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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公开出版发行。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一书全面介绍了巢湖市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的历史概貌。重点记述建国后40多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情况，

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内容翔实，文字简炼。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既是政府的经济监督综合管理机构，又是行

政执法机关，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千家万户。我市全体工商

行政管理人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十分辛苦，做了大量工作。特别

在市场管理、市场建设和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护消费者利益等方

面，工作成效显著，为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振兴巢湖作出了贡

献。

我市水陆交通非常方便，环抱巢湖，面对长江，有国道、省道，淮

南铁路穿城而过，水陆运输极为发达。此外，我市物产资源丰富，风

景优美，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优越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了，市

场活跃了，更需要依法监督管理，更需要有正常的经济秩序，这就对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要学会创

造性工作，提高监督管理水平，勇于接受改革开放中的新事物，更新

观念，在开拓中锻炼自己，提高本身素质。我希望我们巢湖市的工商

行政管理队伍是一支清正廉洁、作风严谨、工作扎实的工商行政管

理队伍。

中共巢湖市委员会副书记 、．。

巢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7⋯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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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是历史的记载。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记录了巢湖市

(原巢县)建国四十多年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曲折发展的进程。它的

出版是巢湖市工商系统的一件大事。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省、地工商局和市政府、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的统一布置，抽调人员精心组织，历时数年。《巢湖市．工

商行政管理志》一书出版，既倾注了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又饱含

了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汗水，在志书正式出版付梓之际，借此表示

热烈的祝贺，并向负责编辑志书的同志，关心、支持该书出版的领，

导、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客观地

反映建国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全

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其地位更加重要，任务也更加繁重。所以，巢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作为政府职能机构。在这一时期如何支持参与改革、开放；如何

在经济活动中运用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发挥行政监督作用；

如何为发展巢湖经济做好“保驾护航”工作。这些重要内容在志书中

均有重点记述。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客观地反映出巢湖

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时起时伏、迂回曲折的运行轨迹，在资料性、科

学性、时代性的有机结合上，作出了可喜的探索。
3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第一部

志书，它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毕竟是第一次尝试，加之机构的

兴废、人员的变动，资料的散失、编志人员水平限制，差错疏漏难免，
～

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4

塞淼妻票麓善粪陈发林巢湖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一“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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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记载工商行政管理的志书，现在正式出版，奉献给广大读

者。
‘

．

巢湖市原名巢县，一九八四年改为县级市，是一个具有三千多

年悠久历史的古县，系江淮之间的重镇，合肥、安庆、芜湖、南京、上

海等地的通衢。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交通畅达，历来商贾

云集，贸易繁盛。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巢湖

市经济形势迅猛发展。城乡上下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巢湖市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中共巢湖市委、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和上级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的亲切指导下，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增设机构和充

实人员，加强管理服务工作，整顿．经济秩序，建设农贸市场，为巢

湖市经济顺利、健康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实事求是地记载

巢湖市工商业经济发展史，编纂成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使人有

所借鉴，有所反思是十分重要的，是历史遗产，进行思想建设的千秋

大业。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经济管理范畴的专业志书，它

包括了市场、个体和私营企业、经济合同、经济检查、企业登记、广

告、商标、机构沿革、人事制度、党团工会以及消协、个协，共十章廿

七节，全书约十五万字。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力求做到科学性、资料性、时代性的有机结合：记述建国前

后工商行政管理历史梗概，沿革状况，着重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巢湖市工商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城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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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贸易发展、市场建设状况。

在编纂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时，曾得到省、地、市领导的重视

和支持。负责编辑的同志不避寒暑，奋笔耕耘，付出了艰辛劳动。由

于资料散失，搜集艰难。志书编写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恳请各

级领导和工商系统同志提出批评，加以改正。

值此志书付印之际，受编委同志嘱托，写此序文，愿与工商系统

全体同志鉴古知今，扬长避短，兴利除弊j为振兴巢湖经济、认真做

好工商行政管理服务工作而努力。

． 曹德升

．
．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日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载巢湖市工

， 商行政管理，特别是建国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有机结合。
’

二、全志共分十章，各章下设节、目，卷首设“概述”、“大事记”；

卷尾殿以“附录”章下不设序。 ·

三、下限到1991年底，少数内容延续至成书时。 一

四、采用记、志、图、表、录等综合体例，表分别插入章节中。

五、资料来源以档案、旧志和其他文字史料为主，兼收口碑和实

物资料。 、

六、记年使用公历。民国以前年号用汉字书写，书中所称“建
． 国”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计量采用国家公布的现行公制，少数计量单位不明处，沿袭

