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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E々十一届兰中

垒畚以来．随着城乡

集市贸品的恢复和发

晨。我省城乡陆续出

现了一批小商品杰昴

市场．(见右圈)

工业小商品等专丘可

场的发展．已成为计划经

济‘必要的，有益的”补

克．随着搞活经济方*的

贯彻执行，我省各共争盐

市场(见左图)应运再

生-(84)一号x件下过

后．只有了新的发展．



商品生产的发展， ：

使集市贸易由单一的农副

产品的商品交换向着综台

性商品变抉发展．图为丰

收后的农民在集贸市场上

任意挑选自己所帝的商

河南宙扶沟县江村乡个体工j业(下E



适应改革

领导先行

为∈垒管工j行政营理工事连应改

革的斩形*，八四年七月下旬至八月

干玎．省曷聿琪黄蜀长带境工乍组．漾A

到安阳市、林县，广泛征求了兄弟部『J对

工商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并走访了

部分专业户，个体户，对他们的生严，

经昔情况进行T调至．

安阳市工商局幸坤明摄移报道

I 4．孝琪雯局长(右一)旬箦阳市郊区南师

旺个悻户王翥芹亲切交谈

李琪笺局长在林县召开个体户座谈鲁

3 安阳市郊基工商分蜀局t程国华(右

三)在向车琪蔓局长(右二)介绍情况．

小菜固村参观除尘设备r，观看0李琪姜局兰一左二一在林县

钆李琪雯局长一左二『)在安陌市红旗

路和个俸修表户王光平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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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社旗县32商局城关工商所根据当地需要，开辟岗柴(建房和打包原料)市斯．为群众出售岗柴

提供方便． 许学智摄

②繁毕的开封相国寺小商品市场 开封市2[2商局供祷

③扶沟县城关耕牛市场一角 郭云成摄

④拄沟县白谭工商所积级扶持蔬菜专业户，田为蔬菜专业户在出售自己的产品．

郭云成搔

Btftt^～貌一一新一一场一_；}市Mt；t；毒々



．1乏·

阐【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综合性的国家经济行政执法机关，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

筑．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国家和各级政府监督企业、单位和个人贯彻执行经济政策，法规和法

令，协调社会经济关系，对社会上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施行监督检查和干预，维护社会经济秩

序，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以达到支持生产、活跃流通，繁荣经济，方便群众的目的．根据国家

规定，其具体职责如下；

(一)管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维护城乡市场经济秩序．依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

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经济监督和行政管理，查处违法经营活动．

·(二)办理212商企业和个体-r_商业户的登记手续，发放筹建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建立“经济

户口”，积累与保管企业登记资料档案；对工商企业的活动实行监督检查，帮助企业端正经营方

向。制止与纠正企业的不正当经营活动．

(三)依照《经济合同法》的规定管理经济合同．监督与检查经济合同的订立与履行，调解

与仲裁经济合同纠纷；确认无效经济合同；查处违法经济合同．

(四)对商标实行管理．指导企业正确使用商标；办理申请注册商标的核转；保护注册商标

专用权；配合有关部门监督与评定产品质量，维护用户和消费者利益．

(五)管理个体经济．研究与制定城乡个体经济的政策与规章；指导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工

作．

(六)根据《广告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管理广告．对广告经营单位进行登记、核发广告

营业执照；对广告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检查与监督；查处广告违法案件，组织广告经营单位

交流经验，指导与推动广告经营单位改进工作，提高广告质量与服务水平．

(七)依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八)检查与制止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单位的经济违法活动；纠正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

风．

总之，工商行政管理有着国家管理212商业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职能，是国家行政

管理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职能的一个方面．其工作内容是随着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经济政策

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不仅是对集贸市场进行管理，而且要对整个社会主义

统一市场进行管理；不仅要对商品流通领域进行管理，而且要对商品生产领域进行管理；不仅要

管理市场调节部分，而且要依照党和国家的规定和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对计划经济部分的实施

