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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始于唐代渤海国时期，据史料记载，上京龙

泉府(今宁安县渤海镇)的集市即设在宫殿后面的大街上；辽代黑龙江地区的

契丹人，将生产自食有余的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换；金代的上京会宁府(今阿城

县白城子)城北设有集市。

1668年(清康熙七年)，黑龙江地区实行封禁政策，集市交易萧条冷落。1 796

年(清嘉庆元年)，三姓(今依兰县)副都统在庙街附近的德楞设有兽皮、烟、

酒、布匹等交易市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廷又制定了官职章程，颁

布了新的官制，地方政权开始有了主管工商行政事务的机构即行省公署的劝业

司。1910年(清宣统二年)10月，清廷批准黑龙江省设立公署幕职分科治事，

由农工商科掌管，主要对参、貂、粮、盐、木材等重要物资出入境，工商企业

“凭贴开业、呈明商会、报部备案刀，边民纳貂后的集市交易和中俄边民互市，合

同、文契、券据等“凡可执以为凭者，均应赴商会注册"，以及“私充牙行一、官

员经商、物价计量、欺行霸市、产品质量等进行管理。这时期，随着黑龙江地

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定期的集市贸易已逐渐形

成。黑龙江地方官员，根据清廷颁发的《公司律》、《商人通律》、《商标注册试

办章程》，开展企业和商标注册等项管理。宾州府蚕桑公司生产的“云龙’’牌大

小练绸(白绢)，即是黑龙江地区最早的注册商标。

民国初期，黑龙江地区由省政府的农矿厅职掌工商行政事务。1931年(民

国20年)9月15日根据行政院训令，将农矿厅改实业厅。各县政府则由实业科

或建设科掌管工商行政工作。当时黑龙江地区，县镇的集贸市场，少则二三处，

多则四五处，并出现了一批蔬菜、水产、肉食、牲畜、柴草及工夫市等市场。省

政府相应地颁发了《管理摊床章程》、《管理营业章程》、《管理豆腐坊、粉坊章

程》等管理规则。注册的工商企业7 122户，齐齐哈尔注册的工商企业1 864户。

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有注册商标44件。

东北沦陷时期，1940年，黑龙江地区增辟为7个省，各省公署内由实业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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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生厅或开拓厅下设的实业科或建设科主管工商行政事务。各县则在内务局内

设实业股主管工商行政事项，但办理具体事务的是商工公会，行使监督、检查、

惩处职能的则是地方检察厅和警察署的经济警察。日本侵略者出于掠夺的需要，

规定农村缴纳“出荷粮"，对一些重要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和“配给制力，

并被日商所垄断，连草袋子都限制出境，业者经常以“经济犯一的罪名遭打击。

集市贸易日益萧条，到后期仅剩下一些柴草市、破烂(旧物)市、工夫市、鱼

市、菜市等。

伪满政府制定的《矿业法》、《重要产业统治法》、《商业登记法》及《物品

贩卖业统治法》规定：凡欲经营重要产业(工业)、矿业者，统由主管部大臣许

可，并按年度报送事业计划；凡欲经营商业者，统由市辖所在区法院核准登记。

日本帝国主义还提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主义口号。这些法律的实

施，使黑龙江地区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大批店铺破产倒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地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各不相同，嫩

江省为工商厅，合江省为实业厅，黑龙江、松江两省则由商业厅负责该项工作，

各市有的在民政科(齐齐哈尔)，有的在行政科(牡丹江)内设工商股，哈尔滨

一一市单独设立工商管理局f各县则由工商科或贸易局一(公司>主管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1946年，黑龙江地区各省政府开始对工商企业进行登记；组建并管理粮

、 谷、牲畜交易市场和屠宰场；清理、整顿摊贩；鼓励、利用行商和经纪人．1947

年以后，贯彻执行_东北解放区境内贸易自由一的方针，。组织私商下乡收购一，

“多方面给予方便一等等。到1949年末，全省共有个体商贩13．5万户，对沟通

城乡物资交流，恢复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以及支援解放战争，都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紧紧围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

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经济

活动中，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促进国营经济的巩固、壮大及手工业、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通过行政管理

手段，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了爱国守法教育，支持和指导其恢复发展生产经营，

调整公私关系，组织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取缔投机违法，稳定市场物价

等工作。

1952年初，根据中央精神，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

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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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反玢运动，打击了私营工商业中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取缔了一些严重违法

经营者。1956年1月1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有各县负责领导参加的“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会议要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情况，根

据自愿的原则，分别以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把他们逐步引上公私合营和合作

化的道路。并通过对企业登记、集贸市场、经济合同管理及指导工商联合会等，

促使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到1 1月份，全省参加公

私合营合作门市部、合作商店的私营工商业者和小商小贩42 959人。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后，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计划调拨商品占主导地位。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对工商企业、小

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按行业归口管理。集贸市场有的被国营、合作商业所代替，有

的被取缔，到1956年末，全省城乡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525处，比1950年

