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指

文化大革命。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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