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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编史修志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象当前这样广泛地组织

编写带有专业性的单位志，确属空前的创举；至于如何编写则是修志人员

所面临的新课题。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行使政府行政权力，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的综合性的行政管理机关，而《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就

是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历史进程中重大史实和现状的记述，是资科性

很强的地方文献之一，是地方志的一种。其编写目的，在于积存可为今后

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史料。务求真实，具体，简明而全面地勾

勒出我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全貌，并突出时代、地方和本部门的特点．

这上面既留下历史歪斜深陷的脚印，也折射出充满希望的曙光；所给

予人们的有力启示，不是叹息而是奋进!因此，对本志的编写工作本身，

在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史上，无疑是一件颇具分量而又影响深远的大事．

在盛世修志的高潮中，在资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布置下，自1984

年5月开始，到1 986年2月3日止，中间经过两度临到脱稿时又延长下限

的周折，共历时一年又九个月j我局修志人员查阅了建国前后有关15个单

位的文书档案1600多；卷，参考了工商书刊20余册和多篇散件文献，还采访

了当事人和知情人近三百人次，从中淘选备用的史料；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

。略古详今一的原则，采用。横排门类，纵写事实一的体例，上限一般从

建国时起，有的也按实际情况追述到建国前的适当时期，下限断霄1985生rp

底，编写成《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初稿)共十章．经送县志办公室

审阅后，于1986年9月定穰
· l·



志中：建国前悠远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梗概独列首节，以展示历史的

一脉相承；各章节外的大事，．悉收入本志最后的。大事拾遗”一章中，以

排遣芜杂和不必要的重复；有较多的‘“以表代文”篇幅，企收头绪分明和

记述简洁之效；限于辑录国家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史实，对作为当时官署

搿御用”的群团组织的商会，只作一笔带过。

在本志史料的采集过程中，承县档案局等单位和工商界张述明先生等

的大力支持，以及有关兄弟局的热情相助，顺此一并致以忱挚的谢意。

本志由于所记述的时间长，史料又纷繁残缺，加之修志人员的知识贫

乏，某些篇幅中的出现粗劣和错漏当属意料中事，希读者指正。

4p 2 o

《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六年十月



才既 述

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由来久远，早在周代以前，产生在商品经

不久以后的国家政权就开始制定相应的政策、法令，对工商业和市

活动进行管理了。 ．

建国以来，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

三次大的起伏，但总的说来，成绩仍然是显著的。
‘

五十年代初期，通过对市场的不断整顿和加强管理，逐步将历来为剥

削阶级服务的旧市场彻底改造成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

据1951年9月统计，全县有这样的市场141个，对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农

副业生产起着良好的作用。

到1956年．“三大改造一(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高潮时，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上级党政的领导和部署下，

在有关单位的协同配合下，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商业2，637P和手工业者

1，163人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在性质上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社

会主义统一市场。

195e年，县人民政府工商科被析置成商业局和工业科，工商行政遂由

专管变为兼管，职能被削弱，工作重点移向市场管理。

1958年，市管会被裁并。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所出现经济工作上

。左，的影响下，错误地把商品生产和集市贸易都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

床，因而，曾一度关闭了县内所有的集贸市场。结果，商品流通渠道被堵

塞，加剧了社会生产力的萎缩程度，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次年，相继贯彻

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等三个文件后，集市贸

易才逐步趋向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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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成立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后，为了方便群众生产和生活，

根据党中央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方针，除恢复集市贸易和调整

场期外，并帮助国营商业恢复一部分合作店、组和个体商贩，使商业网点

有着合理的布局。当时，由于不恰当地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无产阶级

专政的工具之一，所以，除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以外的其他工作，并未受

到应有的重视。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片动乱期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推行的极搿左”路线及其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大大削弱了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投机违法活动横行无忌，企业登记管理被污蔑为
’

资产阶级法权而长期停顿，对企业的开、歇、并、转等经济活动失去控 -

制。工业上出现不过问原材料有无来源和产品有无销路，盲目地重复生产

和重复建厂的现象；商业上，强调大而全，任意撤并网点和。砍掉一个体

P；在集市贸易方面，则一再减少场期和限制上市品种。结果，又造成商

． 品奇缺和物价高昂，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并迫使国民经济濒临总崩溃的

边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期中的奋斗目标和正确

路线，开始得到了恢复和贯彻，并强调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县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也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为“四化一建设服务为中心。

