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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鞍山市市长 马延利

“盛世修志”。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笔耕，《鞍山市志》丛

书，陆续出版问世。它是鞍山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璀璨硕果，是鞍山市文化建设事业的宏篇巨著，也是鞍山市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显著标志。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鞍山市志》作为钢

都的科学文献，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鞍山是辽东半岛开发区的腹地，是连接

对外开放城市大连、营口和沈阳的枢纽，是蜚声中外的祖国钢都。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勤劳勇敢的钢都人民，使它诞生不到一含世

纪就成为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一。中国最大的“鞍山群”铁矿藏，

世界上储量最多的。辽河群”镁矿和滑石矿藏，就埋在鞍山的地

下。全国12座名山之一的千山，全国著名的汤岗子温泉，就在鞍山

的城郊。
‘

据考古发掘，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

土地上。战国时代，鞍山为燕国的属地；汉代，鞍山古冶铁业盛

行；唐代，鞍山一带一度为古战场；明代，兴建“鞍山驿”、 “长

旬铺”、 ‘‘I沙河铺”，开通了边塞邮路；清代，留下许多文化遗

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鞍山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说

明鞍山历史悠久。清末以后，鞍山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资源被掠夺，。河山被践踏，人民被奴役。然而，。英雄的鞍山人民并

没有屈服，．义和团的风暴震慑沙俄，抗日义勇军在鏖战中前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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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民族解放的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全国取得抗日战争

胜利的斗争中，鞍山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解放战争期间，富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鞍山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奋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月

19日迎来了鞍山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年来，鞍山市在前

进中虽曾有过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

的成绩是辉煌的，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给鞍山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使鞍山人民迸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热

情。鞍山正在发生着新的巨大变化。

纵观鞍山的历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更是一

部发展史。

今日鞍山，她不仅拥有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而且还

拥有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建材、轻工、纺织、印染、食品等

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鞍山农村自然资源丰富， 。四山

一水五分田"，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村产业结

构得到了调整，呈现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建

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十业兴旺的景象，农村经济开始向着

城乡统一市场、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迈进。鞍山市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壮丽多姿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优美雅致的居民楼鳞次栉比，城

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金

融等事业，更呈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编纂地方志，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鞍山市志》

丛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鞍山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化、美丽的大自然、蓬勃发展的经济、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示了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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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己走过的历程。我坚信，它作为一部上载天

文、下载地理，中括人间事物的地方百科全书，必然起着总结历

史，服务现实，鉴戒未来的作用。

《鞍山市志》丛书在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中共鞍山市

委．鞍山市人大常委会、鞍山市人民政府和鞍山市政协的关怀，自

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它是经过鞍山市地方

志办公室和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呕心沥血完成的。我代表全市人民，

向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同意，表示诚挚的敬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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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范炳武

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工商行政管理

古来无志，今修志实为历史责任。现在我们修成的这本《鞍山市工

商行政管理志》忠实地记录了鞍山置市以来，半个世纪工商行政管

理情况，再现了鞍山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历史概貌，载述了鞍山工

商行政管理事业50年来发展过程。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鞍山对

工商业管理，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施行对中国的经济统治。国民党

军队占领鞍山总共22个月，无力顾及工商企业管理。本志重点记述

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造资本主

义工商业、推动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贩走上合作化道路，管理城乡

农贸市场、监督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在改

革、开放，振兴鞍山经济等方面的工作。它将为领导干部、专业工

作者及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研究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与现

状，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这本志书的修成，既是弘扬中华民族文

化传统，也是鞍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果。

《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市工商管理局修志办同志，在上

级领导帮助，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持，以及全局同志的通力合作下，

经过几个寒暑奋笔耕耘的结晶。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几起几落，

时设时撤，这部志书在编纂体例、材料、文字运用等方面还会有不

尽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1989年10月1日



凡 例

一、《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市略县的原

贝lj，突出时代特点，反映地方优势和专业特性。重点记述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状况。

