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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问世

了，这是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

承编者的嘱托，我写几句抛砖引玉的话于卷首，表示衷心的

感谢．

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编纂，本着尊重历史和详今略古的

原则，从集市贸易的兴衰起伏到工商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图文并

茂，再现了平江县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工商行政管理概貌。它的问

世，满盈着广大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劳绩，融汇着各级领导的关怀

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凝聚了编志人员的心

血，确实是始之艰难，成之不易．本志一定能为从事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也一定能为后来的同行提供一

些振兴平江工商行政管理事业，避免失误的经验教训．

值此志书付梓之际，幸而为序志庆．

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梁蒲绿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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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诸方面的历史和

现状．本志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平江县自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商行政管理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成就． ．

二、本志篇目设置为章、节、目，共立八章，按工商团体、工商机

构依次排列，外加附录、编后记．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

中．分别记述工商行政管理的沿革与发展．

1四、本志各章上溯到事业发端，下迄一般至1994年，大事记和

有关条目等适当下延．

五、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一般简写

为建国前、建国后，概用公元纪年．民国前一律用当时通用年号，并

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六、本志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

七、统计数据，主要依据平江县统计部门、县志办和本局提供

的资料．

八、本志所用资料，主要取自本省、市和本县档案馆、图书馆、

县志办和本局保存的档案资料；部分资料取自外省、外地馆藏典

籍、旧志、报刊、统计资料；有的取自口碑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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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江县位于湖南省东北边陲，与江西、湖北两省毗邻．境内多

山，交通不便．清代，县境尚无公路，只泪水通航．道光年间，境内

茶、麻、油、纸四大特产销往外地，有的远销南洋．到清末，全县有

27个集市，有工商户1637户．民国时期，县境兵患、灾害不断，给

全县经济带来极大破坏。工业生产基本上是空白，农业生产不足自

给．商业仅在县城、长寿、南江、三市、浯口等较为集中的集镇交易．

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农村经济制度的变革，全县农业

生产得到发展，工业从无到有!商业也随着国营商业的建立而发

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经济政策，改革

经济体制，到1994年底统计，全县共有工商企业2526户，共有职

工53799人，拥有资金29634万元．个体工商户达15985户，从业

人员33569人．日上市100人以上的集贸市场46个，年成交总额

达到2．5亿元． ．

·

：。

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清代就有简单的管理，县衙对经

营糟米、牙行者核发‘糟米执照》和‘牙帖’．但大多商号开业，均由

各同业公会或行帮把持．清宣统元年，平江县商会成立，由于商会

系商民的民问组织，无法对工商业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南来北往的军队驻扎县境，平江县商会

常为筹措军粮、军饷而陷于困境．民国13年后，在第一次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县境建民食维持会、商民协会，打击粮食投机者，平抑物

价，保障了老百姓的粮食供给。民国16年后，全县改由治安机构维

持集市秩序．抗日战争时期，县政府作过一些查禁日货和禁止粮食

等农副产品运往日占区的工作，但后来县城沦陷，工作中止．抗战

胜利后，县政府开始对工商业实行审核、转批手续，但终究没有形

成独立的工商行政管理体系． ．‘

1949年7月18日，平江解放，刚建立的平江县人民政府即着

手对全县工商业进行普查，从此，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了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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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发展，但其发展过程是曲折的．

1950年1月后，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围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的总任务，全面开展私营商业普查登记l整顿摊贩，组织摊贩委员

会，改造旧牙行，建立行栈；统一度量衡器等等．同时，对扰乱市场，

破坏物价政策的商贩予以打击，对不良经营作风进行整治。一方面

实施严格的管理，一方面又为活跃城乡市场创造条件，扶持农村集

市，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工商行政管理起到了稳定市场、繁荣经济

的作用。 ．

从1953年起，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分别采取加工、订货、代购、

代销、经销等生产经营形式，使之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进入公私

合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引导和推动私营工商业者向社会主

义轨道迈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54年后，主要从工商登记方面

对私营工商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管理和改造，制止和打击非法从事

粮、油、棉交易的活动，维护统一市场．1956年底，平江县开放国家

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城乡集贸市场一度活跃．1958年。人民公社

化”和。大跃进”兴起，全县集贸市场被禁止．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县大小集市又先后开放，在市

