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刑居工商白眼雷11击

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篡委员会编

黄河出版社



里翻E工商白眼筐理击

(1941-2007) 

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篡委员会编

黄河出版社



垦利县部门(行业)志审稿小组

组长:曹光阶

副组长 :王茂全陈学慧

成员 :如l艳芳李玲宋慧峰张丽丽杨华清

本志责任审稿 : 陈学慧

〈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寨委员会

主任:隋同亮

副主任:赵昌玲杜辛店

委员 :张华峰李长梅张?半洛赵辉文IJ 军

王东明王守明张新英程明业孙斌

牟建方段荣柱王景平郎丰全杨同山

许孝峰白凤义张鲁安楚宝军

顾问 :赵继良

主编:隋同亮

副主编 :李长梅程明业

编辑:张华峰 张洋洛郎丰全孙斌牟建方

杨同山 许孝峰白凤义张鲁安楚宝军

编务:苟抽峰 魏征张新英



序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经过两届编篡人员

的共同努力，断断续续历经 20 余个春秋，垦利县建置以来的

首部《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终于成书发行了 。 这不仅是

全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垦利县史志编篡工

作的又一丰硕成果。

工商行政管理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历来是国家组织管理

经济的重要行政手段，它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

的。 早在我国商代，虽然"市崖而不税，关饥而不征"但对工

商业经营者己"设官分职，立法布令" 。 说明历代王朝、政府

对工商行政管理之重视。

垦利县虽然建置较晚，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却与其同

步。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和掠夺、挫败奸

商技机操纵市场，发展国民经济，充裕物资财富，保障军民物

资供应，统一币值，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稳定市场，起到了重

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各个历史阶段，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逐步建立完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不断加强，在监督管理

市场经济活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为改革、发展、稳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

《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以"资政、教化、存史"为出发

点，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 60 多年来的工作，展

示了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牢固

树立"两个离不开"的意识，自觉坚持"三不变"的原则，正确把

握和处理"四个关系各项工作者R取得了新突破。 垦利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连续多年被评为国家、省、市、县级先进单位，其

中国家级 2 次，省级 59 次，市级 172 次，县级 50 次。 受到国家、

省、市、县表彰的先进个人累计近 150 余人次。

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新世纪，新发展。

在推进建设"富裕黄河口，和谐新垦利"的进程中，垦利县工

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肩负着更加光荣的使命。

希望大家以践行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在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

领导下，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勇于改革创新，勤奋扎

实工作，努力开创全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做出新贡献。

垦利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畸闯亮

200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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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垦利域地，由西汉以后黄河淤积退海而成。 县域西半

部，元末明初已有居民，而大部分村落建于明、清两代。 县域

东半部 ， 20 世纪初始有人烟，大部分村落形成于 30 年代，有

的村庄则在解放后始成。

1941 年 9 月 ， 垦区抗 日民主政权建立。 1943 年， 垦区正

式称垦利县。 此名，因县域曾被称作垦区和利津洼而得。 之

后 ，行政区划变动多次。

垦利县位于山东省东北部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黄河最下

游人海口处。 其位置为北纬 37 024' - 38 0 10' ，东经 118 0 15' '" 

119 0 19' 。 县城呈西南、东北走向，南北纵距 55. 5 公里 ，东西

横距 96. 2 公里 。 东濒渤海，西北与利津县隔河相望，南接东

营市东营区 ，东北部与东营市河口区毗邻。 县属总面积 2204

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142. 78 公里 。 2007 年底 ，辖 5 个镇， 2

个乡，2 个办事处， 1 个社区管理委员会 ， 333 个村民委员会，6

个居民委员会。 总人口 21 7012 人 。 其中，非农业人口 40777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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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虽然建县较晚，但这一新生地却是山东省较早的革

命根据地之一。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就有中国共产党人的

活动。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不仅是鲁冀

两省的著名粮仓 ，而且还是清河区党、政、军和后勤机关的所

在地。 那时的公营经济发展已初具规模，随之群众合作事业

和私营工商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基本形成了公营经济、合作

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当时，以八大组(现永安

镇)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垦区革命根据地，被誉为

是山东的"小延安" 。 因此，也一直是日本国侵略者和国民党

反动派及其伪顽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 。 为摧毁这个"心腹

之患敌人除了在军事上对其加紧实行"分割" 、"扫荡 " 、

"蚕食"以外，在经济上更是进行严密封锁、残酷掠夺，实行

"囚笼政策" 。 敌人一方面将清河区划为所谓的"经济特区

在张店(现淄博市张店区所在地)设立物资专员 ，采用印发假

"北海币"和倾销法币等手段，盗买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扩大

伪币市场 ;另一方面又在垦区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在小清

河、黄河主要渡口设立关卡 ， 控制疲船。 禁绝向根据地输入

任何军用品和民用生活必需品，断绝小清河南北交通。 企图

使抗日根据地在人力 、物力 、财力方面无法调剂，造成抗日军

民生活、生产上的巨大困难，直至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中共清河区委、行署及各专署根据