三、本志上限1937年j下限至1987年。

四、。本志分为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几个部分，述、记、

志、录、图、表诸体并用。

五、本志所用数据为鞍山市统计局历年发表的数字，统计局不

掌握的数据，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内部统计数为准。

六、本志中工厂、企业、机关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

后再出现用简称。

对于中央，省、市所发文件名称也依上述办法处理。

七、本志不单列人物章，先进人物列表附于机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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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朝

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西周时国家开

始对集市管理，一并制定若干规定，设置执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机

构和官吏。’史料记载西汉设置。少府，，管理手工业，：设置五均司市

师管理商业，并把业者编入籍册：实行登记管理办法。自汉迄下许

多王朝，为控制国民经济中重要物资，增加财政收入，均贯彻“抑

末一政策，1实行1禁榷露制度。√，-’ ．‘

J’。

。’鞍山虽建市于1937年12月1日，但它的地域历史却十分悠久，’

远在战国(燕)便属辽东郡地。。汉武帝时鞍山有了土法冶铁事业，’

辽金进入极盛时期。明洪武年间置鞍山驿堡。置沙河铺、长店铺。’

由于冶铁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鞍山经济的发展：’清代文人魏燮均有

诗《鞍山驿小憩》’(《九梅村诗集》卷五)： “驰抵鞍山道∥春风

送客鞭。坏桥荒驿水，寒树破城烟。行旅通车马，居民起市廛。停

骖且膏秫，又费买春钱。+回头看宿处，山与白云连”。反映了鞍山

驿堡城内的繁荣景象。
’·’ ·

‘。 ’一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从俄国手中夺得了南满铁路

及其附属地所有权，建立了鞍山地方事务所。鞍山地方事务所以鞍

山：立山及千山(今旧堡)、汤岗子附属地为管辖区。在誓附属

地一内实行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

1931年“九·--／＼旷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1937

年12}2 1日将辽阳县一部分和“鞍山满铁附属地一合并，’实行市制。．

为扩大侵略做物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在鞍山开矿0兴办钢?铁-工

业、建立市街。因而，鞍山的工商业应运而生。。是时伪市公署置实

c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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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负责管理工商企业，鞍山置市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便从此开

始。实业科日常掌管发放营业执照、工商会、董事会、行业协会、

行业组合，以及物资定配和出入境管理。

日本帝国主义为垄断中国民族工商业，推行一系列适宜于他们

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条令、法规，对中国商民进行种种限制，中国工

商业者稍有不慎，便会遭致日本人的残害。鞍山以铁矿丰厚驰名于

世。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它的掠夺和侵略，在鞍山建立大型工业，

以此来实行它野蛮侵略与残酷掠夺的目的。

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告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了金

国人民。国民党为抢夺胜利果实，急不可耐地发动内战。1946年4

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鞍山、海城。以后战事成拉锯形式，东北

民主联军先后四次解放鞍山。国民党政权在鞍山统治总共不过22个

月，政府虽设有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一些政策，但却无力

实施，实有若无。
’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6月成立鞍山市政府。解放后鞍山

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是鞍山市政府实业科工商股。鞍山由于经过日

伪长期的奴役和统治，以及连年战争破坏、自然灾害的影响，解放

时大部分工厂倒闭，市内为鞍钢生产服务和为鞍钢工人服务的工商

业处于停工停业或半停工停业状态。当时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军

队还盘踞在沈阳和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里，城乡交通阻塞，各地物

资不能交流，原材料来源中断。加之资本家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

政策，不敢大胆经营，因而市内的工商业十分萧条。工人大批失

业，人民极端贫困。这个时期，鞍山以恢复人民生活，支援解放战

争为工作总目标。为此，对工商业实行的是保护政策。

1949年全国解放后，，政务院没有工商局，只有私改局，各大中

一2一



城市都成立了工商局。工商局的主要任务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

体户、流动商贩的管理；取缔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以及商标

登记等。鞍山市于1949年12月12日设鞍山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当时

既管工业、商业，又管城乡市场。

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改造资

本主义工商业，推动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贩走上合作化道路，管理

城乡农贸市场，监督工商业生产和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作了大量工

作。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期间，。工商行政管理的

主要对象是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和私人工商业，中心任务是促进

私营工商业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恢复国民经济。这个期

间，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部署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入到反市场