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与检查。在履行上述职责的过程审，212商行政管理部门拥有行政干予和行政

处罚的权利，并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它的职权，服从它的管理．赵

紫阳总理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任何部

门不得阻挠和干预”．这是党和国家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支持，也是党和国家赋予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的光荣职责．

建国前后，党和国家一贯重视发撂212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

晋冀鲁予根据地都曾建立-r商行政管理机构．建国之始，国家就设置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

皇曰



政务院的直属单位．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

有必要加以整理，继往开来，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编

写本《志》的基本出发点．
’

由于建国前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曾经几次撤并，资料大量散失。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我

省工商行政管理档案全部被毁。这就给编《志》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我们多方收集归纳，

难免仍有不少遗漏或不够准确的地方，有些数据来自不同方面，相互不够衔接。限于人力和资料

不完整，故一日乇难以考证，只好一并列入，留待以后填补修定。另外，有些资料是历史档案，为

了尊重历史事实，虽然有些论点是错误的，但也予以保留原来面目，以为今后研究的借鉴．有些

文词结构虽较粗陋，亦不便修改．我们是第_次修《志》，没有经验，水平很低，不妥和错误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以及长期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同志们给以指正，以

便于今后进一步修正．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志编辑室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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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史略

第一节 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是指国家运，。。目行政干予手段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职能．这种职能从有了国家政

权，有了裔品就严生了．因此，在我西j可着悠入．：i历史。

根括古二：÷记载再二历天文j，7：：0考证，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

采集、渔猎：?自然分工，出现了讳j遣简单工具匈手工业，产品有了剩余，部落之间也随之需要进

行严品交浃’p交易，市场电豌严生了。《易经·系智》载； 。神农氏⋯⋯⋯始列廛(即市场)于

国” 。市墨而不伍，法而不座”。即不往税而管理。据《史书》载： “日出而作，日中而市，日

入而息，王事河与耶”!这里的“日中而市”就是指的中午交换产品市场的形成．

《尚书》大传记载： “舜贩于顿丘”，是说舜代表他的部落曾到现在我省的浚县一带与别的

部落交换产品。夏朝《史书》也记载：当时活动在我省西部以畜牧、农业较发达的商族，濮阳的

昆吾族和以制造陶器、车子闻名的山东薛族之间，就经常进行产品交换活动。

《周易·系辞》记载：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

：亍钩市场不倪规模大，而且已由简单以物易物的交换转向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了。我国早在商

代就有原始货币ji记载，因此，交易市场的形成当是始于商代有了货币的时期．由于交易中的价

值作用，产生了谋利行为，兀史公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周礼》

载： “设泉府以治市。”周朝时已突破“日中而市”的传统，出现了“大市日昃(即日斜)而

市，百族为主；朝市，朝(即早晨)时而市。商页为主；夕时(即日落)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周官精义》j主“大市者，乡邑相交易也，必日昃者，远邑乃可金也；贾以朝者，成议转物，

