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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
原则，．主要内容从1 940年起记述，尽量上溯，

下限断于1 988年。

二、本志内容横排纵述，纵横结合，除

概述、大事记、编后话外，共设十二章二十二
—Lf一

1了。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行文力求
严谨、朴实，并辅以志、记、图、表、录五种

表现形式。

四、搜集资料，采用查阅历史文献、当代
档案、口碑资料、有关书籍、报刊；组织各类

座谈会；地区局各科室、各县(市)局提供的

方法，力求翔实。

五、采用资．料：以查阅的文献、档案资料
为准，口碑资料均经人证、物证、理证，予以

核实记载入志。 ．



序

我国早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 “盛世修

志，，历代已然。但近半个多世纪战事频繁，社
会变革，方志工作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安定团结，百废俱兴，民富国强。编纂具
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已成

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任
务之一。1 980年4月，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要用
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继续编写地方

志。矽《聊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正是在这
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它是我区方志史上独立成

编的一部工商行政管理志。 ．

聊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始建于二九四

零年初期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按当时政

治区划，先后隶属于冀南行署和冀鲁豫行署工
商管理局。当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展经济、支援抗日战争、

保证军需民用、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建国四十多年来，尽管由于“左’’的路线的影



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走过一条曲折道路，但

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
引下，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党的第十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实行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坚持

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同时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
存p致力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

展。在这样一个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一
工商行政管理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已经成为一

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刀
编写社会主义工商行政管理志，系统地总结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研究现实状

况，全面地缉存文献资料，不仅有助于本地领
导机关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有助于工商管

理干部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而且，必将

惠及后世、影响深远。 一 ．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
的《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为修志工作提出

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是修志的依据和准则。修

志中，上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
予了及时的指导和支持，原在本区做过工商行

政管理领导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和正在本区工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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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工作岗位上的广大干部职工，及各
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都积极提供资料， 《聊

7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志》因而得以如期付梓，

我认为这实在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但是，

由于年深目久，机构变迁频繁的影响，资料严
重散佚，特别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史料，更无

从寻求，。虽经多方调查考证，但也很不全面，加
之编纂人员水平所限，遗漏谬误恐在所难免。

凡此，均待大方之家和续编者补充更正。

开以比

1 98 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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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地区位于山东省西部，现辖聊城、临

．清两市和冠县、莘县、阳谷、东阿、茌平、高

唐六县。建国四十年来，特别是1978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经济体’

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本区工农业生产迅速发

展，经济日趋繁荣；已基本形成以轻纺、化工、

酿造、机械、食品、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

业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通渠道的扩
大，工商业出现了活跃、繁荣的新局面。工商

．行政管理在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
突出。已成为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维护社会

正常经济秩序、维护城乡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
经济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

聊城为明、清“沿河九大商埠之一。"由

于古运河经本区临清、聊城．．阳谷境内，交通

便利，来往船舶络绎不绝。清代乾隆、嘉靖年

j'扭-j，外省工商户云集聊城，修建会馆6处，
以“山陕会馆"为最，保留至今。临请被誉



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打，有“小天津矽之
’称，‘以手工业、饮食业闻名。

聊城地区植棉历史悠久，明朝就有“棉花
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之说，棉花一直成为

输往外埠的大宗商品。植棉带动了纺织业的发

展，城乡出现了“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
的景象。手工纺纱．、织布、染色己成为民间最
广泛的手工业o

1 9 03年9月，清政府设工商部，县设商
会，执掌工商企业登记，商标注册、度量衡管

理等事宜。民国时期，专署先后设工商处、实
业处、建’设处兼理工商企业和市场的行政管
理。

抗日战争时期，聊城地区大部分城镇沦入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由于日本侵略军烧，

杀、抢、掠，工商业备受摧残。较大商号有的
歇业，有的转移农村，有的迁入大城市，有的
缩小经营范围，本区物资调剂困难，-完l-7民生活受

到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

军民，为发展经济反对日伪经济封锁，改善军

民生活，蔓援革命战争，相继成立了工商行政

管理和经营合一的经济管理机构——工商管理
局。按本区现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所辖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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