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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安龙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吴培英

《安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志》和大家见面了。
它的出版问世，标志着安龙县社会主义工商史

志工作取得一项可喜成果，而且是安龙修志史

上第一部工商行政管理专志，因此，很值得推
荐一读。

我国在当代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

时期，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
展，向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急需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提供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这就是编写《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缘

由．《安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记述安龙县境
内工商业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

史，具有极好的“存史、资治、教育”作用．
譬如对“工商行政管理”的概念问题，它揭示



了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观念上的“经济
人”、 “商会”和“市管会”，同社会主义有

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着
质的区别，这对更新工商管理观念，维护工商
行政管理的光荣形象，提高人们对其性质、职
能、目的和任务的认识，强化社会主义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有积极现实的教育意义。又如从
安龙县工商管理机构的历史演变，能清楚地见

到，工商管理的各种职能，由于传统的“重农
抑商”，只能分散依存在相关经济部门之中，

随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提高才逐渐分离独立出

来，进而形成今天的社会主义工商管理的专
管部门。这对探索我国工商管理史及其产生发
展规律，特别对健全社会主义工商管理职能，

完善工商管理机构，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

客观需要，有宝贵的借鉴价值。再如，从安龙
市场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变化，尤其是建国后

安龙县城乡市场盛衰，入市产品多寡，商品交

换难易程度等，反应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政治经济政策对商品生产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从而历史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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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这一客观经济发展趋势。这对研究制定政
． 治经济政策、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资治作用。
对本县而言，有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县情，了

解当地商品优势，挖掘传统产品，开拓商品集
散地，做好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促进安龙县

的经济繁荣，其政治经济价值都是挺现实的。
总之，本志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是本好志书．

是政治，经济和史志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这本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安龙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组织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龙
县委、县政府和州工商局、州史志办的重视支

持，以及县志办、县档案局、县商业局等单位
的通力协作，加之编写人员能用马列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指导修志工作，短短八个月便查阅
各类档案三百多卷，抄录资料四十余万字。，精
心编写、多次易稿，一气完志成书。在无从借

鉴和资料残缺的情况下，编写得很有特色，内
容上融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于一体，风格

上汇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地方特点、部门特
点为一流，且资料翔实、文图监茂、 纵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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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贯通古今、交叉不紊，难得可贵。所以，

这本志书是共同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它深凝着编写者的心血和汗水。我相信，
后来人在使用本志尝到其价值的甜头时，他们

一定会倍尝到编志者的甘苦!
时阊不留过去，因有感于志书今天的编写

出版，有恸于今天劳动者的辛苦，为存编志之
志，欣然奉序 时在一九八七年四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用新观点、
新资料、新方法，反应安龙县工商行政管理的
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本志体例，以时为经，以现今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六管一打一制止’为纬，横排竖

写。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
贝4，上限始自明末清初，下限断至一一九八六年
末7，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三、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述而不论，

寓论于述。力求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
一体，全面系统地反映安龙县工商行政管理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使之具备“存史、资治、教

育”的作用。

四、本志为突出工商行政管理特点，凡属



本部门管理范围内之商业、工业等工作对象，
只作一般必要之记述，不深究其发生、发展和变

化，以避免与《商业志》、《工业志》等专志重复。
五、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除正文外，

设图、照片、表格、附录等穿插其中，互为补

充，力求图文并茂o 。

六、地理名称及各个时期的官职等，均依

当时的习惯称呼。除表格用阿拉伯数字外，其
余数字一律用汉字书写，纪年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为界，以前一律用中国纪年法，在历史
年代后加括号标明公元年代。

七、结构层次

l、除第一、九，十章外，本志一般分
章、节、目三层次，直书“第X章”、 。第X
节”和“一。二、三、⋯⋯”目，有第四层次

的，用一．f、2、3、⋯⋯”细目，依次为统

属关系．
2、本志目录之前设总《概述》。章、节之

首一般用简短文字提纲挈领地提示章、节内容
或作扼要说明。每章末列“附件”，用以存录

本章重要资料或补充正文内容，



概 述③

安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边缘，地处云贵高

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斜坡面上。东经1 05。一l o

5’40’，北纬24。55’一25。23’之间。北与兴仁

接壤，东北跨龙头大山与贞丰县为界，东与册

亨县相连，西北与兴义县为邻，南隔南盘江与

广西隆林县相望t东西长约六十七公里，南北

宽约五十三公里，全县总面积为二千二百三十
点五平方公里。共划分为七个区，二个区级
镇，三十六个乡，一个乡级镇。四个乡级街道
办事处，二百八十个行政村，三个村级街道居