中共山东分局 1 943 年做出的"在行政机构中设立工商管理

局，把工业、商业、贸易、税务征收统一划归工商管理局，实行

统一集中领导"的指示精神，很快在各县设立工商管理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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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展根据地的工商业经济，打破日伪的封锁，粉碎其经

济掠夺，保证抗日军民急需物资的供应。 1943 年 4 月， 成立

垦利县工商管理局 。 7 月，接管了工业、商业、贸易、税务征收

各单位，统一领导，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当时工商管理工作

的基本方针是 : 大力发展根据地工商业，建立自给自足的根

据地经济 ;管理对外贸易，调剂物资余缺，粉碎敌人的掠夺和

倾销政策 ，保证根据地工商业自由发展;统一币值，巩固本币

(北海币) ， 管理外汇，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根据这一方针，

确定工商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 : 强化贸易税收，建立烟、酒、

盐专卖制度 ，把产、销、运、税结合起来 ，既发挥专业作用 ， 又

互相联系，密切配合 ;发展与敌占区的贸易往来 ，建立关系 ，

沟通有元 ，克服物资缺乏的困难 ; 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催缴

粮款，完成田粮征收任务。 同时，针对日伪的经济封锁和货

币政策，垦利县工商管理部门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经

济斗争。一是积极建立公营工商业，充裕物资财富，保证军

需民用物资供应。二是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 ，发展私营工商

业，繁荣根据地的民营经济。三是进行货币斗争。

为不断加强贸易管理，建立关税，奖励土产输出，组织有

关物品输入，调节余缺，为抗战服务。 垦利县工商管理局还

在全县范围内设立陈家庄、永安、民丰、朱家屋子、老爷庙 5

个工商事务所，在沿海口岸设立了神仙沟、刁口、挑河、烂泥、

旺河、宋春荣沟 6 个检查站 ， 负责市场管理、商人登记、统一

出口贸易 、管理内地物资、调剂金融、管理外汇、组织合作事

业以及负责税收、缉私等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工商局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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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经济工作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边沿地区稽查出人

口物资，防止偷税漏税和法币、伪钞人境，保障根据地贸易和

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 当时的垦利县境内，已经形成了一个

独立自主的工商贸易体系和金融市场。 清河军区、清河行署

后勤机关和兵工厂、纺织厂、被服厂、北海银行及印钞厂等也

相继迁人垦利县境。 另外，军区后勤部还先后在垦利建立皮

革厂、印染厂、卷烟厂、鞋厂、油坊、军人合作社、大同商店、清

河军区直属团夹河贸易货战和行署贸易货钱等。 垦利县工

商局建立酒厂、酒店、造纸厂、皮革厂和肥皂厂，并建立永安

隆聚商店、陈家庄商店和老爷庙商店。 工业主要是摘自给性

生产，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军队及后方机关。 公营商业经

营的商品主要有三大类 : 群众生产、生活用品;军需物资 ; 收

购剩余农副产品，组织出口，换取外汇和军需民用物资 。 据

统计，当时仅刁口、旺河两港口，一年就向胶东一带运出粮食

(主要是大豆)近 5000 万公斤。 陈家庄公营商店每年经营粮

食达到00 万公斤。 同时，积极发展私营工商业。 当时，仅永

安镇就有杂货铺 4 户，药铺 4 户，饭馆 3 户，煎饼 、馍馍铺 20

户，磨房 10 户 …… 。 陈家庄较有名气的商号有三益堂、仁和

堂、同庆堂、天和堂、德胜堂等 14 家。 至 1943 年 ， 全县私营工

商业户发展到 3000 余户，从业人员达 4000 余人。

1945 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又发动大规

模内战 ，并加紧对解放区实行经营掠夺和封锁，以满足其内

战需要。 为粉碎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阴谋，工商部门坚决贯

彻执行"调剂供求，稳定物价，扶助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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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保护工商业者

