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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的风城中心商场一角

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在销毁非法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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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振兴凤庆经济是全县各族人民

的共同愿望。县委：政府为了把凤庆的事情办好，早已部署

编修新的《凤庆县志》，使它为本县的“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要求县级各单位编写部门专志，为县志提供资料和部门

存史借鉴。 ．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历来重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力，对市场、工商企业、商

标，合同以及个体工商户等进行管理。在计划经济为主、市

场调节为辅的根本原则指导下，依法对各项经济活动加强间

接宏观控制，是间接搞活微观的重要方面．它通过保护合法

经营，制止非法活动，同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作斗

争，来支持生产．发展经济，搞活流通，繁荣市场，维护国

家计划，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经济体制

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地方志有“资政．教化、存

史”的功能，而。资政”则是首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寻求历

史的借鉴．丰富我们的认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此编

此专志。

专志领导小组在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把本县建国前的史实和建国后四十年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和变革全面，系统，如实地作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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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使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从“管

的角度，反映了凤庆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对当前进一步

深入改革和开放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专志具有项目齐

全j网罗全面；资料翔实，特点突出；排列归类，层次分

明；文字通顺，文风朴实的优点。它不仅为各级领导提供决

策的现实依据，而且是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学习、使用和宣传

的良好教材。 ． j

专志经凤庆县志办公室审定，认为观点、体例、资料、

文风等方面是比较好的，基本达到写真、写实、写活的要

求。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尚有少部分资料短缺，加之水平

有限，书中疏纰差错难免，恳切希望关心本志同仁提出保贵

意见．

风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刘炳高

一九九一年五月

2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记述凤庆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

史与现状及其演变过程。 ．

二、本志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下迄1 9 9 o年

底。个别内容延至1991年初。 ．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记述，并附有关图表。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历史纪年用汉

字记述，用阿拉佰数字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以后～律用公

元年阿拉佰数字记述。

五、本志采用横排纵述的方法，事以类从，按类分章，

分级横剖，章节目层层相辖，纵叙史实，展现事业的兴衰起

伏。采用当代通行的语体文记述。用字和标点符号以《新华

字典》(1979年修订重排本)》为准。

六、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搜到的史料单薄，故本着

“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四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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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风庆县地处临沧地区西北部，在东经99。3l’～100。13”，北

纬24。，13j。～25。03’之间，东与巍山县、南涧县相连，东南与云

县毗邻；西南与永德县交界，西、西北与昌宁县接壤。全境

东西最大横距59公里，’南北最大纵距9 1公里，总面积3335平

方公里二全县大部为山区峡谷，仅营盘有少许丘陵盆地。县

境气候温和，除粮食作物外，盛产茶叶j为有名茶乡。其他

经济作物有核桃：甘蔗、烤烟、红花等。是全国100个电气

化试点县之一。也是临沧地区开发较早，经济、文化比较发

达的县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人口397653人．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 19人。

‘凤庆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较为悠久。元天历元年(1328)

始设土府(今旧城)，开辟街场，日中为市，开始有交换，

大抵以物易物。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改土府世袭为流官

制后，中原汉民族相继迁入，传入先进生产技艺，手工产品

渐增。清光绪末年，知府琦磷创建劝业所举办实业，提倡发
展茶叶、栽桑养蚕、纺织；兴工商。民国元年(1912)政府

设工商群团商务局(后改为商会)，推进工商之发展。民国

中后期，茶叶行销省内外，闻名遐迩，各地巨商大贾纷至沓

来设号经营，当地富豪亦纷纷从事工商。据县商会民国三十

一年(1942)末组织的20个工商行业约200余户。其中有茶

业商号19p、棉纱匹条商号13户。据税务局向省财政厅上报

的大、中户资本额为83．5万元。其中：永昌祥商号为32万

元；复协和商号，资本由设腊戍总号经理，不在县登记，由



腊戍运纱到县销售，在此流动资本与永昌祥相等。抗日战争

胜利前后又有宝元通来县设号。几家大商号的资本额占整个

流动资本的80％以上。次为福利和商号8万元，广云利商号

6万元，时泰兴商号4万元。大商号一号多业，既购又销，

凭借资本的占有和信息，垄断操纵市场。英属缅甸的“洋

货”充斥于市，使得国货滞销。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接

踵，时局动荡，再加上国民政府无限制地发行货币，造成通

货膨胀，大商号纷纷撤离，民国三十六年(1947)仅存中、

小纯商业40余户，苦于货币贬值，，纷纷存物抛币，市场萧

条，人心浮动。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 “共革盟_祸

起，百日之间工商业惨遭蹂躏而奄奄一息。

1950年10yJ，县人民政府设工商科，主管工商行政管

理。在恢复城乡集市贸易，建立国营工商企业的同时，扶持

已倒闭停歇的私营工商业。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

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

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与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

国营经济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1952年在工商界开展了“五

反”运动，及时地打退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猖狂进攻。⋯由

于正确执行了各项经济政策，使全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

复和发展，并为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3年底，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棉布实行计

划供应。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调整和改组，把原来落

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

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56年完成了对手工业、私营商业和

饮食服务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4月改工商科为商业局，

内设工商行政管理股，对工商企业实行归口管理。



。文化大革命”中，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极其混乱。常常

以“最高指示”实行管、卡、压，提出所谓“农村集市贸易

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为此，关闭农

村集市贸易，取缔小商小贩。以致除国营、合作商业外别无

他号。造成流通闭塞，物资奇缺．物价上涨，黑市成风．人

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

革命”末期，建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后，才逐渐开始好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导

下，清除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运用国

家授予的工商行政管理权力，对城乡集市贸易，本着“管而

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依法进行管理，打破了地域封锁

界限，使多年堵塞的商品流通渠道得到了畅通，有力地促进

了农副产品的增产。对工商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全面清

理登记，建立了“经济户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对现有公司及其批发机构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清理整顿。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和仲裁也有了很大‘进

展‘。总之，近十年来，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一系列方针、政

策，在大力做好支持生产，搞活流通，协调产、供、销“关

系，广开生产门路，开展多渠道经营的同时，对经济领域中

的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有效地保护了合法经

营，维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鉴于境内的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表现在人员素质较差，理论水平

不高，业务能力低，远远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但

是，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加强理论、

业务学习，不断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优点，纠正错

误，就一定能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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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元 朝

文宗天历元年(1 328)置顺宁土府以后，于府前麻陋缺

村(今旧城)开辟集市，每逢农历一、六为集日，日中为市。

明 朝

万历二十六年(1598)“改±归流”以后，中原汉民族

相继迁入境内定居，传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手工产品渐

增，市场商品交换逐渐增多。 ．

’

清 朝J月 利

雍正年间(1662)，辟新城为市场，．命名府前街．逢农

历三、九为集日。 ，

咸丰年间，回民起义，战事频仍，旧城街迭遭兵祸而停

赶。． ． ，

同治八年(1869)，回民驻军大司征马德重移旧城街期于

新城东门外赶集。十二年乱平，恢复旧城街集市。

光绪丙子年(1876)。杨高作乱，戕官据城，旬余乱平，

新城百姓死伤甚众，城内士绅呈准县府移街场于新城。旧城

士绅上诉到省争执。省饬顺宁府调处，始调以新、旧城交叉

赶集，逢一赶新城，逢六赶旧城。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顺宁府知府满族琦磷于府设劝

业所于城西武庙，以县人甘自东任劝业员，劝民广泛种茶，

栽桑．养蚕，兴手工纺织、染坊、广兴实业。商业渐兴，市

场贸易逐渐发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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