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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郑州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历史上即为军事重镇和商业中

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郑州的发展建设，

1954年，河南省省会由汴迁郑，郑州市遂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和全国交通枢纽，是国家开放城市之一．解放后，随着城

市规模的扩大，工商企业的蓬勃发展，工商行政管理任务日益加

重．40多年来，郑州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维护经济秩序与促

进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总结以往，服务当代，有益

未来，特编写《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
’

二、本志主要记述解放后40多年来(1948—1990年)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实施历程．一般掌握是突

出郑州．举凡郑州市党政领导机关、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其

他部门在各个时期制订的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

开展的各项管理活动，均记载于此．有关中央和河南省制定的工商

行政管理法规只作附记或作出处使用。 ．

三、本志内容含当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担负的市场管理、打击

投机倒把、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

管理、广告管理和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等八项职责所涉及

的有关政策、规定及管理活动。

四、本志体例采用分类编年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性

质，一般是突出管理，各项管理章均分管理政策、管理活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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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统计资料)3大主节记述．章节之间联系有机，眉目清楚，便

于查阅。
’。

五、本志坚持志书要求，述而不议．文内主要记录事实，功过是

非不加评说．原因是时期不同管理政策各异，自不应以今量昔。但

总的来说是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过去。

六、本志不直接总结经验教训，仅在集市贸易和个体私营经济

两项管理工作方面，记录了当时的正反两方面的史实资料，作为客

观地权衡利弊得失的依据．

七、本志表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工

商行政管理工作的一次大转机。在此之前是以严管为主，之后是以

放宽搞活为主。但在管与放、严与宽的掌握上难度较大，不是一管

就死，就是一活就乱，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八、本志认为．40多年来，郑州市各个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在保护合法经营、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为

人民生活服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肯定．但是，也不容否

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

具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各项行政管理方面，也难免有些失

误，特别是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曾出现打击面过大，伤害了一些群

众。对此，通过正常的来信来访，有的当即得到纠正，有不少是通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冤假错案复查得到了平反。

九、本志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有关全

市性的活动必须取得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以工商企业普查

登记为例，1950年和1964年的两次登记，市政府均制定了工作方

案，并发布了布告。特别是1950年那一次，市委还发了指示．这样，

登记工作声势大，进度快，效果好．其他管理工作也同样．

十、本志认为，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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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人民政府与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各个时期按照中央的

路线、方针、政策。制订出适合本市市情的地方性法规是必要的．如

1963年1月，市人委发布的《郑州市集市贸易管理试行办法'(简

称“60条”)，1984年6月，郑州市工商局依照中共中央(1984)1号

文件精神制订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试行意见)(简

称“18条”)，对当时的工作均起到了强有力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十一、本志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健全与否对工作影响较

大。40多年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有三个鼎盛时期：1948—

1952年、1962--1968年、1978--1990年，都是处于市级工商行政

管理机构健全时期。反之，各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就开展得无力或

不全面．如50年代市商业局代管时期，在市场管理方面，就经常哀

叹无能为力．指挥不灵．

十二、为了便于统计对比，1955年3月1日之前，人民币以

“万元”为单位，本志改为。元”为单位。

十三、本志资料具有一定的秘密性．如案件查处、政策执行情

况及统计资料等，均适宜于内部参阅．不可向社会扩散。

十四、本志取材带有一定的探讨性．注意到一项管理政策在各

个时期的本末衍变，可供工商行政管理及学术工作者查考研究．

十五、‘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大事记>为‘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志》的姊妹篇，附录于后．本记为编年体．上起1948年，下止1990

年，除1976年因资料奇缺空白外，其余年份基本绵延不断。在记事

上，着眼点有三：一是既注意大事．也不排除要、新、特事．二是凡志

书已有的一般不予赘述，凡志书所无的，本记着力予以弥补．三是

所记史料力求能反映出当时的大气候。因此．本记内容丰富，堪与

志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本记按时间先后顺序录载。如无确切时

日的用“本月”、。×旬”记入。同日内有l起以上要事的，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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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

