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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编纂和出版是

i 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史上的一件大事。

柘荣县地处闽东北山区，曾经是霞浦县属的

。
’

一个区。城乡市场贸易自古有之，但由于距县城较

远，政府对柘荣的工商行政管理鞭长莫及01935年

成立柘洋特种区，由第二科负责工商行政管理。

7 解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

{ 的内容逐渐增多，管理机构也逐渐建立和健全o
；

一‘ 《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比较全面，翔实地记

叙了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反

映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济监督管理的地位和

作用o

《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用新观

一

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的具有时代性，地方性，

专业性的志书。它的出版，不仅是柘荣县工商行



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为柘荣县的经济发展提供历

史的经验和现实依据，还将在“资治、教化、存

史"诸方面起到明显作用。

《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过程中，承

蒙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县方志委的指导，得到

有关单位及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编纂

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陶郑钰

一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

二，本着口详今略古万的原则，重点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的成就。对l 9 4 9年前的资料全面

搜集，加以鉴别，适当选用，以达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目的·

三，本志时间上限不限，下限断至l 9 8 9年止·

四，本志共立管理机构，市场管理、经济检查监督、企业登

记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与广告管理，

工商团体等八章，设二十四节，下分目共三个档次，对县内有关

工商行政管理大事，采用Ⅸ大事记》记载。

五，本志历史纪年，沿用历史朝代年号，括号内注明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数据，除采访口碑材料外，其余均依据原始档案资

料。

七、本志数字，不论正文和表格，除特殊情况外·一律用阿

拉伯数字。

‘八，本志凡第一次书写单位名称均用全称。重复出现则用简

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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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柘荣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山区，原名柘洋，曾经是霞浦县属

的一个区。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柘洋升格为特种区，直

属省辖。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建立县制，改名柘荣。，

l 9 5 6年，l 9 7 0年，曾两次撤销县制，分属福安、福鼎两

县。l 9 7 5年3月，恢复柘荣县建制，下设l镇8乡l l 7个

行政村(含3个居委会)。全县总面积552．78平方公里，l 9 8 9

年底全县总人口8 4 2 0 5人。

柘荣县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一向以农为主，工

业基础差，商品经济不发达，物资交流以街市商店贸易为主要形

式。历史上形成主要街市有溪坪街、下城街、富溪街等3处，小

街市有上城南门外，龙溪桥头、下城西门外以及前宅、蒲洋、楮

坪，榴坪、乍洋、东源等处。这些街市商店多的有五六十户，少

的只有五六户，多是亦商亦农、亦商亦工的“父子店"和“夫妻

店"。工业主要是手工作坊，如麦坊、油坊，染坊、造纸楼和打

铁铺等，大都是自营或合伙经营，规模小，产量少，所生产的手

工业品和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绝大部分就地销售。长期以来，霞

浦县政府对分散在边远山区街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往往鞭长莫及，

对工商户的开业、歇业，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很少过问。民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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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期，柘洋特种区署和柘荣县政府虽然设有建设科和税捐经征处机

构，对工商业户实施工商行政管理，但主要是进行工商登记，从

而征收税捐，寓管于税之中。当时柘荣的工商业发展缓慢，至

l 9 4 9年初，全县私营工商户仅有l 7 1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柘荣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先后由

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工商科、商业局、市场管理委员会等机构负责。

1 9 7 5年l O月，县革命委员会设工商行政管理局，专管工商

行政工作。至1 9 8 9年底，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设7个股，下辖

4个管理所，全局干部职工从1 9 7 5年的4人增加到l 9 8 9

年的5 1人。

从1 9 4 9年至l 9 5 6年，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

义改造后，是国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整

个过渡时期，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遵循国家制定的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进行工作。前三年是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办理私营工商业

登记、发证，鼓励商品生产，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打击投机倒把

活动，稳定市场物价。全县私营工商业户从1 9 4 9年上半年的

I 7 1户，发展到l 9 5 2年的2 5 5户，后四年是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

