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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秩序，发展生产，搞活企业，搞活流通，维护旅游市场声誉，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志》记述了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人员

在历史上为桂林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所作的

有益的、重要的贡献。今后，在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他们必将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廉洁奉公，

依法管理，全方位地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整体功能，为桂林市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香墨万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准绳；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L．盗斟性相、统一。

二、本志内容包括工商行政管理的机构、+六项管理工作、经济

检查的历史和现状以及阳朔、临桂两县以现状为主的工商行政管理

资料。结构形式为章、节、目、分目，共计ll章39节。

三、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以记述现状为主。记载时间上

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下至1990年，个别内容适当

延伸。

四、本志大事，记收录原贝0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化；机构

建立：撤并；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国家重大经济措施的实行；重要

会议的召开、重要规章制度的颁行；重大涉外活动等。．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各历史

时期的政权、官职，均按当时的称谓载录，．必要时加注，本志述说

的“建国前后”、“解放前后"分别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和1949

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前后。

六、民国29年(1 940年)桂林建市前；桂林属临桂县，因此，

解放前的有些记述，涉及到临桂县。本志阳朔、临桂两县工商行政

管理资料，分别记述1981年、1983年县归市管后的现状为主。
酉



七、本志材料来自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商标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桂林市档案馆，桂林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室，阳朔、临桂两县档案馆和正史、旧志、专著、

报刊、碑文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经核实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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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工商行政管理。其现阶段的主要职能是：依法确定各类工商企业

和私营、个体工商业的合法地位，监督管理或参与监督管理市场上

各种经济活动，检查处理经济违法违章行为，保护合法经营，取缔

非法经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

展，为改革开放服务。桂林市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代表国家

行使工商行政管理职权，既是经济监督管理机关，又是行政执法机

关，在桂林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桂林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山水甲天下”的

美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桂林建始安县，汉军曾筑

城辟市，桂林成为广西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最早的地区。吴甘露元

年(265年)，吴帝孙皓设始安郡于此，桂林为郡的行政中心。唐武

德四年(621年)，李靖任岭南安抚大使检校桂州大总管，其治所在

今桂林，桂林成为岭南的政治、军事重镇。宋咸平二年(999年)，陈

尧叟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注重发展生产，桂林经济繁荣，市场活

跃。宋绍兴三年(1133年)，桂州升为静江府，在今桂林增置官府衙

署，一时冠盖云集，五方辐辏，成为岭南一大都会。高宗赵构曾任

桂林牧，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在桂林当过官的皇帝。广西曾因食

盐诱发战乱，宋范成大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时，改革广西
，



盐利分配制度和经销方式，为发展桂林及广西的经济，作出了重要

贡献。宋淳佑九年(1249年)，李曾伯知静江府后，修筑了桂林城池，

他的“桂林山川甲天下’’的概括性诗句，为世人代代相传，并成为

今人开辟桂林旅游市场的精美的广告用语。宋代，桂林的社会经济

曾相当活跃。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广西宣尉司升为广西行中

书省，这是广西单独设省的开始，今桂林为省治，是广西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元惠宗妥。隧贴睦尔曾谪居桂林，他是历史上第二个

与桂林有直接关系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大兴土木筑桂林城。明、清

时期的桂林城，基本上是元代的遗物。这段时间，桂林的社会经济

也有较好的发展。明嘉靖四十三年(1 564年)、四十四年(1 565

年)农民起义领袖韦银豹先后两次攻陷桂林城。战乱对桂林的经济

发展影响很大，城市的破坏也很严重。清兵入关后，明桂王朱由榔

称帝，曾驻跸桂林，桂林一度成为永历政权的政治、军事中心，并

因此而陷入战乱。’明、清很长一段时间，桂林战乱频仍，天灾复履，

经济上收支不能平衡，要靠富裕的省份拨款协助。广西成为有名的

“协饷”省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辛亥革命后，广西一直处于少数人争权夺利的环境中，从1 911