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的政策。 突出抓了五项对

策 :一是巩固本币(北海币) ，进行停用法币、排挤法币斗争，

制止法币在垦利境内流通。二是调剂物资供求，确保物价稳

定。 支持公营、合作商业和私营商贩积极组织货源，保障市

场供应。三是严加管理商品输出输入，加强对敌经济斗争;

强化对口岸的经济封锁，限制奢侈品和消耗品输入，保证剩

余产品的输出和必需品的输人。 四是扶持生产，充裕物资财

富。 发展民营经济 ， 扶助群众生产，活跃物资交流。 五是改

进食盐、烧酒、卷烟管理 ，实行专制、专酿、专卖制度。

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重视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指

示 ，强调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

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

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

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

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

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 " 在中共指示的指

引下，垦利县各级党委 、政府从 1948 年下半年开始，纠正了

土改中对待工商业者政策上的"左"的错误，使大批商家解除

了思想顾虑 ，重新恢复了经营，促进了城乡私营工商业的发

展，进一步繁荣了解放区经济，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 敌对势力利用他们掌握的经济

力量 ，控制社会闲散资金，扰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 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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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暴利，严重影响生产恢复，社会安定和新政权的巩固 。 因

此，打击市场投机，稳定市场物价，促使私营工商业向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建国初期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为实现上述任务， 1949 年 10

月，成立垦利县人民政府工商科。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工商

业摸底登记，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国家资本的发展。 同时，贯

彻执行对工商业的指导、恢复发展和改造的方针，对私营工

商业者进行爱国守法教育，扶持其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营。 使

贸易自由，有序组织物资流通，稳定物价，活跃城乡市场，取

缔投机违法，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从 1953 年起，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

粮食、棉花、油料的管理，确保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 同时，

按照中央"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运用业户登记、市场管

理、改组、合营等形式，对全县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1 至 1956 年 ， 全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进一步完善，在陈庄、永安建有工商事务所或交易所，负责市

场管理、交易和私营商业改造工作。 1956 - 1966 年期间，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大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6 年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1960 年，由于"大跃进"影响，取消传

统的 5 日 一集改为 10 日 一集;人民公社化后，绝大部分物资

由国家商业统一收购调拨，集市贸易冷落，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处于停顿状态 。 第二阶段是从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

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 1966 年"文化大革

命"以前。 国家加强集市贸易和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打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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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倒把，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有所强化。 1959 年 9 月，

国务院发出《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后，垦利县的集市贸

易开始恢复、发展。 为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 1960 年 4 月，

成立垦利县市场管理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商业局兼管) 。

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商业问题决定~ ，肯定

了集市贸易的地位和作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又有了一定恢复。 这时，县市场管委会改称为市

场物价管理委员会，并在重点集市设立 5 个市场物价管理

所。 行使市场贸易、企业登记、商标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等工

商行政管理职能。 但是，由于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仍由主

管行政部门组织管理，所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发挥应有

的职能作用。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时

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各级工商管理机构受到冲击，或

撤或并，工商机构名称朝令夕改。 对集市贸易采取"加强管

理、严格限制、缩小范围、逐步代替"措施，撤消传统集日，实

行全县统一集日，限制群众赶集，阻挠家庭副业发展。 工商

行政管理工作基本处于可有可无状态。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拉开了新时期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商管理机构与商业局分设，

独立行使工商行政管理职能。

1982 年 ，国务院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基本任务作了明

确规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律、法令，研究拟

定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对工商企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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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督，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维护经济秩序、促

进生产、活跃流通，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 垦利县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规定，在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

管理、集市贸易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个体经济管理、打

击投机倒把、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经济监督检查以及发展个

体劳动者协会、消费者协会等方面，付出艰辛的努力 。 为振

兴垦利经济，发展工商业、搞活商品流通，繁荣市场经济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 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全县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1983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法规进一步完善。《经济合

同法~ ~商标法H广告管理条例~~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等相

继颁布实施，为进一步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

据。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范围也不断拓展，机构日臻完善，队伍不

断扩大。

1984 年 1 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干部职工开始统一着

装。 从此，结束了着便装执法的历史，执法力度和执法形象

大为提高和改善。

1988 年，国务院制定《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垦利县

工商局依据办法统一城乡集市收费标准。 还与县交通、交

警、农机部门联合对机动车辆的营运、验证、交易实行监管。

同时，还与县农牧局对境内种子经营实行"种子经营许可证"

和"营业执照"双证监管，确保全县种子经营市场的可靠、可

信性，维护了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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