必穷日乃可毕也；贩夫贩妇以夕者，日用所需逋求辄得也。”为了加强管理在地官系统大，小司

徒之下，设置了司市机构，其职责是：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司市官吏有

司市、副司市，质人、胥师、贾师．司疏(音暴)、司稽、胥、泉衬等。”乱市入(即开市)则

胥持寝，度守门(即市场管理官吏守门以监督检查不法活动，持鞭以表威严，持度以维持公平交

易)平肆、展成、莫贾(即指挥入市交易人员划厅归市，摆列整齐，并定出货物价格)上旌(即

升旗以示开市)司次、司市者之舍，介次，副司者之舍，治，谓市之政令。颂，谓市之争竞(即

开市后司市长言进入官署处理大的交易纠纷和严重违法之人；副司市官则处理一般违章和经济争

执)。期亍市，谓予售其货，劈布(古铜钱为布，冈{尊)谓欲通其泉；量度，谓欲较其斗斛尺丈，

荆我。谓犯法暂；以叙，使各致其辖之肆，则事不纷而易治也。 (即在市场上，凡买卖货物需兑

换货币的，办理借货0目，托售滞销货物的，比较度量的，以及犯法需处理的，都有一定的处所和

官吏办理，这佯，市场就可以井然有序而容易管理了)。当时间师掌管城乡人民和六畜的数目，

并按所从事的农、圆、工、商、牧、织、采、渔等行业规定贡纳其生产品或税款；廛人掌管敛

市。征收商诮乇兄，货物税，成交税及征收违犯市场管理禁令的罚金等；泉宿，掌理收受市场内征

税听得jg现金，拨付国家所需曲财物；司关，掌理国境货物税等。当时“治市之法，日均输．日市

易、曰和买、曰平籴．治市之道是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糜者



使微．-即要促进商品流通，维护秩序，公平交易．管理的目的是使短缺商品有所供应；于民有

利的商品要使其丰富；对人民有害的商品要禁止上市出售；侈糜的商品要限制上市的数量，使其

不断减少．以上法令及所要达到的管理目的是于国于民有利，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到了秦朝，对商业，手工业的管理法规更趋完善，《秦律》中列有。工律”， 4均工”．

。工人程”、“关市律”等，就是当时管理手工业．关卡税收和商业的单项法令．秦朝还把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采矿、冶铁及对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盐业置于官府直接管辖之下，官职中有。右采

铁”． 。左采铁”， “盐铁市官”等官吏，就是主管工商业的官府代表．那时从国都到地方的大

城邑都设置有官府市买机构，归盐铁官吏和市宫统辖．为了对交易活动加强管理，制定了法律．

《秦律》记载： “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句吾中，令介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

汉代之初，楚汉之争刚刚结束，由于连年争战，灾荒遍野，一些商人乘机囤积粮棉，高价牟

利，平时六十钱到一百钱一石的大米竟卖到“万钱一石”，出现了。人相食” “死者过半”的惨

象．汉高祖刘邦为了安定社会，体养生息，发展工商业，据《史记．货殖列传》载。 “汉兴，海

内为一，开关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以所欲．”《汉书·

食货志》载：汉文帝前五年(公元前一七五年)“除盗铸令，使民放铸”．于是采铜铸钱业大为

兴盛．《盐铁论．复古篇》载：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

千余人．”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如洛15[t师史，宣曲任氏，长安无盐氏、关中田氏等等．《史

记．平准书》载： 。富商大贾或罡：带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反映了当

时的商人囤积大量财物，能转动成百辆车子运输货物的情况．洛阳师史能致七千万．为了严加管

理，提出： 。重农则国富强，重商则奸巧生”， “商为四民之末”。刘邦下令“吉贾不得穿丝绸

衣服，不得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其子女不得做官吏，并要首先服徭役，交纳官税”等．当

时的座商为商，行商即为贾，商贾都在管理之列．汉武帝元狞三年(公元前一二0年)把盐铁收

归官营，任用桑弘羊为搜粟都尉领大司农，掌管全国盐铁业，任用孔仅和东都成阳为大农丞．武

帝天汉三年“初榷酒沽，”设官管理酿酒和贩卖，并对铸钱业由国家垄断，除中央设各类工官

外，地方各郡皆设工官，并。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 。诸宫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

汉高帝下令商贾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并实行均输、平准等措施。对。敢私铸铁器鬻盐者，

钛左趾，没入器物。”还规定。盐引”， “茶引”和符传制度，持引符可行，下令对商人实行

。算缗钱”的办法，即商人必须交纳百分之十的财产税，抗拒者没收财产并处充军一年的刑罚．这

些规定都是对工商业的严加控制．对市场的管理规定s“官府置市必县以上治区”，县以下为乡

村草市，这种制度后来一直延续到唐代仍然遵行。

据《唐令要》卷八十六记载： 。诸非州县听，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

大令，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由此可见当时的市场开散完全是置于宫府的管理之下．那

