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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修志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编

篡《西充县工商志。》，全面系统记述我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

、状，揭示发展规律及其经验教训．提供“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信

息，以便扬长避短，创造性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正确行

使工商行政管理权力，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搞活商品流

通，促进经济腾飞，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工商行政管理，但在过去一个很

长时间内，由于。左一的影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超越了实际

可能性，给市场经济带来一定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

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进

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使工商行政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

种大好形势下，西充县工商志编篡领导小组，在县委、县府、县志办

的领导和关怀下．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编篡人员同心协

力，艰苦耕耘，从1 9 8 3年l 0月起至1 9 8 6年4月止，终于

顺利地编成了西充第一部工商志，树起我县工商行政事业发展史上

的第一块丰碑!

冯 鑫
’

一九八六年五月六日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力求思

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

二、编写范围：着重记述断限内的机构建置、市场管理、工商

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和商标管理等主要内容。

三，本志时限：原则上以辛亥革命(1 9 l 1年)起为上限，

1 9 8 5年为下限，但对历史事实的追溯，则根据搜集到的资料进

行叙述。

四、本志本着横分事类，纵述发展变化的精神，除序言、凡

例、概述、大事记外，共分五章2 0节，节下设目。

五、本志采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运用述、记、志、传、录并辅

以图表的办法进行叙述。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称。建国后"。

七、本志以公元纪年(用汉字注历史纪年)。用阿拉伯字书

写。建国以来的金额数据，均以现行人民币为单位，度量衡按1 98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

八、本志在机构名称上，除第一次使用全称外，以下使用简

称．

九、本志场名，以1 9 8 1年地名普查时的场名为准，有变更

／一、

Administrator
矩形



，场名的，以括号注明．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西充县档案局、政协工商组和本局档案资

料以及单位小志和口碑资料．



概 述

西充位居川北，地属浅丘，县小人稠，民贫地瘠，交通阻塞，’

渠道不通。建国前，土地虽主种粮食，口粮仍需外县调济。农村虽

有茧丝绸棉、土纱、土布等副业，但纯属手工生产，技术落后，产

品数量、质量均低。经济结构单一，商品生产发展缓慢，市场只有

农副产品的小宗交易．县城虽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

市贸易的成交额也极其有限。

工商行政管理虽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但清代以前却无法稽

考。清、民两个时期县级政府机关曾设有商务部、实业局或第三

科、建设科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可是具体活动都是通过它们的御用

工具一一商会、工会去进行的。建国后，取缔行帮，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完全由人民政府所属的专门机构直接负责。

为了建立集市贸易新秩序， 1 9 5 0一l 9 5 2年几年内，先

后三次开展工商普查登记，并核算、估计私营工商业的经济能力，

从而摸清了私营工商业的底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提供了

依据。同时，采取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支持和动员私

营工商业户扩大投资，扩大经营。引导他们分别与百货公司等国营

企业订立加工订货合同，建立推销，收购等小组，通过物资交流会

送货下乡等形式活跃城乡市场，满足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市场

设立市管会，统一度量衡器，不准买空卖空、投机操纵等。 l 9 5 2

年又在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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