投机、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

到高级的发展、资本主义改造等斗争当中。当时工商行政管理任务

繁重，主要是管理市场，打击投机；改组和建立新市场；度量衡鉴

定；指导工商联工作；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经营困难；处理公

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教育管理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审批

私营工商企业的开业、歇业、转业，迁移等。

鞍山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

革命一结束，20年间几起几落。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私

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无所事事，。工商局一

部归工业局，一部归商业局。中央为解决经济过渡和自然灾害出现

的问题，提出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方针，鞍山工商行政

管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一，只抓搿调整一。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

变化，工商行政管理时而被重视，时而被忽视，机构时设时撤：从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搿文化大革命圹结束的1976年，断断续续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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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商管理工作，但没能展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才真正走上了全面开展、改革进步的全盛时期。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和搞活经济的方

针，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但由于受搿左"倾错误的影

．响，开始只负责管理市场和打击投机倒把，而且管的过严过死，打

击面过宽。’1978年中央书记处讨论确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城乡集市贸易、个体经济、工商企业登记、商标注册、管理广告、

经济合同、打击投机倒把、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等八项任务

后，鞍山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各项工作陆续全面展

开。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在管理工作中不断克服“市

场管理偏紧、发展个体工商业户控制偏严、企业经营范围限制过

死、经济检查处罚偏重”等倾向。并不断完善各项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进而使全市的工商企业蓬勃发展，城乡集贸市场逐年增加，日

趋活跃。个体经济迅速增长，经济合同管理逐步实现规范化，商

标、广告管理和经济查处工作不断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呈现新

面貌。

1984年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活”字上又有新突破，允许工商

企业冠大名，放宽工商企业经营范围，疏通渠道搞活流通，发展个

体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在管理中坚持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在改革

深入发展过程中注重宏观控制和强化管理手段，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1985年经鞍山市政府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市区实行以条

为主h垂直领导的体制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连年有新长进。为确

保鞍山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理顺经济关系，为企业创造宽松

改革环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开发辽东半

岛，．发展经济联合，。在政策上予以疏导，法规上予以保护，工作上



予以服务．

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坎坷变化，直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真正的全面发展。管理人员从解放初

的几个人到1987年发展到千余人；管理对象从小商小贩到工商企

业；管理范围从集贸市场到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进入全省第一流，并在全市36个参加“三杯” (钢城杯、千山

杯、新秀杯)竞赛单位中名列榜首，在全省13个城市文明市场竞赛

中获第--$，铁东八卦农贸市场被评为全国文明市场，还涌现一大

批先进人物。

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改革的大

潮中愈来愈发挥了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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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37年

1 2月

1日 伪鞍山市公署行政处设商工股，是日，《商工公会法》

公布实行。

1938年

1月

1日 鞍山商工会议所成立。其目的是为加强对日满(中国)

商工业者的领导；会议所会头由一名日本人担任、副会头由一名日

本人和一名中国人担任。。

1939年

5月

25日 日伪公布《原棉绵制品统制法》。

4月

17日 鞍山市度量衡检定所公布《关于度量衡之集合检查》通

知。

1940年

7月

25日 日本帝国主义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在东北全境实行

“公、协、停、自"的物价停止令。所谓“公”，系指日常流通商

品价格由政府规定的公定价格； “协”为同一行业协商议定统一的

价格，“停’’是未曾经过公定和协定的商品价格，而是以公布停止令

当天的价格为标准；“自”是商人根据行情和利润情况自定的价格。

商品价格停止变化是7月25日实施，亦称《七·二五物价停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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