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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水

正当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经济发展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

的时刻，《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问世了。这是我们全区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值得庆幸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

回顾建国四十多年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巢湖地区的工商行

政管理和全国一样，几经起落，走的是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其问，

既有正确路线指导下的可贵经验，也有极左路线留下的深刻教训。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雄风重振，走上健

康发展的轨道。随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彻

执行，巢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品经济的

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出现，促使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步入前

所未有的旺盛时期。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大

事。为了继承我国修志的好传统，填补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史志

领域的空白；同时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全区工商行政管

理队伍的素质，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编纂

一部《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的使命就历史地落到我们的肩

上，为此，巢湖行署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 988年11月成立了《巢湖

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领导小组，下设编辑室，先后聘请和抽

调三人，先从浩翰的历史档案，文献和报刊、文件中查阅、搜集、整

理资料，再着手撰写。历时三年半，于1 992年6月完成了初稿。

《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着重记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巢湖地区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程和主要任务。力图以翔实的资料、图表和数

】



据，重现历史，反映现状，粗略勾勒出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序．二

张国泰

巢湖地区地处安徽省中部，依江抱湖，境内气候宜人、土地肥

沃、交通便捷、物产丰富。改革开放的大潮，为巢湖大地注入了勃勃

生机，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商品经济繁荣活跃，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各项事业蒸蒸El上，处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的巢湖

人民，正着眼未来，以崭新的风貌，昂扬的斗志，为开拓美好的明

天，而奋力拼搏，开拓前进。
’

建国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巢湖地区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在中共巢湖地委、巢湖行署和安徽省工商局的正确领

导下，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强化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其经

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振兴巢湖

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加快市场建设步伐，搞活管好各类市

场。到1 994年底，全区各类市场从1978年的145处，年成交额

0．28亿元发展到273处，年成交额1 9．2亿元；二是加强企业登记

管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到1994年底，全区登记注册的内资企业

从1 979年的2301户、从业人员122235人，注册资金56450万元

上升到14421户，从业人员41 9377人，注册资金301847万元，外

资企业从无到有，到1994年底，登记注册的外资企业达73户、外

方认缴金额达3303万美元；三是鼓励和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截止1 994年底，全区登记发照的个体、私营

企业从1981年的4741户．注册资金130万元、营业额423万元发

展到64181户，注册资金34284万元，产值3451 9万元，营业额

86330万元；四是大力宣传贯彻《经济合同法》，做好经济合同管理

工作。1994年，全区共鉴证各类经济合同7439份，标的金额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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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受理各类经济合同纠纷案件68起，并对36000份经济合同

签订履约情况进行了检查；五是积极指导企业运用商标、广告策

略，开拓大市场。截止1994年底，全区注册商标从1979年的8件

增加到317件，申请待核商标88件。全区广告经营单位从1990年

的7家发展到31家，广告经营额297万元；六是强化打假、打私、

打击投机倒把力度，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仅1994年，全区查获假冒

伪劣物资价值1 20多万元，立案查处经济违章违法案件181起，罚

没款32万元，取缔非法经营75户；七是“消协’’、“个协”组织在维

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和提高个体经营户的职业道德及自我保护意识

等方面越来越发挥积极作用。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过去，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在

监督管理社会经济活动中其管理对象、内容、方法、手段等也极不

相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还在

发展，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

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将会不断遇到新情况、出现新问题。

回顾历史、总结得失，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我们做好各

项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正是基于“资

治、教化、存史、交流"的目的，而编纂出来，呈献给各位读者的，我

寄意于全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以及不断汇入这

支队伍中的人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奋勇开

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进取，为开创全区工商行政管理的美

好未来，促进巢湖经济腾飞，再造辉煌。

《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工作是从1988年底开始的，

于1 992年6月完成初稿，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下来。1994年

下半年，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志办公室的重视下，巢湖行

署工商局党组研究决定，在初稿的基础上加工、完善，正式出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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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过程中，安徽省工商局工商志办公室、巢湖地区地方志办公室

自始至终给予了精心指导，有关单位和一些“老工商”、“老同志”给

予了热忱的帮助，修志人员兢兢业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巢湖地区行政公署曾被撤销一段时间，历

史资料很不完整；同时编纂专业志又是一项新工作，缺乏经验；加

之我们水平有限，在志书中难免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错和疏漏，

欢迎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九五年七月

(张国泰同志现任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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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按详近略