年11月广西宣布独立起到1 931年的20年间，广西一省之长，包括

都督、民政长、省长换了20个，任职1年以上的仅3人，政局不稳，

人心浮动，何谈经济建设!1912年，广西省治由桂林迁南宁，桂林

人口减少，市场疲软。1921年，孙中山莅临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

桂林人口增加，市场一度繁荣活跃。1931年黄旭初任广西省长后，在

李宗仁、白崇禧的倡导下，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广

西一度被誉为全国的模范省。1 936年1 0月，广西省治迁回桂林，紧

接着抗战军兴，桂林成为“大后方”。1938年以后，人口骤增，由1 o

万余人，增至50多万，沿海、内地一些工厂企业迁来桂林，桂林成

为大后方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的重要城市之一。1940年元旦，桂林
2



正式建市。桂林建市前后，是桂林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空

前繁荣的时期。但好景不长，1 944年11月l 0日桂林被日军占领，城

区房屋90％以上被毁，人口骤减，1 945年7月28日，’桂林光复。在

日军占领桂林的259天中，桂林成为一座死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广西军政当局忙于内战，

桂林的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和发展。到1949年11月桂林解放

时，全市最大的工厂是仅有132名职工的水电公司。当时的桂林生

产力水平低下，是一个消费城市。李宗仁先生在回归祖国后，于1966

年3月l3日回到久别的故乡桂林，曾说过：“我生在广西，长在广

西，解放前，广西是靠天吃饭的，一穷二白。惭愧的是我在广西主

政那么久，不但没有把广西建设好，反而把老百姓越搞越穷。”这是

一番非常真诚的话。

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或日工商业发展历史

紧密相关的。桂林长期是省治所在地。清末，广西设立劝业道，桂

林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直接由劝业道承担。1933年3月广西成立

省工商局，．桂林的企业登记管理、商标注册管理，直接由省工商局

办理。1940年，桂林建市后，市政府设有社会科、建设科，兼管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千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桂林的工商行政管理，

没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记载凤

毛麟角；在通志、府志、郡志、县志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

记载，也微乎其微。

1 949年11月22日，桂林市解放。12月22日，桂林市人民政

府工商局成立。它担负着组织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打击投

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审批工商业的开歇业、教育改造手工业者

和小商小贩、指导工商业联合会和各同业公会等职责，它既是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又是业务主管部门。

1954年7月20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与1 954年初成立
冀



的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三办公室合署办公，主要工作任务是：对私

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兼顾日常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56

年春，桂林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也随之

撤销，其部分职能，由市商业局行使，对外则是以市场管理委员会

名义开展工作。

1960年末，桂林市开放集贸市场，上市商品增多，市场逐渐活

跃，投机违法行为日益增多。为了坚持集贸市场的社会主义方向，加

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违法行为，1963年7月1 0日，市人民委员会

决定，重新组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秘书科、工商科、市场科、私

改科，局机关仅lO多个人，一人兼任三个科的科长。其主要职责是：

管理城乡集贸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企业登记管理，商标注册

管理和对私改造等。

十年浩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受其害。机构一度改为“革命

领导小组”，后又改为“工商行政管理处”，归市商业局领导。大部

分工商行政管理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直到】974年5月，才恢

复工商行政管理局，但正常的业务工作未能全面开展。

建国初期，桂林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搞

活流通，稳定市场物价，对工商业进行调整，开展加工订货，统购

包销，组织小商小贩走合作化道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为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是一个很有权威的机关。60年代，顺应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得以重新组建，在市场管理、

企业登记管理、商标注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执行了一

些“左”的方针政策，在打击投机倒把方面挫伤了一部分人发展商

品生产和搞活流通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商行政管理同

各项工作一样，思想、队伍都被搞乱了，一味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打

“批资’’、“批修”总体战，搞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严重伤害了
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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