历史旧制。币值根据不同时期，使用当时单位，均未折算成现行人民
． 币值。

八、1 984年1月正式成立巢湖市，书中记事，建市前称县，建市

后称市。



概 述

清朝，巢县县衙内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工商行政管理属

工房职责范畴。

1912年，中华民国将县衙改称为县公署，不久又易名县政府，

内设一。二、三科，由第二科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40年实行新

县制，巢县县政府设建设科，负责办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45年

11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由县政府社会科负责。1947年底，县政府

科室裁减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复归建设科。

1949年元月，巢县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管理局同时成立，属人

民政府下设机构，经办全县工商管理、税收、专卖、市场物资供应等

工作。次年，县人民政府机构调整，改设工商科，负责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1951年6月，巢县市场的管理工作由专署工商科直接领导。

1952年2月，巢县改属芜湖专区，县人民政府由柘皋迁巢城。县工

商科接管巢城市场的工商管理工作。1958年4月，机构合并，商业

科并到商业局。内设商政股。1964年2月29日，成立巢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1967年3月，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下设打

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负责全县市场管理，1977年2月3日，成立工

商行政管理局至今。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虽几经撤、并，但管理工作一直未断。

建国前，巢县城乡工商业一片萧条，工业只有巢城、柘皋、炯炀

几家小型碾米厂。手工业只有一些木、铁、竹业散布在城乡农村集镇

及大的村落。商业集中于巢城、柘皋、炯炀。主要经营大米、竹木、南

货、北货、酱园等。农村集镇逢期赶集。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出
R



产的大米、棉麻、油料等农副产品的输出和竹木、南货、北货等商品

输入，水路靠木帆船和排筏，陆路靠独轮车和肩挑。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巢县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个体

商业转为集体合作商业249户，个体手工业转为集体手工业61户。

私营商业转为公私合营商业17户，私营工业转为公私合营工业5

户，其他一时不便改组仍为个体经营的工商业106户。文化大革命

时期，巢县一些工商企业下马，城镇商业人员下放，农村集市关闭，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工作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强，增加编制，充实

人员，内设人秘股、财会股、经济合同股、企业商标广告股、个体私营

经济股、市场管理股、经济检查分局等职能机构。个体劳动者协铽
市消费者协会，分别于1983年、1987年成立。1984年巢湖建市后，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巢县城乡集市的市场基本上没

有顶棚、没有货台、没有遮风挡雨的设备，均是露天市场。1 982年至

1992年10月，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采取集资、贷款、自筹资金、

社会办市场等办法，共投资1417万元扩建、修建、新建朝阳门小商

品市场-城北市场、城西农贸市场、洗耳池菜市场、城南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炯炀农贸市场、柘皋综合农贸市场和槐林渔网专业市场等

66个，占地总面积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34万平方米，其中棚

顶市场39个，面积2．42万平方米，室内市场9个，面积1．73万平

方米。

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从建国到1956年基本没有开展。文化大革

命时期，工商企业片面强调“大而全”，大量撤并商业网点，有些工商

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给巢县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企业登记管理逐步走上轨道。特别是1984年



后，巢湖市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工作正常开展，先后对特种行业、金融

业、建筑业、工业、商业、乡镇企业进行登记、颁发营业执照，截止

1991年底，全市已登记注册企业2469户，其中法人企业1125户。

经济合同管理问题在1 978年国务院下达．187号文件后。引起

各级政府重视，各地相应设置经济合同管理机构。巢湖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于1983年5月正式设置经济合同管理股。到1 991年底，共

鉴证经济合同1078份，金额8162万元。管理各类经济合同1．21万

份，金额39211万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工商户得到迅速发展。1980

年，登记496户。1991年底个体工商户共登记8082户，从业人员

1．23万人。在个体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过程中，私营工商业也逐步发

展起来，1991年底已登记私营企业12户。雇工人员2614人。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全市商标、广告管理工

作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消费者协会工作，在全市得到健康发展，并

发挥了积极作用。

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要，用改革精神，在工商系统内实行全员聘任制。狠抓了思想政治工

作，提高了工商队伍整体素质，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

有力地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促进了巢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开

展，为繁荣巢湖市经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08年

巢县首次开始普遍禁种禁吸鸦片烟。

记

．

1 912年

巢城营建西门菜场，面积约1000平方米，由地方财政拨款，本

县绅士刘保臣牵头办理。

i j， 1‘919年 ：

’

7月 旅芜学生翟宗文等人组织成立巢县“旅外学生联合会"，
’

在巢城儒学场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发出“，一致抵制日货”的呼吁。会
～， ．后3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

。

1925年

6月 巢城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散发《告胞书》，号召人们

“不买英日货，不为英日人办事"。

6月中旬 柘皋镇受巢城影响，在城隍庙召开声援大会，组织

示威游行，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巢县成立商会组织。

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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