十六、本志资料主要由郑州市档案馆、郑州市工商局档案室提

供，口访资料甚少，可靠性强。在此，特向上述两单位深表谢意．

十七、本志的编纂除主编外；还有工作人员王丙根、王洋、王桂

岚等同志。由于编纂知识水平以及资料有限．足以影响该志质量，

纰漏之处，请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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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机构沿革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管理．早在原始

社会末期，工商行政管理就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开始萌

芽，并在奴隶制国家出现之后得到发展和完善。以后的各个封建

王朝和中华民国政府都实施着工商行政管理．但将其作为政府的

一个部门而设置机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28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宣告成

立，在其直属部门中，郑州市工商管理局为首设6局之一。12月5

日，郑州市工商管理局正式成立，内设机构初为3科(工业科、商业

科和合作科)1室(秘书室)．各区设立工商派出所．

1950年2月10日，郑州市工商管理局发布‘关于成立郑州市

粮食交易所保障市民供给的公告’。宣布郑州市粮食交易所开始办

公．是年3月，局机关内设机构增改为5科(市场管理科、行政科、

计划科、工业科和商业科)1室(秘书室)l处(市场管理处)。市场管

理科主管物价、行商、摊贩、粮食交易所、粮食配售、统一采购和度

量衡管理等工作．市场管理处为原第一、二、三区设立的工商派出

所合并而成，在市工商管理局直接领导下，配合市场管理工作．

1952年9月3日，郑州市人民政府机构编制进行调整，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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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商管理局改编为工业局和商业局。商业局内设行政科，负责工

商管理工作。 ．

1956年12月，郑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与

商业局行政科、物价科合署办公．

1957年4月下旬，郑州市人民委员会召开全市市场管理工作

扩大会，决定建立区级市场管理机构，是为区工商管理机构的前

身。4月25日，郑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印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工作

细则》，规定各级市场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受同级政府领导，市场

管理委员会除对下一级市管会实施领导外，在市场管理上．受郑州

市人民委员会委托，对各局、区、公司是指导关系，对各交易所、行、

店是领导关系．

1958年5月9日，郑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几项

市场管理工作的安排意见》中宣布，市人委决定市场管理工作放交

第二商业局负责，原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与第二商业局行

政科合署办公，行政科负责工商企业登记、商标管理，市管会办公

室负责自由市场管理、物资外运、采购资金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

商贩管理，开创了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双轨制的先河。此双轨制一

直延续至1961年12月． ，．

1958年12月，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协作，促进工农业互相支

援，原开封专区西部的荥阳、密县、巩县、新郑和登封5县划归郑州

市管辖，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随之归管．

1961年12月2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同月4日，

据省委指示，为有利工作，中共郑州市委发文，自1961年12月10

日起，郑州市下属的由开封专区划入的荥阳、密县、巩县、新郑和登

封5县又划归开封专区领导。5县的工商行政管理业务也同时归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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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郑州市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成立，与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上称局，对下称会，市区

对口．区设市管会和工商科．

1962年8月2日’，郑州市编制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市市场

物价管理委员会内设4科(市场管理科、行政科、物资管理科和调

查研究科)1室(办公室)。

1962年11月10日，中共郑州市委决定成立郑州市摊贩联合

会，各区摊联同时成立．

1963年4月，郑州市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内部机构增设人事

科．

1964年5月，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分组决定，市场科与

调研科合并办公．7月15日，郑州市编制委员会向市市场管理委

员会发出批复，同意撤销行政科、调研科、物资管理科和火车站工

作组．建立对私改造科、企业行政科，其他机构不变．下属的二七、

金水、管城、中原4区也相应成立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和工商科．

1965年6月19日，郑州市委财贸政治部发出批复，同意郑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立中共郑州市工商局政治办公室．7月，政治

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郑州市工商局和市管会合署办公，内设机

构改为4科(市场管理科、对私改造科、企业行政科、人事科)1室

(办公室)1所(火车站管理所)．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年4月中旬，郑州市革命委

