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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麻柴坡县工商行政镪：理志》在全圈盛世修：＆形势下，在

县委、政府领导下，在县志办精心指导和彳r关单位修志工作者

的支持帮助以及编繁人员姚维'：f同志的艰辛努力]?，历经四度

春秋，三易其编纂人员，六易』e稿，而：评市艰础上，县志办与

本志编纂领导小组汇审定稿，经麻柴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

准出J扳问世。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汗东思想羽⋯，I玛共产党第十一刷三中

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啄则，采用述，记、志，传、I刮、表、录形式，忠实地

记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清rl々”．L。隆初j粥)麻桑坡开街至一九九。

年的2 5 0年问工商行政管娜历史，不l司程度地反映了中华民

族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对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

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经济秩序管理盟督的实践活动。麻栗坡同全

国一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在我围社会主义

建设巾发挥作用，是始于我国的“三大改造”时期。当时的管

理对象，主要是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其经济活动。经过四十

多年的不断实践和发展，它不仅主要以“六管一打"为管理内

容，面且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进一步

延伸至企业“优生"、产业结构的优化。

现代工商行政管理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一个具有多层次，多功能，多项管理内容的复杂的有机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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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为依据，对商品

营者及其市场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组织、控制、协

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

行政管理志》是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

程监督管理的产物，是工商行政管理干部，职工心血和汗水的

结晶，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一部历史文献和工具资料书，是

工商企业经营管理者把企业推向市场，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不

可多得的有效综合信息。希望每一个从事工商行政管理的干

部、职工及其读者，珍惜并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开创未来，

走向美好的幢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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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国4 0周年

国庆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 0周年大会讲话精神为准

绳，遵循“总结历史、资i台当今，展示全貌、激励创新，珍存

资料、造福后人"的方针，用新观点，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

麻栗坡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照“以事分类，横排竖写，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进行记述。

三，本志上限清乾隆初期(约1 7 4 0)，下限至l 9 9 0

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形式，以志为

主，用章，节，目结构，使用记述体语体文。

五、本志突出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边疆山区特点。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材料、日志资料．报刊文献及口

碑资料，经核实考证后八志。

七，本志对划八笺ll出的行政区域，只记述管辖时间的事

件。

八、本志以历史朝代年号为记述纪元，后注公元纪元。

九，本志记述的度量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

时使用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统一单位。

十，专业术语和称谓等，第一次用全称，后即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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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麻粟坡县地处云南省东南部。位于东经1 0 4。3 2 7一一

1 0 5。1 8 7。北纬2 2 0‘4 8 7一一2 3。3 1 7之问。县境东

北部与富宁县、广南县接壤，北部与西畴县相邻，西部与马关

县毗连，南部和东南部与越南接壤，国境线2 7 7公里。境内

东西最大横距1 0 0公里，南北最大纵距4 0公里。面积

2 3 3 6．5 5平方公里，人口2 5 3 O 2 9人。大小集市
， ● 。

8 0个。

叨末清初，麻栗坡尚属荒芜之源。清康熙时，中国经济蓬勃

发展，内地风教逐步传到边疆。乾隆至咸丰年问，汉人云集边境

一线开展对越小额贸易，开辟了许多草皮街。现今麻栗坡至船

头，是中国通往越南河江的交通要道，商贾络绎不绝，越南河

江的食盐，法人的洋纱、洋布等日用工业品经过麻栗坡源源不i．

断地运往内地，麻栗坡的汕篾帽，草果，八角等农副产品远销

越南‘、甚至泰国、老挝，缅甸等国。云南，贵州、四川，湖

南，江西，江苏、广东，广西等省商人云集现今麻栗坡街搭盖

草屋作歇脚之地。嘉庆元年(1 7 9 6)，开化府安平厅正

式发牌命名为新草房街。因街道两旁山坡上多为麻栗树，后改

称为麻粟坡街。与此同时，董干、八布．．大坪、都龙、田莲、

下金厂、茨竹坝等地也先后开了街。民国期间，商贸己发展到

威热和定型阶段，各种行业己发展到32种，从业人员1252人。

市场出现后，政府无力顾及，一般均由地方管理市场，征收

斗、厮捐、摆摊税。为争霸市场羽I管理市场，外省人分别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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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坡街‘董干街、大坪街等较大集市成立“川黔’’、“江西"、

“湖南∥等会馆。商会成立后，商务纠纷均由商会解决．政府

无专门市场管理机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内设立

工商科，负责领导和管理集市贸易和私营工商业，组建国营商

业。1956年。对私改造基本结束，国营专业公司己相继组建起

来，即认为工商科己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被撤销．同时建立了商

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分别由商业局、供销社或县财贸办公

室兼管。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投机违法活动的不断出现，曾先后

组建过工商局、市场管理委员会，工商市场管理办公室、市场

管理局等机构，但长期处于有机构、有人员、有任务，无编

制、无经费，无办公住房的“三有三无"状况。职责仅为管理

集贸市场和打击投机倒把。集市贸易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的局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路线影响

下，管理工作出现宁“左"勿右，宁严勿宽，管理过严过死，打

击面过宽的现象，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均不准上市出售，把家

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集市贸易作为滋生资本主义的

土壤加以限制和取缔。违背经济规律，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积极安排就业人员，广开就业门路，恢复

个体经济，实行以国营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济成

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并存和少环节、开放式的流

通体系，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营方针I打破

了地区封锁，城乡分割，独家经营的弊端。城乡个体经济和乡

镇集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活跃了市场，促进了商品流通。作

为综合性经济监督管理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

局，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职责由管理集贸市场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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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倒把扩展到管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维护城乡市场经济

序，对市场物价，市场交易活动进行行政监督和管理，查处违

法经营活动，管理工商企业，办理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核发营

业执照，监督检查工商企业的经济活动，管理经济合同，监督

检查经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确认无效经济合同，调解仲裁合

同纠纷，查处违法经济合同和利用经济合同进行的投机倒把活

动．，管理商标，办理商标注册申请的核转手续，保护商标专用

权，查处假冒商标和侵权违法活动，监督商品质量，保护消费

者利益，管理广告，办理广告经营单位的登记，核发营业执

照，保护合法经营，查处违法经营和虚假违法广告，管理个体

工商业和私营企业，教育个体工商业户和私营企业爱国守法，文

明经营，保护其合法权益，领导个体劳动者协会工作，打击投

机倒把活动，监督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的经济违法活动，

制止商品诫通中的不正之风，办理县委和政府交办的其它工

作。

市场己由过去封闭的，垄断分割的市场变成开放的，繁荣

活跃的市场。集市贸易日新月异，成为麻栗坡县发展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1979年全县有集贸市场22个，集市

贸易成交额仅为446万元，到1988年全县集贸市场发展到29

个，集贸成交额2043万元，比1979年增长近5倍，相当于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的28．77％。正确反映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

节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了

提高，过去的集市贸易，仅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

一种形式，现在己经发展成为城乡之问、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

一条重要渠道，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9年

上市商品成交量仅为大米0．34万公斤，玉米3．16万公斤、禽蛋

1．54万公斤、鲜猪肉0．79万公斤、活鸡1．82万公斤、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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