管部门的监督、引导下，集市贸易出现发展趋势．同时全县对合作

店(组)及小商小贩重新登记。之后，对国营、集体工商企业开始登

记、发照．而且，市管部门又采取措施，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查处

以长途贩运和倒卖粮、棉、油、木材等统购物资为主的案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被当作。无

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专政工具”，要求市管部f了

要极力控制上市人员，限制上市商品，集贸市场被关闭，集市贸易

．萧条冷落。企业登记管理工作濒临瘫痪。小商小贩被作为。资本主

义”横扫批斗，有的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严励的限制

’政策下所存无几．商标管理停顿，商标使用混乱，假冒、混同商标比

比皆是．这一时期，既准确适度地打击了一些倒卖国家计划票证、

生产资料和统派购物资的案件，对维护经济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左”的作法，在全县大查大批所谓。地下一、。单

干一案件，甚至。提篮小卖”也纳入打击范围，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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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流通．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机构不断完善，队伍日益壮大，逐步形

成了管理与服务并举的管理体制．工商登记既严格执行有关工商

企业登记管理的法规进行，同时又满腔热情地扶植企业的发展．市

场管理不仅大力抓好集市贸易，而且努力增加集市建设投资，搞好

文明集市建设，提供市场服务，使全县集市个数与成交额同步增

长．商标管理既坚持清理整顿，又协助企业申报注册商标，造就一

批国内名优产品；广告事业纳入管理范畴，借以提高县内产品的知

名度。全面推进经济合同应用于经济生活，并给予有效的监督和管

理．准确查处违章活动和投机倒把案件，稳定经济秩序．工商行政

管理在经济工作中的作用巳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特别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在。维护合法经营一、。活而不乱，管而不死”、。放而有

度，管而有法，活而有序”的政策指导下，由过去单纯的管理型，转

变为多层次的服务，加强集贸市场建设，至1994年拥有600多万

元的设施；利用调解、仲载合同纠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500万

元；查处投机、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利益I为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提供市场信息，使县内外销产品逐年增加；积极引导商标注册，

使企业创名牌十余个，等等I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大加

强，其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 ～

。●
．

，
、

、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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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全年召开

是年

业537户

是年

须达到色泽洁白，尺寸、重量合规(长I．45尺，宽1．I尺，每块净重

88斤)，如有少把欠张，每把罚槽户钱400文．
7

宣统二年(1910年)
‘

平江县发生粮荒。长寿街大地主方仁阶在鲛鱼潭囤积稻谷

900担，以8000文一担粜出，农民买不起，方准备运往邻近的江西 ·

修水一带高价出售．方维夏组织数百饥民，连晚将其积谷分光．

平江县商会为筹建县旅汉商业公会会址，购进汉口大智坊董

家巷基地一段，9月ZO日正式签约． ·

中华民国(1912年"-'1948年)

民国元年(1 912年)

平江、岳阳县商会组织恢复，其他县商会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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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1913年)

1月13日，平江县发生粮荒，县城_生义全。粮店老板凌堂卿

囤积居奇，高价出售粮食，迫使饥民索籴，闹籴的人极多，将孔庙围

墙挤垮，迫使粮店老板开仓平粜． ．一

，，民国五年(1916年)

lO月12日，平江县商会进行第一次改组．改组后，会长由钟

昌俊担任，副会长由李积农担任．

民国六年(1917年) ．
。+

lo月，湖南省政府建设厅对全省工商户进行调查．调查结果，

平江县有锑矿2家，布行4家，茶庄78家，工场37家，一般商业店

铺600余家．
’’

‘’

民国八年(1919年)
p j ’

c

7月，平江县。国货维持会。成立．吴刨国、余本健、陈第章和旅

省回平学生为骨干组成。仇货检查组”，全面检查商号，发现仇货，

一律查封．
'’

一8月，平江县。国贷维持会”在县城月池塘召开焚毁日货大会，

焚毁日货风潮很快席卷全县各集镇．

民国十一年(1922年)+

12月，平江发生旱荒．桂军、湘军又先后搔扰．市上罗卜、白

菜，价至50文1斤，而上年猪肉价仅48文1斤．老百姓称：罗卜花

了肉价钱．
’ ‘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月22日，平江金融奇困．痢疾病流行，盐价飞涨，县知事布

告云：。如有奸商居夺暴利，一经查觉，定当从严惩办，决不姑

宽⋯⋯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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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1924

