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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参加本志审

批定稿会议人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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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子农贸市场

堡子耕牛专业市场



蒲稳边境市场

连山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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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倒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实事求是地

记述历史和现状。

二、断限：本志一般上起1 8 4 O年，下断子l 9 8 8年；

部分章、节溯源至明洪武元年(1 3 6 8)，下断延伸至搁笔时

为止。本志本着贯古通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实。

三、本志按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分章，设章、节、目三层；卷

首／JUA,大事记，以览其经，各章、节以观其纬；卷尾附录、辑存

重要文献。

四、本志以志为主，志、记、图、表、录相结合，力求图、

文并茂，表述得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文

体，其余章、节均用记叙文体。．

五、记年：本志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再夹注公元纪年，

为防夹注过繁，同一朝代年号，一个版面中只夹注一次；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七单位
l 9 8 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执行。

七、为行文简便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略称为
“解放前"、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略称为“中

共中央"，中共会同县委员会，略称“县委”；会同县人民委员

会，略称“县人委”；会同县革命委员会，路称崾革委力；工
商行政管理局(部门)，略称“工商局(部门)”；市场管理委

员会，略称“市管会"，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略称。贫管会”。



八、自明景泰年间至l 9 5 1年3月以前，洪江隶属会同

县。为反映历史全貌，本志将此历史阶段中，发生在洪江的有关

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史实，作了简记。

九、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旧志、家谱、报刊、专著，以及

有关人士的回忆，经缜密筛选、考证、鉴别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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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会同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境。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土

地肥沃，气侯温和，雨量适中，森林茂密，物产丰富。以“广木
之乡"驰名全国。

会同历史悠久。唐置朗溪县，后为三江县，宋崇宁二年
(1 1 O 3)，更名会同。会同在历史上，因交通阻塞，文化落

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商业长期处于简单的交换状态。明初，

官府对市场经济活动开始实行行政干预，历明、清及民国时期，

工商行政管理仍无专门机构，更未能形成系统的管理体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

有长足的进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重

大变化，商品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迎来了工商行政管理

的春天。

古人有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力。我

们的先人非常重视史、志的作用。会同县于明、清两代五修志书，

但自清光绪二年(1 8 7 2)以后的1 l 0多年时间里没有修

志。再不修志，将有愧于前人，获罪于后代。为总结经验教训，

探索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规律，提供历史依据，裨后人以史鉴，会

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l 9 8 8年5月起组织力量，筹备修志。

编修《会同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既无旧章可循，又无应手资

料，加之时间短促，难度之大，实难笔叙。但编写小组的同志在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县志办的具体指导下，迎难而上，

内查档案，外寻史料，博采“三亲"，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查抄

了20多个部门的近两千个档案，走怀化，上靖州，二下洪江，三

赴长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书报资料；走访了97位老人，



共抄幕，整理了150余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小组的同

志，晤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睢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略古详今的原则，历经三修篇

目、试写、评议、重写和反复修改，精雕细琢等过程，不论严冬

酷暑，伏案执笔，四易其稿，始成此册。

本专志在编修过程中，多次得到省工商志办’_县志办的指导

和斧正，得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县档案馆及有关单位和各方

人士的真诚支持、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几经沧桑，资料残缺，加之编修人员

水平有限，难免有挂一漏万和叙述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

读者和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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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泽民

1 9 9 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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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会同地处湘西南边陲，东连雪峰，西接云贵。境内崇山峻岭，

沟谷纵横，山险水激，交通阻搁，自占为少数民族聚居腹地。农

业落后，生产水jF低，商业长期处于原始简单的交换。清乾隆十

八年(1 7 5 3)，会同镇建置仅有若水、洪江两地，牙行业9

帖，小型农村集市IO处。至清末，境内竹、木、桐浊、药材、土

布、松脂、土纸、皮张等土特产陆续获得开放利用，洪江已成为

“商贾辐辏，百物共集矽的商埠，全县的手工业作坊已有造纸、

竹编、木作、铁作、纺织、酿造、榨制洪油7个行业；农村小型

集市发展到25处。

民国初年至民国十七年(1 9 2，8)，会同境内兵、匪为

患，7且水、旱灾害频临，商业不振。民国十六年后，南京政府虽

有“鼓励农商，兴办实业”的口号，而县政府很少有具体实施。

至会同解放前，全县除洪江外，工业仅存煤矿一处，月产原煤

300吨；商业217家，从业人员653人。

会同解放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变，农业生产迅速发

展，工业由少到多，商业也随之发展。虽几经“左”的思想的影

响，但至1 9 7 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仍由l 9 4 9年的50万

元上升N211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1．83‰农业生产的商品

率提高，社会商品零售额达3039万元，集市贸易成交总额‘458万

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调

整经济政策，改革经济体制，取消城乡封锁，拓宽商品流通渠

道，会同进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历程。至



l 9 8 8年底，全县有以开发本地资源为主的工矿企业94家，工

业职工人数5730人，拥有生产资金7024．04万元，年产总值4242万

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3．06％。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

通。全县各类商业企业达342户，职工人数3791人，拥有经营资金

6100万元，年经营总额11839万元；个体工商户发展到6163户(含

个人合伙企业)，个体从业人员已占全县总人口的2．33％；日上

市100人以上的农村集市38处，年集市成交总额达7503．9万元，社

会商品零售额11839万元。

工商行政管理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明洪武间(1 3

6 8～1 3 9 8)，会同已对糟坊始行登记，对集市进行管理。

至清雍正(1 7 2 3～1 7 3 5)以后，对采矿、牙纪业实行注

册登记，颁发矿照和牙帖，并对食盐的运销加强监督稽查。清末，

又对田土、山林、房屋的买卖、租赁、典当实行契税管理。但这

些管理既不系统，也不规范，对工商业的发展和制约收效甚少。

民国元年至六年(1 9 1 2—1 9 l 7)，政府曾对牙纪业

实行换帖发照，分等管理。民国七年后，会同兵、匪连年，水旱

迭起，虽建有商会，但多为军阀，匪酋派捐筹款。民国十九年

后，集贸逐渐复苏，始对牙纪业进行整理，但收效无多。抗日战

争期间，县内在集市贸易和工商各业管理方面，划一度量衡器、

整顿市场秩序、推行公卖。并对工商业的筹建、开办、变更、停

歇业做了具体规定，对企业的名称、牌号进行了清理整顿，对企

业的经营范围、品种从严审核，一年换发一次营业执照。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对湘粮外运出省继续实行限制。对牙

纪业既从严审核登记，又鼓励其发展，其中经营竹、木、油行的

户数发展到39家，占牙纪业总户数的72．2％。尽管如此，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终未形成完整的管理体制。

会同解放后，l 9 4 9年1 1月至1 9 5 3年底，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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