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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建国成立工商科到演变为工商局，迄今三十五年。三十余年
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实现经济恢复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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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做了许多工

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

济形势的变化，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加强管

理、促进流通．．协调关系，方便群众上来，工作内容也由市场管理扩

展到经济合同管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经济管理、商标管理、广告

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加强经济监督等方面≥成为内容十分丰富的一

个工作体系。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益显示出它的
重要作用。如此之事，不可无文记其本末，．庶后世雨下传之千百年。

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修志的指示精神，组织力量进行编纂，自一

九八四年十月开始，历一十六月之辛苦，而其志始成。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

古为今用的原则，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记载了我局进行的业务活

．动，履行职能的历史和现状，可为今天和日后的工作提供利用，有所

裨益。

本志书的资料选用，主要以档案资料记载为主，以I：t碑为辅，记

述的事实翔实，有真实可靠的优点。本志由于在编写完后采用了集体

审稿，发挥了集体的智慧。所以谋篇布局安排得比较合理，用词较为
准确，提法也较为科学，；既注意了共性，也突出了部门的特点。

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



凡 例

一、本局志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为上限。根据搜集资料也

上溯了古代。一九八五年为下限。

二、本局志以事分类，横列竖写，以横为主，横纵结合，以语体文

进行叙述。共分五篇，十一章，四十八节。引用语句，均加用括号别

之。

三、本局志记述本部门的史实。凡属本部门被撤销合并，从属于

其他部门的史实，一概从略。

四、本局志的数据，纯系档案资料记载。明显有误地方有所变

动。矛盾之处未加详实，因无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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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地区所辖各市，‘县、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局、所)

涪陵市 一所，二所、李渡、蔺市、新妙、龙潭、马武、清溪、珍溪、焦石、自涛。

垫江县 新民、周嘉、高安、五洞、鹤游、坪山、桂溪，澄溪

丰都县 城镇企业管理所、名山镇、三元、社潭，虎威、树人，高镇、双路，包鸾，
栗子、崇实、茶园。

南川县 隆化镇、城一、大观、鸣玉、水江、南平、大有、小河。

石柱县 南宾镇、临溪，西沱，大歇，黄水，悦来，沙子，下路、马武。 ‘

黔江县 联合镇，城厢，黄溪，石会、冯家，濯水，两河、金溪、石家。

’武隆县 白马，巷口、火炉，桐子，羊角，江口、长坝、鸭江。

彭水县 汉葭镇、汉葭、保家楼，郁山、高谷、普子，鹿角、桑柘、黄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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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篇

概 述



概 述

四川省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在涪陵。

涪陵，位于长江南岸，地处乌江出口处。两千多年前，曾是巴国的政治中心和祖陵所在

地。秦时置枳县，隋改涪陵县，元称涪州，民国初年亦称涪州，隶属重庆府。民国二年(一

九一三年)复改涪陵县。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三月称涪陵市，同年六月撤市又改为涪

陵县。民国二十五年(--JL三六年)成立“四川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下简称八

区专署)，涪陵隶属八区专署一个县。一九四九年“川东涪陵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黟成立

(以下简称涪陵专署)，二2垫亘三堡红屋夏鱼兹竺婴山省厶匿亟国臣毖趾蝴公署竺—·孔
七八年四月更名均四川省涪陵地区行政公署。涪陵，是涪陵专署所在地。当时涪陵专署所辖

范围有：涪陵、南川、丰都、石柱，武隆、长寿等七县。一九五二年“川东酉阳区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黟撤销，并入涪陵专署，增加酉阳、秀山、黔江等三县，大竹专区划来垫江县，后

来长寿县划归重庆市，涪陵专区所辖范围变为十个县，直至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涪陵县经

国务院批准改为涪陵市。现在涪陵地区所辖一市九县。

涪陵地区，土地辽阔，物产富饶。农副产品有s粮文、桐，木油，生漆，黄蜡，秸子，

茶叶，药材、皮张等。涪陵的榨菜，垫江的龙头手杖、丰都包鸾的竹席，石柱的黄连，更是

驰名中外。矿产有：煤、铁、水银、天然气等资源。全区面积为二九五二六平方公里。水有

长，乌两江，民国十八年五月(一九二九年)辟为涪陵港；陆有川湘(建国前修筑)，涪南，

涪白，涪长、涪丰、涪石，涪垫等公路。水陆交通便利，历来是货物集散地，工商业较为

发达。历代都设置专门机构，对工商业进行管理，塞国重=担垂Q生璺昱渣堕童墨选璧互盥
科，负责行使涪陵专区工直行政管理职权。·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的一种行政管理职能，运用行政权力，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和