时，的市场形状据《三辅黄图》记载： 。各方二百六十步”、 。四里为一市”．看来是方形，周围

以坯墙相隔，出入须经市门．汉以前的市吏称为胥师，《周礼》记载： 。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

门。． 。胥师贾师入介次，有颂则听之”． 。鞭度者，无刃之殳，系鞘于上则为鞭，因其长刻尺

寸则为度，争斗者，则执鞭以威之，争长短者，则执度以齐之，物一而用二”．汉时市吏由大胥

改为都尉，据《西京赋》载： 。周制大胥，今也惟尉”，证明市场官吏名称的改变．

古代市场规划与服务工作也有比较合理的安排．那时的商品以类陈列于市，商品交换或交易

在列肆中进行．商品按类列行，每三至四列为一肆，每肆靠墙处设有店房．《古么注》载： “肆

店，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陈货鬻之物也．”意思洗是肆是摆放陈列商品用以出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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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是存放商品之所．古代列肆之制把交易与服务结合起来，不仅为交易提供了方便，面且有利于

管理之优点．汉代在市井之中还设有管理治安的官吏，身佩长剑巡于肆列。市井中央设有市楼(或

称旗楼)，楼上悬大鼓， “击鼓以令市”，市搂既便于监督市入交易，又是。市令”官署。汉时

的市并除供交易外，还是宫府行荆之处。《汉书·景帝记》载： 。改磔日弃市”，所谓4磔’就

是被杀罪犯陈于市场， “弃市”则是把罪犯拉在市场处死．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在人车熙攘的市井

杀人以达到镇压、恐吓人民的目的，当然不在市场管理的范围了．

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商业店铺和交易市场，据《梦华

录》载： ”东京富商大贾，以东华门外，潘楼街南头的界身巷为最然，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骇人

闻见”。除设有固定的商业街外，还设有定期的集市，通晓达旦的夜市，朝聚暮散的“瓦子”和

露水集的。鬼子。市等。 。瓦子”取。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喻易聚易散也．当时，大小

瓦子遍布要闹之处，如朱雀门外的新门瓦子，保康门外的瓦子，曹门外的朱家桥瓦子，州西瓦

子，州北瓦子等，东角搂街巷约桑家瓦子有中瓦、里瓦之分，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潘桥东去

十字街叫做“土市子”又称竹杆市，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等类，至晓即散，又叫“鬼市

子”。宋代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称为“商税院”，这就说明此时的工商管理已经与税政机关结合

在一起了，而且是从属税政讥关的。当时，东京既是北宋的皇都，为全国商业中心，就必然是王

公，宫宦、富商、大贾们纸醉金迷、吃喝玩乐为地方。据载：熙宁时汴梁都“商税院”一年仅商

税数额就达四十万贯，占当时全国税收总额九百万贯的百分之四点四，可见其商业繁荣之情况．

此外，我省西京洛：瑁在发国时就是车贾齐鲁、南贾韩楚勺商业中心，宋时年税额达三万八千贯．

还有当时的陕州，当时商税在三万贯以上，从宋开始，啻代以前的市，坊分设制崩溃。商业活动

扩展到城市各处，旧城之外扩建新城，新域之外设。厢”，使乡村草市、墟市遍布于全国。

熙宁七年减国门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蜀之，蹶夫贩妇细碎交易者均勿征税。元丰元年蠲

竹木鱼果炭箔不及百钱之税。大砚元年，诏令凡典买牛畜舟车未印契者，以百日为期，均免信

税。高．宗建炎元年诏令凡贩货上京者免税。宋南渡后，虽蠲关市之税，然贪吏苛取百出，私立税

场，税及缗斗米荣蔬束新之属，甚者贫农担负微物于村落，亦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旅，