会主义改造和市场安排，同时对粮，油，棉花、棉布等统购统销

物资严加管理监督。l 9 5 6年6月，全县基本完成所有制的转

变，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合作经济统治了整个市场。



概述 (3)

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以后，由于国家经济强调集中统

一，企业按部门，行业实行归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范围比前缩

小，日常工作主要是对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但管理工

作随着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工作中心而有所不同。
’

1 9 5 6年8月，柘荣撤县，合并到福安县，成为福安县辖

的两个区一一柘荣区，富溪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由县转给区的

市管会(小组)负责，主要是市场管理和处理“对私改造’’，

“对资改造矽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安排未经改造的部分个体小

商贩等工作。

‘

1 9 5 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口人民公社，，

运动中，市场管理归由柘荣、富溪、楮坪三个人民公社的市管部门

负责。由于受到搿共产风”的影响，工商行政管理曾一度方向不

明，任务不清，农贸市场关闭，商品经济萎缩。

从l 9 6 1年柘荣复县至l 9 6 5年，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国务院有关肯

定集市作用的指示，适度开放初级自由市场，并加强对市场管

理，很快地把“大跃进’’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物资紧缺

状况缓和下来，市场贸易重新恢复活跃。

l 9 6 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商品经济被视为资本

主义因素。“文革’’初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受到无政府主义思

潮冲击，曾一度失控。市场无证商贩乘机活动，投机倒把有所抬

头，市场秩序陷入无政府状态。l 9 6 9年4月，在县商业、供

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 概述

销、物资三个部门合并成立的县“贸易服务站革命委员会"之

下，成立“市场管理小组"，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无证商贩，打

击投机倒把活动，市场秩序逐渐恢复正常。

l 9 7 0年7月，柘荣再次撤县，原来柘荣境内的市管工

作，随着行政区划的变迁，划归福安和福鼎两县管辖。这期间个

体商贩和人民公社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都被取缔，造成市场萧

条，商品匮乏。

l 9 7 5年3月，柘荣重新复县，并设置工商行政管理局，

但对工商行政管理的政筇仍然偏“左”，曾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

股“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把农村一些从事家庭副业、生活较

好的社员作为“暴发户"来打击，大大挫伤了农民副业生产的积

极性。

l 9 7 8年1 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别是中

央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后，柘荣县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立足于发展经济，支持生产，促进流通，方便群众

为指导思想，大力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经济领域的监督管理

作用，确保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方针的贯彻，促进商品经济的

发展。工商行政管理范围除市场管理外，恢复了工商企业登记管

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并扩大到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和广

告管理。在管理手段上，变单纯的行政命令为行政手段，法律手

段与经济手段综合运用，把过去习惯于限制、处罚，取缔的工作



概述 (5)

方法转变为宣传、教育、扶持、疏导、服务上来，既管理又服务，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l 9 8 3年至1 9 8 9年，柘荣县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先后在城关开辟了小商品、药材两个专业市场和城

北，城南两个集贸市场，并在车站、十字街开辟两个早市，晚

市，初步解决了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商贩摆摊设点，占

街为市的{}}]挤状况，既美化市容，又方便群众。

1 9 8 9年底，全县城乡工商业户发展到l 7 5 4户，其中

工商企业6 6 8户，私营企业2 9户，合伙经营5 1户，个体商

贩l O O 6户，共有从业人员l 5 8 O 6人，注册资金10563．25

万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户的增加，托促进了柘荣县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生产发展迅速。l 9 8 5年柘荣

县工业总产值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l 9 8 6年人均工业产值跃

居全地区首位。1 9 8 9年工农业总产值1 l 2 9 O万元，比

l 9 7 8年增长4．8倍，其中工业总产值8416万元，比l 9 7 8

年增长l 1．1倍。 ．

四十年来，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各个建设时

期，根据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法规，在中共柘荣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县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将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受|j，

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维护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为柘荣县的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作出贡献。

{l
f



大事 记

民国六年(1 9 1 7年)