政策，对工商企业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的监督与管理。我国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时间久长，

尧舜时代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阶段，从氏族机构到国家机构，就对商品交换潘动进行管

理。“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经

系辞下》)。到了尧时，交易活动，不仅规定有时问，地点，而且“国中列鏖玎，“重门击

折，以待暴客"。商品交换的地方就有了场地和房屋，交易活动的人和货物存放有了一定的

处所。市场设在墙堡重门防卫的邑内，防止货物被人掠夺。到舜时，据《史记·五帝本纪》

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牢。力舜帝不但重视手工业生产，而且重视商品

质量。同时，宣布“同律，度量衡"统一尺称，斛斗，权衡。说明工商行政管理的起源迄今

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我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结构的不同，工商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政策措

施、管理方法也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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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时，奴隶主贵族控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城郭中的“市”内进行交易活动。

《太平御览》记载夏桀无道，“放虎子市，以观其惊。"

商代时的贵族，一面对商品经济活动加强管理，一面控制交换活动进行垄断，规定行旅

贸易于四市；行商坐买，“网贝”市利。

西周时，正式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配备管理官员，制定一套详细的严格的规章制

度。司徒之下设有市司、副市司、质人、廛人、贾师，胥师、司兢、司稽、肆长等官员，

专管商业和市场，对经济活动中的上市商品、交易人员、交易时间，地点，市场秩序，度量

衡、交易契约(质剂)、商品价格等都加以严格控制和监督管理。

春秋时期，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存在，通过征税增加财政收入，以“工商税官制"代替

“工商食官制护。同时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从这一时期开始按商品交

易瓶的一定比例收取交易税(税率2％)。 ．

，

战国时，采取“重农抑末"政策，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实行“禁榷”(专卖)制度，官工

业制度、土贡制度。加强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管理，商品经济活动限制在封建秩序允许的范围

内。

秦汉时期，开始对工商业户实行登记管理。西汉设置少府管理手工业，把手工业者编入

“匠籍"，王莽时设置五均司市师管理城市工商业，把商人编入“市籍"，入籍经营视为合

法，无籍经营则予取缔。

唐代开始，政府对一些行业进行控制，只准持有政府发给的执照才能生产和经营。

明，清两代，政府规定机户凭“贴"始得织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商品经济有所发朕，工商行政管理随着形

势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对内压迫掠夺，对外投降，工商行政管

理政策都是适应帝国主义推行经济掠夺和官僚买办阶级的需要，严重地摧残着民族资本主义

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工商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和市场的购销活动进行管理。在各级政府中设置专门机构，国家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下设立“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一九五二年更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地友堡童竺三
商行政管理局(科)，负责对私营三商业商品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

建国三十多年来，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上，为建设强大的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都发挥了工商

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长期被忽视，管理

机构几经撤并，管理工作可有可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走的道路是崎岖不平，起伏不定，弯

弯曲曲的。

一九五O年六月国家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黟的伟大号召，

全国人民正集中主要力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时侯，涪陵地区与全国一样，工

商业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大搞投机倒把活动，捣乱市场，抬高物价，抢购物

资。采取内外勾结，以行贿，偷、漏税收、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恶

劣手段，兴风作浪，向人民政府猖狂进攻，严重地危害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

的安定。=垄至=堡±二：星!虫叁△墨墼宣蕉查茎苤量壑堑墼垫壹些箜凸堕塑蚕芝，霉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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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一指示精神，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地刹住了市场上的妖风。一九五二年一月，中共中央

发出在城市中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曲竺五反!(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

家资财j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指示。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配合全区／^．民积极行动起来，在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击退了资产

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进攻，确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维护了市场秩序，安定

了人民生活。

一九五三年八月，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襁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

济变革，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区的私营工商业多数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它的特点在

客观上具有两重性，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面，但它又有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及官僚资本主义，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既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积极作用，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因此，它具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

面，但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我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这个改造过程