亦须纳钱。种种苛税严重地打击了贸易活动。熙宁五年置市易务于京都(开封)，以吕嘉问为提

举，颁发了市易条例，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以后又改提举京师市易务

为都提举市易司，诸州市易务皆隶其管辖。当时市场管理存在的主要弊害有五个方面： l，

官府经商，贱买贵卖。2．商人入境，皆押赴市易司出售。3、本郡商货不得贩运到他郡出售．

4、他郡商货不能及时供应市场，造成物价上涨。5、市官货者付患累累，且宫又私取民息，弄

得商人负担很重。这种管理办法于商于民于国都没有好处．

元朝正统元年，在岭北(今蒙古)、辽阳，河南等地设立平准库，以正市场物价。正统十四

年立交祈，以收取市税，当时各地立管茶提举，并“尝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

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障其艺，故制中精巧，胜于昔日”．

明太祖曾颁戏商之令，据《农政全书》载： “太祖加意重本仰末，十四年令农民之家，许穿细

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并明令查禁宋时的

和买制(即方春乏绝时，予贷库银于民，至夏秋令输物入官，故又和予买)和元时的和买制(即

以相当工资雇人，出于两愿也)。明太祖命在京兵马司兼管市司，每越三日较勘市斛市称尺，稽

考牙侩姓名一次，并定物价，外府州县则由各城兵马司兼领市司、立盐法置局设官，令二十取一

以资军饷。洪武三年河南，陕西军饷不足，复募商人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井，还尝布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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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不牢固真实而卖者，各定罪有差．。故日常需用之物器，足为交易工商品颇多．当时，国

内瓦市和茶马市为大宗．

清代全国最著名的繁华重镇有四个，即我省朱仙镇、广东省佛山镇、湖北省汉口镇、江西省

景德镇．当时朱仙镇扼水陆交通要冲，南船北马。分途于此，因此是当时国内重要商场之一。自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于一九。三年成立了商务部，分设四司： 1，保惠司，专司商务学堂，招商

保护，验给专利文凭，翻译书报，聘请洋工程师及本部司员升退奖给； 2、平均司，专司农牧；

3．通艺司，专司工矿；4、会计司，专司财税，度量衡。一九。五年成立农工商部，一九0七

年在农工商部内设商标注册局，在此期间各地相继成立了商务局。综上所述可见自周以来，工商

管理与榷税是紧密结合，宋之前，榷税列为市宫的职务范围；宋之后，取消市官，并入榷税机关

所谓。关市之征古今皆然。”只是到了清末工商行政管理才由只管征税转向保护合法经营，取缔

非法活动，振兴经济的职能。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中央成立了工商部，各省设实业司(或称

劝业道)．一九一四年北洋军阀政府改工商部为农商部，部内设置国货展览会、劝业委员会、工

业试验所，工商访问所，商品陈列所等机构，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工商部，内设工业，

劳动、商业三司、其中工业司下置业务、劝工，设计、工程四科，商业司下置经营、劝业、通

商，注册、商事五科。一九二九国民党统治的河南省府成立河南省工商厅，本厅第三科职掌；关

于省营商业之计划管理事项；关于出入货物之检查事项；关于公司商号注册事项；关于商标注册

事项⋯⋯等共十九款。颁发了河南省商会联合会组织大纲。银行注册章程实施细则。商会商事公

断处理条例草案，一九三八年工商部改组为经济部，部内分设总务，农林，矿业．工业，商业，

水利六司及商标局．各省对工商业和市场的管理则属建设厅．这一阶段经历了军阀混战和国民党

蒋介石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曾运用工商行政管理手段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一九三。年三月，在黄麻，商南，六霍起义的基础上，由鄂予边、予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

形成的鄂予皖苏区，它包括有我省东南部的商城．光山、罗山，固始、潢川、患县、信阳及安

徽．湖北等二十六个县组成三百五十多万人口，面积七万多平方公里。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建立起来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有四万五千人的正规军和二十万人的地方

武装。长期以来鄂予皖三省交界地区在封建主义、反动军闽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在帝国主义商

品侵入的掠夺下，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经济非常落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以后，鄂予皖边区的社会经济更是急剧衰落，封建剥削更加加重，边区封建