1979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增加了经

济合同和商标、广告等新的管理业务，并增设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和配备了 ·

一定的工作人员，对待各项管理工作都逐步予以加强和改进，收到了良好
．-

的效果。

1984年以来，由于贯彻执行“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在

城乡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依靠国营、集体和个体的力量：已初步在

金县境内开拓出多产畅销的新局面。

到t985#底，已发展工商企业1，824}j(含乡镇企业959P)，从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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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02人(含乡镇企业22，540人)．，资金64，658．15万元(含乡镇企业

4，397．57万元)；个体工商户12，604户，从业18，944人，资金733．5万元，

与1980年相比，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人数净增1．07倍，资金净增78％。全县

已有赶场集镇62个(含1984年新开辟的13个)，市场319个，比1951年净增

1．26倍，市场服务设施投资到44，718元，比1977年净增104．5倍；集市成

交额达到4，798万元，比1977年净增1．79倍。市场结构，已由过去的少量

农副产品的单一调剂市场，向着大型工农产品的综合和专业市场发展，形

成了开放式和纵横交错的跨行业，跨地区的新流通体制，熙攘繁荣，购销

两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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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建置

第一节建国前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梗概

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伴随着商品经济和国家政权的出现而

产生，是国家政权固有的职能之一。出于不断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常常迫使

国家政权在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的立法上和管理体制上作出相应的改进。

据记载，我国远在周代以前，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政权，便开始制定相应的政策、

法令、规章和制度等，对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了。

自西周以来的各个朝代，对工商行政都正式设有一定的专管和兼管的机构和人员。从中

央官制上看，周设司市，秦设治粟内史，汉设大司农，唐到清末都划归户部管理。

近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时有变革。1903年清廷设立农工商部，1927年

南京国民党政府设立工商部，1930年将工商部改并为实业部，1938年又改为经济部，主管工

商农林水矿，到1948年恢复工商部。

各省从1938年以后，一直是建设厅兼管工商行政，社会处经管工商组织建设。

县上，长期未设专门机构。民国八年(1919年)县设立的实业所，十四年的实业局，十

九年的建设局，二十四年由建设、教育两局并成的县府第三科，二千九年三月从县府第三科

析置的县府建设科，都是当时作为兼管工商行政的办事机构。

到民国三十年六月，根据“行政院’’公布的《非常时期工商业及团体管制办法》第三，

五和十五条规定精神，县府是工商业及其商会和同业公会的主管官署，民国二十六年增设的

县府社会科，就是具体承管工商行政的办事机构(建设科到此时停止兼管工商行政)。商会

和同业公会办理一般的(小规模)经营必需品商业的登记工作，并协助政府平抑物价。

实际上，社会科也与以往的兼管机构一样，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是在“中转"公文，而

受文的商会和同业公会，除曾填报会员册备查外，对待县府交办任务，也是停留在公文的应

付上面，任何实质性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国民党政权三令五申饬令查禁囤积居奇和严

格平抑物价的命令在内，一直没有去触动过。 ．

民国时期，为了控制税源，税务机关却长期对酿酒业给予登记管理和经管征收市场管理

费l

一，’在盛行“皮(即袍哥)管街(指工商业)”的封建迷雾中，对于开业、歇业。除酿酒业

必须事先报请菸酒税务机关w核准外，如本街或当地的袍哥组织表示同意或者未加反对，

其余工商业户，均可自行锯决，只要开业后加入或歇业后退出富有封建色彩的同业公会，手

续就算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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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耒设专管城乡集市贸易的官方机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起，为了征收作为