员会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成立，4月15日，启用该办印鉴．各区亦

随之成立。4月25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随

后，红卫兵群众组织和郑州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相继成

立，自行代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号施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为

事实上的协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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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3日，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原市直机关各

委、局、处、室全部撤销，设立工交、财贸、农林等6个办事组，财贸

组抓市场管理。10月21日，郑州市革命委员会直属机关集中搞

。斗、批、改”。至此，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全撤销．1968年11

月至1969年7月，郑州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由郑州市革命委员

会财贸组直接领导各区市场管理委员会进行。

1969年8月4日，郑州市税务市场管理所成立，内设市场管

理组，负责全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1971年11月8日，为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实行市带县体制，

荥阳县划归郑州市管辖．

1972年，郑州市税务市场管理所撤销，该所市场管理组并入

郑州市商业局办公，职责不变，后该组改为工商组。

1973年12月19日，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市场管理领导小组成

立，下设办公室，市商业局工商组抽调3人参加办公．郑州市的工

商行政管理机构再次形成双轨制，该体制一直到1978年3月止．

1978年3月22日，经中共郑州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建立郑

州市革命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4科(市场管理科、案件查

处科、企业管理科、人事科)l室(办公室)，独立行使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10月25日，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成立郑州市

革委市场管理委员会．从这一届开始，市场管理委员会成为政府的

协调机构，内部未再设立科室．具体工作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11月3日．中共郑州市委向各区、县委、市编制委员会批转市

革委工商局报告，同意郊区、荥阳县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市管

会，属区(县)革委会直接领导．二七、金水、中原、向阳和上街区成

立区工商行政管理分局，归市工商局直接领导，党、团关系在区，政

治学习归区领导，同时保留各区市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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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日，市革委编委发出通知，同意市革委工商局

内设办公室、政工科、市场管理科、经济案件科、商标注册科、合同

仲裁科和商品检查科，不久又成立市革委工商局火车站管理所。11

月26日，经市编委批准，市革委工商局党组向各区工商局发出通

知，分局内设人事秘书股、市场管理股、办案股和工商行政管理股。

1980年6月30日，市革委工商局发出通知，启用市区已经建

立的15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印章．这是郑州市设置的第一批工商行

政管理所，也是对集贸市场管理的延伸和加强。9月2日，对市革

委市场管理委员会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机构未动．11月24日，

市编委发出通知，经市委常委研究，同意恢复郑州市和各区小商小

贩联合会，为事业编制，经费从收的个体管理费中开支．是年底，郑

州市人民政府恢复建制．1981年1月2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出

通知，决定设置66个工作部门，郑州市工商局为其中之一．

1982年1月，郑州市增设金海区，同年秋天，成立金海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12月，郑州市设立新密区，次年，成立新密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

1983年8月1日，为更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实行市

带县体制，开封地区的巩县、登封、密县、新郑、中牟等5县划归郑

州市，至此，郑州市下辖6县8区．12月1日，市编委发出通知，市

政府同意市工商局内设办公室、劳动人事科、基建财务科、案件查

处科、合同商标科、经济管理科和市场管理科．

1984年5月4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

会成立．至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济合同的仲裁职能才正式恢

复．5月26日，郑州市编委发出批复，同意市工商局内设个体经济

管理科、商标广告管理科、合同管理科，撤销合同商标科，并同意建

立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政策研究所．5月29日．郑州市工商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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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科、合同管理科、案件查处科、商标广告科、个体经济科、

劳动人事科、基建财务科和办公室。其直属单位6个。上街区工商

分局、政策研究所、经济监察大队、中心集贸市场管理处、广告公司

和劳动服务公司．其他区、县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属块块体制，归

区、县政府领导．

1986年4月10日，郑州市工商局批复，同意上街区工商分局

下设合同管理股、个体经济管理股。5月26日，经市直机关党委批

准，建立中共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关总支委员会．5月28日，

郑州市编委批复，同意郑州市工商局增设宣传教育科、函授站，增

加事业编制4名．同日，市工商局批复，同意经济监察大队内设办

公室和一、二、三、四支队．9月27日、28日，郑州市工商局组织召

开郑州市消费者协会、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郑州市广告协会

成立大会，这三个协(学)会是挂靠在郑州市工商局的社会团体组

织。11月11日，市编委批复，同意郑州市工商局贸易服务中心更

名为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分局。人员编制在原有30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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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基础上增加20％，自收自支。