远的原则，实事求是，叙而不论，秉笔直书。

二、体裁：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图表

附在各章节之后。

三、断限：上限不拘尽可能的追溯到事物起端，下限讫于1 990

年底。

四、结构：本志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门类横排纵写。本着以横为

主，纵横结合，时类并举的原则，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编排。全志共

八章，并加序言、凡例、大事记、概述、附录等、，共计十万字左右。
一 五i文体：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坚持重在记述，述而不论、

寓观点于事实之中的原则。

六、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

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采用公元纪

年。文内所称建国前、后系指1 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

七、地域：巢湖地区行政区划变化频繁，本志重点是记述1984

年肥东县划出后所辖区域的情况，1984年以前本志所载资料。一

般以当时实辖地域记述。

八、货币与度量衡单位：建国前均用当时通用货币和度量衡单

位，建国后一律以现行人民币和各个时期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对于

1955年3月1日以前的老人民币?概按一万元折一元的比例、予

以折算。

九、称谓：志中所用“党”或“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地委”系

指中共巢湖地区委员会；“行署”即巢湖地区行政专员公署。
6



概 述

巢湖地区位于安徽省中部，依江抱湖，辖无为、庐江、和县、含

山县和巢湖市。东南与马鞍山、芜湖、铜陵三市隔江相望；西与安庆

市、六安地区相邻；北与滁县地区、江苏省江浦县接壤。面积9282

平方公里，人口422万人，淮南铁路横贯其中，公路纵横交错、四通

八达，水路除沿江沿湖有轮船码头外，境内还有大小河流十几条。

交通发达、气候温和、矿产丰富、土地肥沃，盛产粮、棉、油、麻等，是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地方。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皖江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抗

日民主根据地，在与日、伪、顽展开封锁与反封锁、控制与反控制的

斗争中，在现巢湖地区所辖的有关县、市建立了经济监督管理机

构。在皖江抗日民主政府所辖的各级政府中，都设立货物检查处、

局(所)，成立缉私队，对市场经济(货币)实行监督管理，确定进出

口物资品种和数量；严格过境物资的检查；缉私查私，实行对内自

由贸易，反对垄断；对外管理反对自由贸易的政策。抵制日货、严防

走私，保护工商企业合法经营，发展农村集体贸易，促进城乡物资

交流，取缔投机倒把?平抑物价。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的

经济封锁，保障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

展，直至抗战胜利。

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初期，人民生

活极度困难，新政权既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又要恢复

生产和交通。财政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适应任务的需

要，巢湖专员公署设立工商科，巢湖地区各县也相应成立机构。

1952年2月，巢湖专署撤销。1965年5月重新设立，但在此期间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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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机构没有撤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没有停止。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与其他部门配合，为恢复巢湖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

活，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反对市场投机，稳定市场物价；二、改造私人资本，调整工商业；

三、配合“五反"运动，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改造；四、贯彻

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管好粮、棉、油市场，改造粮食批发商；五、协调

公私合营前后的公私关系；六、教育、管理小商小贩。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至1966年十年间，资

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弘合营以后，工商行政管理的对象和任务

发生了变化；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困难。此时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被撤并，人员被调离，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城镇由

商业科，农村由供销社分别行使。1 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时期，各地根据中央关于放宽自由市场管

理的精神，适当放开了农村自由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进入市场

交易，市场一度出现繁荣景象。

1965年5月，巢湖行署重新成立，在财办下面设有商业组，人

员7人，其中有1人分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66年春，安徽省商

业局召开了全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会议开到县)，要求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健全机构，充实人员，加强市场管理，确定市场管理

要贯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一度得

到了重视。 ．

“文化大革命”开始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从组织上、思想上、政

策上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原已削弱的机构全部陷于瘫痪，

把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推向低谷。城乡集市贸易受到强烈的冲击，在

“萝卜、白菜、葱，阶级斗争在其中”的思想指导下，认为集市贸易是

“资本主义尾巴’’，企图以国营商业取代集市贸易，把集市贸易管

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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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8年4月，巢湖地区革委员会成立，革委会下属四大组。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属于生产指挥组，并于1969年10月在生产指挥

组下成立工商行政管理站，全站7人，另外，于1968年5月还在革

命委员会办事组下设立“打办室”、其职责是打击投机倒把和“一打

三反”。
。

1970年10月，中共巢湖地委决定，成立巢湖地区革委会商业

局，地区“打办室”的商业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商业局下设工商

科，全区工商行政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由工商科负责管理，

1976年2月，为了对外开展工作，中共巢湖地委决定，成立地区革

委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商业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内为工商