一项地方财政收入的市场管理费吲，代表官方的地方税务机关剧才插手经管市场设置和确定

赶场日期，按预算数分别摊定有关市场的起码标额并附上杂乱的费率⋯，公示招标，当地

封建势力为中饱私囊，多半“如蚁趋膻厅地参与竞标活动。有的通过搿内线一关系，以微弱

的所谓认标最高额夺取中标承包权，有的转包渔利，有的甚至武断把持，不许对手投标染

指。这一角逐场中的丑剧，历来总是层见迭出的。税务机关按标定数从承包人手上收受入库

备用。民国三十四年，根据《四川省各县(市局)设置侈镇么‘营市场办宏》之规定设置公营

市场后，规定应缴额和费率，交由乡镇代收。民国三十五年，除县城(三贤镇)仍旧外，交

由多公所和中心国民学校会同认收认缴。民国三十六年，私立中学所在地的集镇，交由乡公

所和校董会会同认收认缴，其余不变。民国三十六年八月起，税捐稽征处，将菸联社经收的

县城“美菸”(即烤菸)市场接管自收。民国三十七年，改从乡镇推荐家道殷实的人员中甄

选“市场管理费经收员"征收(承包)。民国末年(1949)年，由于纸币贬值，民间风行以

物易物，市场萧条，无利可图，无人应甄竞标，市管费征收上发生无法解决的危机，直到解

放为止。

无论中标或认收(即代收)或甄选的承包者，除了贪得无厌、浮收滥征，并故意大量拖

欠应缴标额款外，为方便收费，也维护市场秩序和公断纠纷，但对发生在市场上的牙纪(俗

称行户或犏耳，从中介绍成交的经纪人)哄骗买卖双方，转手投机、买空卖空、哄抬压价以

及奸商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活动，却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①征收菸酒税的机关：指民国元年(1911年)的秘收乘，民国三年成土的菸酒分栈，民国七年的菸酒会卖区监察所．氏

田二十七年的税务处，氏田二十九年的对政部川康区税务局内江分局首阳办公处。

②解放前市管费名称沿革：f期境称特许费，包括市息(原叫牙行特许量，是时买卖猪、牛、羊的征收)、牛息(对天

卖粮食的征收)、秤忠(对买卖竹未，油，油帖、水果，l‘苕、享禽等的征收)；氏固三十二年更名公斗秤使用膏；民hi--

十五年，改名公营市场使用f；氏目三十七年，改名公营市场管理费o

④解放前经管征收市管费的税务机关是：氏田二十四年六月，将县政府财务局裁局后成立的财务委员全。以后迭换名

称，氏固三十一年，’改名善政府经收处，民国三十五年，改名税捐秘收处，氏固三十六年一月，改名税捐槽征处，直到拜

教为止。

④市管量率杂乱嶙爪：一直禁征实物。均向卖方和牧。不但先后变化大t就是同期时应征品种问也无共通的征收

牟(如接价征收百分之几)。扣民固三十五年(1946年)规定：干息，白米每旧量一’-缸40元，杂粮每旧量一十征30元；秤

惠，油类每百市斤，征50元，恬每百市斤征24元，来革每百市斤征12元：牙行，从价计在百分之一；叉规定，斗息不夏一

旧斗者I：t一旧升计，秤息不夏一百市斤者I；c干市斤计t牙行价不及一百元吼一百元计。叉知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规定：市

蕾费改收银元。+怎、白米每旧量一十秘银二分，杂粮每旧市斗扫银一分；秤怠，油类每百市斤和银一角，恬类每百市斤

征银二分，来发苕类每百市斤缸银一分；矛行，按价征收百分之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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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强大

在资阳这片土地上的最后统治，广大劳动人民从此告别了ID世界，踏上了新的生活历程。

同月26日，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根据上级所规定的《县组织系统》，同时设置作为县

人民政府内部的一个办事机构的工商科，并在府内办公。

1952年11月至次年6月，分别在各区么所内设置工商助理员一名，负责管理区内工商联

分会和市管分会的工作。

工商科是县人民政府在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机构，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私营工商业，

主要任务是。通过审批私营工商业的开、歇、并，转，处理市场违宏行为，取缔投机活动，

管理劳动、计量和市场物价等行政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

改造"政策，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工商业以及小商小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它所属的范围广，除直接管辖市管会和工商联外，并代表县人民政府对县内各国营企业

在人事调配上和业务监督上实行双重领导。

当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为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加强对各专业部门的领导和继续处理对私改造的遗留问题，根据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8月20