1987年2月，郑州市工商局批复直属分局，内设办公室、财务

科、经济管理所、案件查处科和废旧金属管理科、建筑市场管理所

和汽车维修市场管理所。3月Z7日．市编委批复，同意成立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铁路分局，科级，事业编制70名，自收自支，同意

成立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密矿区分局，科级，事业编制，自收

自支．4月1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室批准成立郑州市工商局振兴商

场管理处，郊区、金海区撤销后，郊区工商局改组为邙山区工商局，

金海区工商局机关人员由市工商局安置，两局所属工商所按行政

区划，分别由二七、中原、金水、管城、邙山5区工商(分)局接管。4

月13日．市编委批准成立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旅栈业管理处，

科级，事业编制．自收自支．5月4日，郑州市工商局批复铁路工商

分局，该局内设办公室、财务基建科、经济管理科、案件查处科、经

济合同科，并成立郑州站、郑州东站、北站、西站、客运段5个检查

站．批复旅栈业管理处内设办公室和业务科．6月5日，郑州市工

商局批复直属分局，同意增设机动车辆管理科l批复上街分局同意

增设商标广告股．6月15日，郑州市工商局批复新密矿区工商分

局．同意该分局内设办公室、经济管理科、合同管理科、案件查处

科，成立经济检查中队和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

1988年3月19日，市编委下文，同意成立郑州市二七区火车

站地区管理处，内含火车站工商分局机构编制。4月1日，郑州市

工商局下文，启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火车站分局”印鉴。6月

份．又一次成立郑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6月29日，郑州市工商局

批复直属分局，同意成立科技市场管理科、经济合同管理科、生产

资料市场管理科、建筑房地产市场管理科、交通运输市场管理科．

自此，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直接登记管理科技市场、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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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市场。lo月4日，郑州市编委批复，同意建立郑州市工商

局经济违章违法举报中心。同时设立老干部科，与劳动人事科合署

办公．11月，郑州市工商局批复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分局(筹)，同

意建立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监察支队，归该局代管。

1989年1月30日，郑州市工商局批复直属分局，同意撤销建

筑房地产市场管理科，成立建筑市场管理科、房地产市场管理科。

12月15日，市编委批复，同意建立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苑陵商

场管理处，编制由该局直属单位中调整。

1990年4月17日，郑州市工商局发文，建立郑州市工商局果

品批发市场管理所，由该局经济监察大队代管．6月12日，诵工商

局批复上街区工商分局．其内设机构由股改为科。8月27日，市编

委批复，同意郑州市工商局内设机构增设法制科。9月6日，郑州

市工商局批复其直属分局，同意成立机动车辆修配市场管理所．11

月15日，郑州市编委下达<关于组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机

构的通知>，其中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工商分局的设

置。后因该区改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该局亦改为郑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第二节各时期领导人名录

一、解放战争时期

郑州市工商管理局

(1948．12一1949．9)

局长赵艺文(1948．12w )

副局长王鹏飞0948．12—1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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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49．10一1952．8)

局长赵艺文( 一1952．8)

副局长叶枫(1950．4—1952．8)

付子诚(1950．9—1952．8)

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郑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

(1956．12—1962．6) ．

主任王均智(兼)(1956．12一1962．6)

副主任马力(兼)(1956．1Z一1962．6)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61．12一1962．6)

局长蔡光辉(代)(1961．12一1962．6)

副局长李仁义(1961．12—1962．6)

翟向辰(1961．12—1962．6)

孙科荣(女)(1961．12一1962．6)

郑州市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市场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62．6一1966．5)
’

主任孔繁秀(兼)(1962．6—1965．6)

副主任兼局长刘昭明(1962．6一 )

副主任李仁义(1962．6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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