地租普遍上升，一般都为收获物总数的50％左右，有的竟高达70一80％，除收高额地租外，还

。看佃农所收获之种类撰稞之”， 。役使佃农，视为习惯”。与此同时，高利贷爱为猖獗，他们

乘农民经济恐慌之时，大放高利贷。他们。以每元每月三分或四分的利息借给农民，以后又以变

利来计算”，。农民借高利贷者一斗高梁，一月后除还一斗高梁外，再加一斗利钱或加一千到二千

钱，利息高达五，六倍以上。”苛捐杂税日益增多，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在0予皖边区征收的捐

税可谓多如牛毛，什么人头捐、灶头捐、户牌捐、草鞋捐、剿共捐凡四，五十种；什么屠宰税、

门牌税，户税、烟酒税凡十余种。差不多物物有税，事事完捐。一九三O年商城县田赋附加税额

为正税的600％。田赋予征，河南从民国十九年予征到民国二十四年．军阀连年战乱，人民更是惨

遭蹂躏，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在予省。历经数月，战地蔓延七八百里，受灾之区五十余县”，一

九三O年蒋冯阎混战。集中予省⋯⋯七八月战经五六十县，沟垒纵横，挖地约三、四万顷，夏秋

跺躏，毁粮约四百万石．征兵派款收到粳米，所过之处十室十空”，兵祸横行，人民财产惨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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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田园荒芜，社会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灾荒频仍，人民更是饥啼号寒，饿殍遍野，生机几

绝．一九二八年，全国九省大水，予省“旱灾近古未有，自春但秋滴雨未降，⋯⋯予南所属秋收

全无”．一九三O年予省水灾“予东二十余县尽成泽国，已熟秋禾淹没无有，谷飘黄汤，望洋流

涕，”加上帝国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侵入边区农村，鄂予皖边区整个社会经济完全濒于破产．

鄂予皖苏区建立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形势，为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进行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的同时，在苏维埃政权内建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经济部，负责发展根据地的工商

业，发展公营经济，开展对外贸易，打击奸商，稳定物价，保护民族工商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

锁，积极开展经济建设．

苏区一方面兴办国营工业，主要是军需工业，还有制盐厂．造纸厂。五金厂，铁工厂，印刷

厂、造币厂、染坊等，同时还大力恢复和发展个体手工业，把分散的个体经营组织起来．成立生

产合作社。当时最主要的有缝纫、木工、篾竹、铁工、榨油，造纸等生产合作社。还大力恢复和

发展商业，这也是苏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迫切任务．在鄂予皖苏区建立以前，边区商业已经呈现衰

落的景象，革命以后由于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苏区的多数商业被迫歇业，对外贸易几乎断绝．因

此，苏区政府在恢复和发展商业中，创办了国营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的商业。并对私营商业采取

了保护，鼓励的政策．妇“临时政纲”中规定： “中小商人享有其资本企业”，“中小商人有营业

自由权”， 。中小商人均有苏维埃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经济公社允许，可以为经济公社做

生意，先提货，出售后交钱，所得利润商人得20％．在赤白交界处武装护送商人出入境等⋯⋯鄂

予皖苏区的商业，由于苏区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具体措施，所以苏区的商业贸易

恢复和发展较快．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建立了晋冀鲁予抗日根据地。设立实业处及贸易总局．一

九四一年九月一日，根据晋冀鲁予边区组织条例第三条之规定，设立边区工商管理局，这是我国

建立工商管理局之始，工商管理局受边区政府建设厅领导，负责工商业建设及管理，并担负对敌

经济斗争，税收，专卖事业、组织根据地运输，促进合作、及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等项任务。

一九四O年我省林县任村解放，出现了地区分割．象合涧，姚村、东姚、横水，城关．河

顺，东岗、临淇等集仍归国民党政府统治．国民党政府统治境内的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各大商

号相继倒闭．只有和军队有联系的商人留在市场经商。在日本侵略者扫荡下林县工商业受到致命

打击，人们逃亡荒山僻野，八个大集终日无人．一般生活必需品如油，盐．酱、醋都买不到．

为了掌握经济情报，扩大我党影响，在敌占区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开展工作．我省林县