1月1日戌时，上城南门外街旁商店失火，烧毁布店，屠店，

杂货店，中药店，客栈、土膏店等7间。原来形成的“上城南门

外打小街市至此消失。 ．

是年，霞浦县城豪绅孙业甫串同柘洋劣绅在柘设立盐仓，实

行专卖，抬高盐价，遭到民众反对，群起将盐仓捣毁．

民国=十四年(1 9 3 5年)

柘洋升格为特种区，直属省辖。由第二科负责工商管理·

民国：十八年(1 9 3 9年)

2月7 E1夜间，下城大街两旁商店失火，烧毁憩仙亭l座和

憩仙亭以南店铺3 O间。

9月2 O日，柘洋特种区署召集有关单位和商民代表组成

“评定物价委员会"，由区长兼主任，对当时物价暴涨进行平抑。

l 1月3 0日夜间，溪坪上街两旁商店失火。从街头集仙事

起至中桥止，计焚毁街亭2座，店屋5 g间。



(8) 大事记

民国=十九年(1 9 4 0年)

春季，发生盐荒。柘洋特种区署按照《福宁属计口授盐暂行

细则》规定，每人每月平均供盐3 7 5克(1 2市两)，先后在

溪坪、富溪，宅中，菖蒲洋、楮坪、五蒲、玉山(石山)七处开

设盐子店售盐。

3月l 8日，柘洋特种区署发出布告，限令粮价以本地2月

2 0日市价为最高额，不准再行提价，但实际上粮价照样上涨。

7月，柘洋特种区三根据上峰指令精神，规定统一使用市制

度量衡。柘洋城关商店开始使用市斤、市尺。

8月，溪坪街商民吴登意等5 O余户联名向区署申请组织商

会，嗣经核转省府批准，于9月下旬成立柘洋特种区商会，选举

袁登九任理事长。

1 0月，柘洋特种区署奉文加强商业管理，下令全面举行商

业登记。

1 1月1日，柘洋特种区署奉文除对大米进行评价和分配管

理外，并对杂粮，柴、炭、蔬菜，油、盐、棉花、棉布八类日常

必需品价格进行平抑。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

春，上城刘愚醒发动刘、林、陶三族人民在上城内开辟一条

龙新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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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成立柘洋特种区公沽局，作为粮食统一购销及运输、

保管机构，以官定价格向富户收购余粮。同时，对机关单位实行

计口授粮。

7月1 9日，柘洋特种区署根据福宁盐务局通知，对食盐配

购量标准降低为每人每月2 6 O克(半市斤)。 1-

民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

9月，柘洋特种区署奉上级文件下令，嗣后凡属商号组织非

在所在地主管官署呈准登记，不准创设．
。

民国三十三年(1 9 4 4年)

5月，柘洋特种区署奉令下达，停止登记樟树炼油工厂，限

制樟树制油。

6月，设立“财政部闽赣区食糖专卖局福安分局霞浦办事处

柘洋办公处一，对食糖实行专卖管理。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

l 0月1日，柘洋特种区升格为柘荣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仍属县政府建设科主办。 ‘：

民国三+五年(1 9 4 6年) 。

1

城关吴普成、魏伯杰等人合资开设“荣丰碾米厂"，设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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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匹马力发动机l台，日碾米l 5市石，是柘荣第一个机器动力

工业参加工商企业登记之始。

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年)

l 2月，县政府重申市制度量衡器限明年一律整理完成。

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年)

3月，县召开柘荣县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袁希成

为二届商会理事长。

公元1 9 4●年

l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l 1月2 5日，柘荣县

人民政府成立，是月，随即领导溪坪街商民组织“柘荣县溪坪工

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公元1 9 5 0年

2月1日，县人民政府为稳定物价在溪坪中街桥头店开设

“柘荥县人民商店一门市部，销售日用品。3月下旬，“柘荣县

人民商店”改称“柘荣县人民合作社"，兼营布匹、鱼杂，食盐

等零售业务，以低于市价1％供市。

4月，溪坪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进行改组。
矗

6月，县人民政府设置建设科，兼管全县一般民营工商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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