日资行办(56)字第45号文件决定，工商科被析置成商业局和工业科。当时，商业局既是商

业行政机构，又是所属企业的统一管理机构和核算单位且兼管工商行政，是县人民委员会的

一个职能部门，受县人民委员会和专区商业局的双重领导。

此后千年间，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是s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各部门、各地

区，各单位的一些经济联系，管理城乡市场，活跃物资交流，打击投机例把，制止“资本主

义自发倾向一，进行企业登记，保护合法法营，取缔非法活动，管理商标，办理注册，继续处

理对私改造的一些遗留问题，指导工商业联合会和小商贩联合会的工作。但是，由于受到经

济政策上“左’’的影响，加之在商业局内所设置的兼管工商行政的商政股一直把工作重心搁

在对私改造以及执行商业和价格政策上面，因此，基本上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特别

到1958年，县市管会并入商业局，市管分会并入区供销社之后，这种作用就更加削弱了。

当县、区两级市管会，已于1961年9至12月间先后恢复以后，为适应对公私合营、合作

店(组)的管理和改造工作的需要，根据县人民委员会资办(62)字第15号通知，于1962年

1月26日正式成立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称局)’并在各区(镇)建立工商行政管理

所。县、区(镇)两级市管机构和人员分别与局、所合署办公，实行对内一个机构，一套班

子，对外挂两块牌子，即。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资阳县市场管理委员会"，“资阳

县×X区(镇)工商行政管理所"和“资阳县x x区(镇)市管分会一。局办公地点设在城

内大东街43号。 、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使国民经

济因而遭受严重摧残的时期，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深受其害。一方面，机构被削弱，于1966

年8月21日县局和县市管会被并入商业局，虽然各工商所(市管分会)未变，却是有名无实，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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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松散，市场混乱，投机违法活动猖狂一时’另一方面，当时所执行的政策又过“左”，对待商品

的生产和流通都限制过严，管得过死，打击面也太宽，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1967年11月3日，由于县内广大工商、市管干部的“造反’’，恢复了县局和县市管会，

仍对内一个机构，一套班子，对外挂两块牌子，办公地点仍旧。

1973年3月，停挂各市管分会牌子，1983年12月，停挂县市管会牌子，从此，县、区

(镇)两级对内、对外均是工商行政管理一个机构，一套班子，一块牌子。

为了加强县局对各工商所的行政领导和业务指导，便于对外行使职权，根据国家工商局

(1981)工商99号、1985年工商11号和省工商局J112：商(1985)22号文件精神，报经县人民政

府批准，从1985年4月起，各所由原名“资阳县××区(镇)工商行政管理所’’更改为“资

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X工商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逐步

健全和充实，所执行的法规日臻完备，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黟转向以为“四化黟建设服务为工作中心，在干部思想中不断清除 ．

“四人帮"反革命路线流毒，纠正管理工作上“左’’的倾向，把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协调

关系，方便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通过“六管’’、“一打"①等各项工作，对保护合法经

营，制止非宏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发挥了应有的职能作用。 -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县局机关内部的办事机构，自1962年建局以来，数经裁增并改，到

1985年底，已建置秘书股，政工股、企业管理股(代管商标、广告)、个体经济管理股、市

场管理股，经济合同管理股、经济检查股和广告管理所，在各工商所内，均配备了相应的对

口工作人员。 ．

附表l。 县局(县市管会)机关内部办事机构建置沿革表 ’

名 称 存在时间 备 考

计量检定站 1958．3—1976 原系工商局(县市管会)的一个办

秘书股@ 1973．1起④
事机构，1976年划属县科委

业 务 股 1973．1—1979．5 后改为市管股

市 管 股 1979．6起

专 案 股 1979．6——1980．4 一后改为经济检查股·

1983．1—1984．1 后并入市管股
经济检查股

1985年底恢复
工 商 股 1979．6一-1980．4 后改为企业管理股

企业管理股 ，1980．4起 代管商标，广告

经济合同管理股 1979．4起

广告管理所 1983．10起

政 工 股 1983．2起

个体经济管理股 1984．3起

①六管：即管理企业登记、个体经济、商标、广告、合同和集贸，一打，即打击投机倒把o

⑦善市管会和县局，曾分删在下列时间内，各设置过秘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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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志各章节所戴表上的“起”字，秉指史实存在时阀，超越1985年底者·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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