4任村德兴栈”，就是当时工商管理局对外的代号．该栈初创于一九三九年冬或四O年春开始营

业(这是两位老同志的回忆)．设址于任村南街苏家胡同，一九四三年由曹中枢任经理，兼工商

管理局代局长职务。四四年。德兴栈’的经理是何白沙，代理工商管理局长，丁之轩为副经理。

据一些老同志回·t7,：当时的。德兴栈”，名义上是一个经商的货站，实则是一个收集情报，

疏散人员，联络信息，介绍组织关系，转移伤病员，抚恤革命者的遗孤，保存和整理革命的档案

材料，发现和培养志士仁人走向革命道路的联络点。同时，也负责对敌经济斗争．当时， “德兴

栈”的业务范围很广，收集山货疏出，购进工业品供销，为革命购买了不少军火，还宣传我党的

工商管理政策．任村“德兴栈”在共产党领导下，还组织了。宏盛昌栈’，地方区联社，十七旅

采购站等单位，内外购销，货畅其流．为我党我军收集了大量的经济和敌情情报，有力地配合了

抗击日寇，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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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展开了

金面进攻，我党政军民以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展开了消灭蒋介石反动政权的

解放战争．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报告中指出： “没收封

建阶级的土地为农民所有，没牧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

国家所有，保护_T-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提出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当时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就是环绕

这些纲领和政策进行的．这个时期的工商管理机构，在老解放区大体仍沿袭了老名称，但在新解

放区名称就不尽相同，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财政部下设的工商处就是主管工商管理工作的．一

九四九年五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将原工商处改组为工商厅，其职掌有：民营工商矿业计

划；管理、登记、检查、指导及奖进；解放区与敌占区贸易及内地贸易管理；合作事业的计划推

进；各种副业的指导扶植；集市贸易及市场交易所指导；稳定物价，度量衡的制造，检定，监

督；对工商团体登记指导；工商事业费的预算、审核、开支报销；其它有关经济、工商贸易亭项．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接收过来的是一个千疮

百孔的旧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没收官僚

资本的财产．促使私营工商业向有利国计民生的道路发展，恢复国民经济．一九四九年五月．

将原中原临时政府财政部第三处改组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内设行政科，负责工商行政和

市场管理工作，并在开封、郑州二市建立了工商管理局，还在许昌、南阳、信阳，郑州．陕州．陈

留，淮阳，商丘、洛阳，潢川十个专署和各县(市)普遍设立了工商科。依据党的政策，积极配

合全党统一部署：在反对市场投机、调整工商业． 。三反” 4五反”、统购统销，支援抗美援

朝，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斗争中发撂了积极的作

用．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的条件下， 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的范围被缩小，许多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被撤销或合并．一九六一年中央提出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恢复了集市贸易和农民的家庭副业，工商行政管理

机构陆续被恢复与建立，这一时期除了管理集市贸易、打击投机倒把、企业登记，商标注册外，

还增加了对合作店．组的管理工作，并提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是进行阶

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十年动乱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思想搞乱

了、政策搞乱了、队伍摘乱了．我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普遍被撤销，人员下放．出现了。打

办”、 “专政指挥部。等机构代替了工商行政管理。 。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把经济管得死死

的．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国务院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决定恢复建立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决定恢复省工商局，与商业厅合署办公，对外两块牌子，

对内业务分开．直到一九八一年四月才决定单独成立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全省各地，市、县和公

社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也相应地逐步得到恢复与建立．在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注意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影响，按照客观经

济规律的要求，在支持商品生产发展，搞活商品流通，保护正当经营，黼止与查处经济违法违章

行为，协调经济关系，以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国家计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

成绩．迈出了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新局面的步伐，在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方面

做出了贡献．当前，全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中共中央(1 984)一号文件《关于农村工作

问题的通知》精神，通过搞好各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来促进商品生产的大发展，促进市场的繁

荣和经济的活跃，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尽快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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