减少25处，成交额为4 300万元，比1950年下降了21．8 oA。1957年曾一度将

县城以上的(包括县城)市场管理工作交由服务厅、局、科负责，将集镇及农

村的集贸市场和牲畜交易市场的管理工作划归供销合作社负责。黑龙江省的一

些大中城市，根据国务院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城市市场管理意见的

通知"，先后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1958年，商业、服务、供销“三合

一"，成立商业厅、局、科，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又归属商业部门负责，在“大跃

进"、_人民公社化力运动中，许多地方在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同时，关

闭了城市集贸市场。1959年到1961年，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黑龙江省一

些大中城市先在郊区，后在市区自发形成了一些自由市场。、1962年中共八届十

中全会后，将城市自由市场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多

方加以限制。196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

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对大中城市集市贸易，采取了“加强管理，缩

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纾的方针。到1965年末，全省城乡集

市贸易只剩下230处，居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倒数第6位。1962年以后，

把长途贩运活动视为投机倒把，加以打击；把农民经商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加以限制和取缔；把新出现的个体工商户视为“资本主义逆流一予以抨击；致

使在查处投机违法案件时，出现了宁。左’’勿右的倾向。

。文化大革命一中，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多数合并到商业局(科)，少数归属

税务或物价部门管理，有的县则改为工商行政管理站，干部有的被下放，有的

改行转业；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工作被新成立的商业公司和“打击投机倒
· ·5。



1年9月以后，各地陆续恢复了一些机构和正常工作，但

专政的工具芹，承担“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任务，农村

的集市贸易被“严格限制一。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辽宁炮制了以供销社收购农民土

副产品为主要形式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在其影响下，许多地方实行“定

期集嚣。到1976年末，全省城乡集市贸易已减少到204处，上市品种已限制到
+． 最小范围，成交额仅为3 377万元，比1965年下降了31％，居全国倒数第8位。

有些市、县虽恢复了企业登记和商标管理工作，‘但在“左一的思想影响下，以

抵制。封、资、修一为由，反对以“龙"做为商标，企业牌匾被。为人民服

务力所取代。在处理违章案件上，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些违

反市场管理规定的违章活动，当作投机倒把行为；对正当经营活动，加以限制

和取缔。禁止农民“弃农经商斗，限制农村人力、畜力、运力外流及长途贩运；

把未经登记发照的厂、店，视为“黑厂、黑店"。有的地方对违章违法者以办

“学习班一为名，搞变相拘留、审查，甚至搞“逼、供、信一。有的地方在商业

’收购旺季，因设卡堵截，而多次发生冲路障、闯关卡现象，造成人身伤亡等事

件出现。

⋯一_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f全省普遍建立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r在
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和克服“左嚣的错误的过程中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并按1978年国务院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对集市贸易、工商企业登记、经济合同、商标等项管理任务的要求，积极开展

工作。1981年1月，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对个体工商业的管理，“在行政上主

要靠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和管理"。于是，个体工商业的管理工作，从企

业管理中划出来，进行单项管理。1981年6月，国务院又将广告管理任务交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至此，工商行政管理的任务为。六管一打一(即集市贸

易、工商企业登记、个体工商业、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管理及打击投机倒把

活动)。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80年8月

沈阳现场会精神，黑龙江省先后开放了大中城市和农村的集贸市场。为打破地

区封锁，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于1981年在全省撤销了300个物资检查站。为支

持国营、集体经济搞活、促其健康发展，1981年全省进行了工商企业普查登记

工作。接着又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进行了清理，整顿了各类公司

和“中心"。

1983年3月25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放宽农副产品贩运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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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规定》，允许农民和个体有证商贩多渠道贩运，允许用机动车、船运销。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了。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打的方针。为

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的教育，同年12月建立了黑龙江省个体劳动者协会j

1984年7月31日，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发出了

《：关于紧跟改革步伐，努力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意见》。文件指出：

“凡国家政策允许生产经营的商品，企业又具备生产经营条件，商品之间又不反

向的，企业都可以申请一业为主兼营其他，可不受生产经营分工和商品类别的

限制。凡属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的农副产品和放开的日用工业品，不论国营、

集体、个体，都可以按照核准的生产经营范围经营。可以零售，也允许兼营批

发；可以经销，也允许委托代销纾。在积极支持企业搞活、促进个体经济发展的

同时，加强了市场建设及各项管理工作。

1981年至1985年，全省对城乡集贸市场的建设投资达5 127万元，建设各

种类型，各种专业市场826处，总面积为353 167平方米，添置售货台148 558

个，改变了长期以来集市贸易靠道边、摆地摊简陋状况。到1985年末，全省城

乡集贸市场已发展到1 406个，比1979年增加3倍；成交额达168 974万元，居

全国第19位，比1979年增长10．6倍。其中大中城市的集贸市场498个，比1979

年增加2．2倍，居全国第4位；成交额为56 317万元，比1979年增长17．6倍，

居全国第7位。城乡个体工商业户已发展到325 975户，比1979年增加31．8

倍，自有资金达63 413万元，比1979年增加380倍I从业人员达445 203人，比

1970年增加41倍；营业额达24．6亿元，其中，商品零售额为15．5亿元。

全省已建立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1 013个，出现遵纪守法好、团结互助好、

卫生保洁好、缴纳税费好、服务质量好的个体工商业者3 479人，其中劳动模范

342人。
‘

‘全省国营集体工商企业登记户数达111 535户，职工人数6 896 576人，比

1981年全省普查登记时增加50 962户，居全国第12位。全省注册中外合资企

业39户，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3户，承包工程的外国公司3户。吸引法国、

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黑龙江省的投资总额达5 379万美

元。

经济合同管理已由过去只管全民、集体企业的购销、加工订货合同，扩大

到建设工程承包、加工承揽、货物运输、供电、仓储、保管、财产租赁、借款、

财产保险、科技协作】0类经济合同，由过去分散、多头管理，改由工商行政管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