民委员会。共辖一千九百二十一个村民组和四
十一个居民小组。

安龙是一个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山川秀

@因本志独立成志，为使读者对安龙县有个大致的了

解，故在《概述》的第一部份简介安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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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物产丰富的多民族县。早在一万二千多年
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今县境内已有人类活

动。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今县境属夜
郎国；西汉初年，隶属群舸郡；东晋时置义成
县；宋代中期置安龙洞；明王朝在此留兵屯田，

设所置官，筑城戍守，明末。清军大举入关，

南明永历王朝入居安龙，把这里作为陪都；清

代，今安龙县城一直是南笼厅、南笼府和兴义

府治所，地辖盘江八属。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

贵州驻军四镇，这里便是一镇，名“安义镇"。
安龙自设府、镇之后，便成为滇、桂、黔三省
边陲重镇，是黔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中心．人烟幅凑，商业繁荣，清光绪初年兴义

府因之在坡脚设厘金局，清道光九年捐款修复
。王公桥”镌于桥头石碑之府城工商行号就有
四十二个⋯⋯．

《安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记载安龙县境

内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专著，援时经事纬，对

历史和现状作详略不同的记述。在记述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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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蓝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力求对所记事物纵述古今，反映其内

在联系，彰明因果关系。通过本志记述，可以

看出安龙县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起伏和发展变

化，可以窥见工商行政管理对推动商品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以及政府行政干预的必要性，从

而提高对当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认识。

历来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

政治统治的需要，都要成立各种不同形式的类

似于“工商行政管理”的机构，施行各种不同

的政策，措施，运用政权力量，对商品经济活

动进行监督、管理与干预，促进或阻碍商品经

济活动。安龙县也不例外，如本志记述的建国

前兼管、代管机构和建国后的专管机构以及民

众团体组织等，在监督、管理与干预商品经济

活动时，亦施行了各种不同的政策、措施和办

法。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包括不同社会经济

结构以及阿一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同发展阶段)，

其工商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政策、管理办法

等韭不都一样，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也各不相同，

反映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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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点。透过本志的记述，可以体现这一情况。
建国后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

式的变化，安龙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

也几经变化，几起几落，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
路。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政
策、内容、方法各异。本志对建国后安龙县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分四个时段作出了实事求是

的记述，既反映了本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对工商业经济活动和市

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为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为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应有作

用；又揭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左”
的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出

现的宁“左”勿右，宁严勿宽，管理过严过
死，打击面过宽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

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现象，提供

了应从中吸取的教训。
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胜利召

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党和国家的



工作重点转移蜀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建设
进入了新的时期，党和国家规定了社会主义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设置的对工商业经济
活动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的

综合性经济行政管理机关。它是各级人民政府
的职能部门之一，拥有行政干预和行政处罚的

权力”o工商行政管理的任务是“贯彻党和国
家的经济政策、法律、法令，研究拟定有关工

商行政管理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对工商业
实行经济监督，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
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生产， 活跃’流

通，保证国家计划的实行”．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主要职责是“六管、一
打、一制止”，即：市场管理；企业登记管

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个
体经济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监督和检查

经济活动，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狄一

九七八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底的八年中，安龙县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

的指引下，机构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管理工

作呈现了与过击任何时期都大不相同的崭新面



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成为工作内容十分丰
富的职能机关，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

地位，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甬。这一新时期

的新风貌，在本志中亦作了充分的展示。一九
八。年以后，安龙县集市繁荣，每逢场期，人
群熙攘，车马络绎；个体手工业、商业、服务

性行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乡镇企业、各种形式
的经济联合体相继诞生；店铺林立，厂坊崛

起；各种工业品、农副产品购销两旺；发挥经
纪人的积极作用，大牲畜交易恢复韭发展到全
县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粉丝、面条、红糖、
耳块粑等传统食品畅销省内外⋯⋯。这些都是

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 “活

而不乱、管而不死”等方针政策和发展商品经

济的各项法规以来，结出的丰硕果实，展现出

的喜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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