3月，湖南省验契委员易晓岑来平江

见踊跃。

民国十四年(1925

5月，平江先涝后旱，入城籴米的饥

价，糙米每升高达260文．两千饥民拥进县公署，要求评定价格。米

铺老板收买鄂军弹压，饥民奋力反抗，鄂军士兵被打伤不少．县长

杨少云被迫宣布：“所有米店一律200文一升准兑。”
。

6月9日，。五卅惨案”发生后，省城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

会”．余贲民召集县城各公法团负责人商议，决议成立。青沪惨案平

江雪耻会”，推举凌容众为会长，并成立罢工后援会．同日，县城开

始罢工、罢课、罢市，数千人在月池塘集会，会后示威游行，实行对

英、日经济绝交。
’ ～+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

J+

／

2月20日，县城屠行突然停止杀猪，企图等待猪肉涨价．县公

署派兵四城传谕，不准屠行闭屠涨价．
：

，

12月，国民政府颁布商民协会章程．平江县以李淑陶、陈弗章

为首改组旧商会，筹建商民协会． !．

．民国十六年(1927年)

5月，平江县商会以近日大小商店任意行使票币，互相充斥，

由董事会议决，采取十家一联办法，否则不准行使。 一

：

6月，陈第章任平江县商会会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

4月至8月，国民党部队数个；币开展。清乡”，妄图捣毁红军游

击根据地，采取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东乡至南乡火势绵延80

里；辜家洞的36只店铺，61座水碓，2个油房，639只纸槽均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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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毁．
．}| }：．～

民国十八年(1929年) ，

●

●
～ ，

·11月，平江县党务执行委员会呈请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咨文省

政府，要求从严取缔各种迷信营业，咨文称；。当时训政时期，迷信

亟宜破除．迎神赛会，糜费巨大，且足以颓唐民气阻碍文化．僧道星

命者流，迷信营业，寄生社会，若不取缔，殊足以为新政布设障碍一．

民国十九年(1930年) 。“

11月25日，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怀一，粮食委员会主

任涂正坤发布布告，禁止宰杀耕牛和贩买耕牛出县境． ．

，12月，国民政府施行度量衡法，县设立检定所． ，．

是年底，全县有工场17家，工人128人，全县17个市镇有商

店600余家． ’

一： {
‘

。(～ ’。

‘

民国二十年(1931年) ．

．

．
． ． ≈

’

1月，县苏维埃政府在黄金洞荔湾开办贸易局，组织出口红

茶、茶油，从外地运进食盐、粮食等物资．． 。。

， ．，6月7日，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作出扶持生产，发展经济的总

体规划．在服从苏维埃法纪下，保护商人贸易自由，提高与奖励农

副产品的生产． 。 √ ．

· y ．

．

9月，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布通令，成立劳工监督委员会．

其章程规定：一切资本须向政府登记，不准无故倒商闭厂，必须停

止或改变经营者，须经监督委员会许可，报县苏维埃政府批准．

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7月3日，县人民抗日救国会定于同日8时举行全市仇货总

检查，除函请各团体协助外，并令学生抗日会全体会员参加检查

仇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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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2月28日，盐商方幼安将盐仓地面秽泥熬盐

卖．县商会转呈县政府将其拘捕严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全县实行新式度量衡剌，湖南省建设厅设度量衡检定员驻县

政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平江县旅省商民成立旅省商业联谊会．会址设长沙市高井街．

7月3日，平江县商会召开第三届商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70余人，选举理监事，并议决要案30余件．
。

民国二十七年(1 938年) ，

县籍商人徐天锡首任长沙市商会会长．
： ，。，

’ 二

。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

湘岸盐务办事处分配平江食盐5000多担，刘献延、黄润涛等

23家商贩分别取得县政府印条(载货凭证)，分赴湘潭、长沙、常德

等处购领食盐后，沿途贩卖，少量运回平江抬价私售牟利．人民苦

子淡食，纷纷向县政府请愿，要求追究盐商公盐私卖的责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

6月，平江县驻长沙转运客栈经省建设厅依照公司登记规则

登记发照。

一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

平江长寿镇商人吴瑞珊任旅汉商会会长．历任湘、鄂、赣、晋、

皖、浙六省出口茶叶公会主席，提出改良茶叶意见书14条，受到国

民政府嘉奖，被委任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技术会会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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