科。当时，在城镇，农副产品市场全部关闭，农民进城出售农副产品

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律取缔。企业登记被诬蔑为“管、卡、

压"被迫停止，使企业开、停、歇、转失去了控制。商标注册被认为是

“封、资、修”而加以限制。

1 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巢湖地区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经过拨乱反正，组织上得到恢复，自身队伍有了充实

与加强。1 979年3月，巢湖地区革委会改为巢湖地区行政公署，工

商行政管理局随之改为巢湖地区行署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商．业局

合署办公)．。1981年4月工商局从商业局划出，正式成立巢湖行署

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有人秘科、市场管理科、工商企业管理科。

1981年12月，增设经济合同管理科，1983年机构改革，内设科室

为人秘科。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科、市场管理科三个科。随着任务的

变化，内设机构也相应增加，1 985年1月，增设个体经济管理科

(1 990年7月更名为个体私营经济科)，1986年3月增设合同管理

科，1 987年8月人秘科改为办公室，1 988年成立了干部教育科，

1989年11月增设经济检查科。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巢湖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维护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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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促进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的发展，强化对社会

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发挥了“组织、协调、监督、服务”的功能。

一、恢复与加强了工商企业的注册登记。粉碎“四人帮”以后，

立即恢复企业登记工作。首先开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登记管理，

核发营业执照。1979年12月，国家经委、农委、工商行政管理局联

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普查登记的通知》。全区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积极参予工作，通过普查，建立了“经济户口”。继工业

普查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又相继对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交通

运输业进行了全面登记。1982年后，根据《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

例》，将过去不进行登记的国防工业、外贸、旅游业都列入了登记管

理之内。1 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使企业登记管理工作进入了新的时期，十几年来，巢

湖地区各类企业迅猛增加，1 981年在全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的工商企业为41 96户，分支机构4525户，从业人员20．9236万

人，资金总额75973万元。到1 990年底增加到4605户，分支机构

5611户，从业人员30．2508万人，资金总额达158885万元。其中

国营企业占21．29％，集体企业占78．71％，除国营、集体企业外，

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等发展也很快，1981年全区个体工商户只有

4741户，从业人员5509人，到1990年底已发展到41667户，从业

人员68360人，资金额8383万元，营业额30551万元。成为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私营企业也有较大发展，截止，

1990年底，全区私营企业为93户，雇工1261人，注册资金581万

元，产值1387万元。

二、积极组织、开拓、发展各类市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促

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1978年以后，巢湖地区首先恢复了城

乡农副产品市场，接着又陆续建起了小商品市场、批发市场、专业

市场、旧货市场。并将过去那种封闭型，垄断分割的市场逐步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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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繁荣活跃的市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仅管理市场的物价

和交易活动，保护正当经营，查处违法经营；而且还积极筹款修建

农贸市场，组织商品货源，增加上市品种和数量。为上市人员提供

信息和咨询，做好各种服务工作。．经过各级工商部门的努力，各类

市场的成交额逐年增加。到1990年全区城乡集市贸易市场达240

处，成交额达68835万元，相当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38．61％，比1 979年增加10倍多。为了开拓、发展各类市场，到

1990年底全区新建市场建筑总面积共398978平方米，投资总额

达1572万元，创建文明集市56个。

三、强化工商行政监督管理，查处经济违法活动，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改革开放以来，巢湖地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贯彻改

革开放方针，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同时，依据法规，强化了行政监

督管理职能，主要有：

1、强化经济合同管理，普及经济合同法律知识，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经济合同的订立和履

行、调解、仲裁合同纠纷，确认无效经济合同，查处违法经济合同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护了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统计

1981年经济合同法颁布到1990年的十年中，全区共鉴证经济合

同96037份，鉴证合同金额达56065．02万元，受理经济合同纠纷

案件437件，查处违法合同9件。在普及经济合同法律知识中，从

1985年开始开展创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活动。到1 990年，全

区共有67家企业被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

2、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了商标、广告管理。到1 990

年底，全区注册商标已达1 74件，经营广告业务的单位7户。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在支持、促进商标、广告事业发展的同时，依法加强

了监督管理。

3、严厉查处经济违章违法活动，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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