中，根据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黟政策和“既联合又斗争刀的方

针。在涪陵专署的领导和部署下，把人的改造和企业的改造结合起来，把经济措施与行政管

理结合起来，采取加工订货，委托经销，代购、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逐步纳入国家资本

主义轨道。对私营批发商业采取排挤和淘汰的方针，对私营零售商业则是采取“统筹兼顾，

全面安排”的方针，实行“赎买"政策，逐行逐业、分期分批进行改造。逐步过渡到实现全

行业公私合营。直到一九五六年底，我区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扛五太墨四目撤销竺涪陵壹署工商社。!固玺盍目成立!涪陵壹区商业豇"在商业
局内部组织中设馒“私改股<科)刀J只负责办理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工商行政管理机

构被撤销后，人员被调走，有关整个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就无专门机构来进行。实际处于瘫痪

状态，无人过问。

_九五八年五月2．涪陵专区商业局，服务局、供销社三个机构合并，组成政企合一，统
一核算的“涪陵地区商业局"，设置“工商行政管理栏。分管物价，对私改造，服务行
业，市场管理，度量衡检定以及工商行政等项管理工作。虽然有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根本

无法开展工作，原因是处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共产风"、

“浮夸风”席卷全国。农业生产上提出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商业经营上提出“大

购大销帮。社员自留地被收走，家庭副业被砍掉，集市贸易被取消，个体商贩和合作商店

(组)，步步升级，大部人员不恰当地收入国营企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物资供

应紧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深受其害。

一九六。年十月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

整。开始纠正“左拶的错误，肯定了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集市贸易是商品流通的三条渠

道。：煎衣三：箜z璺』!!省厶垦委员会川查迎三皇苤Q!!!量塞堡!噩窒釜童!直!县把王蓖
复堕筻垄熟煎选复哦：二垄查凰筮扛旦： 竺萱堕童匡王崮互世理国兰j越h对外挂两块
牌子，对内以涪陵专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名义进行联系。备墨塑堕鐾应立工j二禹经政童臼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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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皇史篁全二壑塑参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段时间，生产恢复快，市场逐渐活跃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垄空空兰±旦!堕堕熏匿三商馒塑算理屋墨被弼崖乙瑚些局阻

设“工商行政管理科?。在文化大革命期中，机构几经变化，有的人员被调走，被下放劳

动，有的大闹“革命刀。在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影响下，那有时间和精力搞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十年动乱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害不浅。

一九七五年一月虽然恢复了“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黟，但对内暂作为商业局一个科

一一工商行政管理科，对外挂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丧际是个虚包
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国发(78)187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地方各级设立工商行政管理局。～--JL-七JL堡望星±旦!鎏噻地堕堑墨壅窒丛童些旦型堂乡

单独成立“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同年七月一日开始分开办公。

粉碎“四人帮"以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发展国民经济中，

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了以“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流通渠道畅通，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城乡经济出现了建国以

来少有的繁荣景象。特别是中发(83)1号和中发(84)1号以及中发(85)1号文件下达

后，进一步放宽了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商品生产发展，城乡经济活跃。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既要保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又要发挥多

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的作用。既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又要发挥市场调节为辅的补充

作用。既要打击制止投机倒把违法活动，又要把经济搞活。涪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上述情况和要求，管理工作上采取的措施是：

一、监督各种经济形式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经营活动。

二、保证国家生产、流通计划的实现，反对“划地为牢"，地区封锁。

三、支持各种经济并存，鼓励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和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

内积极发展。保护正当经营，反对乱加干涉。

四，支持各种经济形式开展竞争，促使国营商业认真研究改善经营管理。

五，大力促进商品生产发鼹。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六、支持劳动致富，守法致富。划清劳动致富与投机倒把违法的界限，保护正当收

入。

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情况不断变化和发展。我们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工作艰

巨，还得从头学起，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

下，抓好“两个文明"建设，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精神，不断迈进，努力开创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的新局面，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一九七九年四月我局成立时，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局内

分设秘书、企业管理，市场管理三个科。一九八一年八月，为了更好地推行经济合同制，增

设经济合同管理科，一九八四年五月，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国营、集体、个体一起

上的方针指引下，个体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为了加强对个体工商业的管理，增设个体经济管

理科，从此，我局内部机构的设置为五科。直到一九八五年底，机构设置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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