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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如国之史、家之谱，记载了远起清

末近至今日的锦州工商行政管理的历代变化。

工商行政管理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就代表着国家的行政权

力，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干预和管理着各种经济活动。它是国家

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必不可少的。 《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的珍

贵史料说明，尽管历史时期不同，它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容忽视

的。

当然，经济是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工商行政管理，、也曾随

着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历经了几度兴衰。 《锦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志》突出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庙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由

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商品经济大发展，’使工商行政管

理又处于一个黄金时代。要抓住这个时代， “共和国的经济卫士嚣

要“无愧于时代”。

人们不应忘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演变和发

展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可做为今后的借鉴。 。温故而知新斗，

《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将对我们了解过去、研究现在、预见将

来，发挥重要的史料作用。

为修此志，编辑人员特别是年逾花甲的胡永昌同志，各处挖掘

史料、辛勤整理，字里行间都浸含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在志书出

版之际，、仅向志书编辑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相信我市从事工商行

政管理的同志们，会用自己的努力，为志书写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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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是一部统合古今的部门志，记

事上起明代，下迄1985年。

二、本志记载的地域，是以1985年锦州市管辖县(市)区地域

记述，即含锦州市古塔、凌河、太和、葫芦岛、南票等5个区和黑

山、北镇、锦县、义县、绥中、兴城等6个县以及锦西市。 《对私

营工商业登记管理和改造》的章、节主要是记述锦州市城区，不含

7个县(市)和葫芦岛、南票区。

·三、本志书按工商行政管理门类横排竖写，采用记、志、表等

综合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

四、本志书结构，分篇、章、节，节以下用一、二、三，(一)、

(二)、 (三)，①、②、③等层次表示，金志书约22万字。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年

号，括号内标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书计量表示。货币金额按历史资料记载的实际记述．

1946年、1947年按流通券元、万元为单位；1949～1950年按东北币

元、万元为单位；1951～1954年按旧人民币万元、亿元为单位；

1955年3月1日以后，按新人民币记述。百分数是以％号记述。

七、人物，j以现代为主，主要记述历届领导班子，以任职年月

顺序排列。

八、工商行政管理涉及面广，本志书只记述其工作中的主要方

面，五十年代初期重点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登记管理和改造，六十年

代重点记述市场管理，尔后是写搿七管” 搿一打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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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公私合营外，主要是执行“左’’的路线对自由市场和对小商小

贩的管理，取缔城市黑市，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1963年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恢复工商行政管理局(后改为工商物

价管理局)。至1966年这四年间，根据国务院1962年12月发布的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1963年发布的《商标管理条例》，

开展了对全民、集体工商业的登记发照工作，商标注册工作，清理

自发的个体工商业户工作，加强了对城乡集市贸易的管理和打击投

机倒把工作。但是对前两项工作步子迈的很小，作用发挥的不大。所

以这阶段主要是采取收缩的方针，加强集市贸易的市场管理，对一、

二类物资严禁登市，对长途贩运实行取缔政策，并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打击投机倒把斗争。使一度趋向活跃的城乡市场失去了活力。

1966～1976年，是极“左即路线统治时期。集市贸易和个体经

济泌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一批判，城市集贸市场被取缔，个体工商

业户被驱赶下乡，企业登记和商标注册被斥为“管、卡、压一而停

止，整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被并入其他部门，人力单薄，工作范围仅

限于打击投机倒把和管理农村集市，并且在后期又被。哈尔套社会

主义大集”所代替。在此期间，由于执行极膏左”路线，造成“限制

过严，管理过死，打击面过宽一，正当的集市贸易和贩运活动也被禁

止，人民群众怨声载道。1973年恢复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始恢复正

常工作，但仍执行极口左一路线，工作没有大的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

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迅速恢复、健康发展。在开放搞活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管理监督作用：

在企业登记管理方面，为了搞活经济，在维护国家计划的前提

下，支持各种形式的联合、合营；支持大中型企业划小核算单位；
Jl



支持企业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实行租赁承包经营；允许外地及农

村来锦州市办企业；支持发展城乡之间和城城之间的；淡向经济联

合；支持街道、乡镇大办集体企业。促进了各类经济的大发展。到

1985年底，全市登记发照的全民、集体工商企业23783户(含分支机

构)，较19179年底4370户增加544％。1980年，为了加强宏观控制、监

督制止一些企业的盲目发展，根据国家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的指示，

开展了对工业企业的普查登记工作；1981年对商业进行复查登记；

1984年对各类公司、贸易中心、货栈，进行了清理整顿，同时制止

了党政机关办企业及党政机关干部参与经商活动。

在集市贸易管理方面。1979年彻底开放农副产品市场之后，又

开放轻工产品、家俱、机动车等专业市场，交易形式也由过去单纯

零售发展到批发、批零兼营等多种经营形式。到1985年底，金市农

贸、轻工市场和其他专业市场发展到291处，比1978年(94处)增加

了2．4倍，成交额达44303万元， 占社会商品零售额20．6％。集市贸

易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开始的调剂余缺，互通有无(，

4补充国营商业不足"，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商品流通的一条重要渠
、．：厶

迫。

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金民、集体，

个体经济一齐上的精神，积极发展个体工商业户。到1985年全市发展

个体工商业60329户，较1981年增加了4．7倍。个体经济的发展，对

搞活经济，满足市场供应，安排就业人员等方面起了很好作用。为

使个体经济正常地健康地发展，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加强了

管理教育工作，在卫生、价格、秩序和违章违法活动等方面，加强

了经常性的监督管理，使其遵纪守法，树立社会主义职业道德。

积极地开展经济检查工作。1979年到1985年共查处各类投机倒

S



把案件17000件，维护了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开放搞活经济政策

的落实。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标注册、广告发布等方面，越来越

受到工商企业的重视，到1985年底，全市已注册商标509个，使用于

2000多种商品上，广告经营单位发展17家。为贯彻《商标法》、 《广

告管理条例》，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开展商标注册， 保护商

标专用权，查处假冒商标，维护商品信誉，保护消费者利益等方面

作了大量工作。仅l 985年就查处假冒商标案件115件，假冒的商品

有9类，如假冒名牌手表、自行车、烟、酒和假药等。1984年对广

告经营单位进行了全面整顿，取缔了非法经营广告单位，制止了擅

自发布有奖销售商品广告和虚假广告，使消费者免于上当受骗。

对经济合同管理。在1956年前，主要是对公、私间加工订货合

同、．私营企业给国营公司经销、代销商品的合同管理，负责签证、

审批、调解纠纷、处理违约案件等。通过管理限制了私营企业偷工

减料牟取暴剥的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开始重视经济合同

管理工作，先从管理购销合同做起，逐步扩展到管理建筑、科技、

加工、借贷、租赁、仓储、保险、运输和横向经济联合等多种经济

合同。1979～1985年，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鉴证经济合同32000

份，金额计95800万元，调解经济合同纠纷143起，争议金额4050万

元，制止无效经济合同1 179份，金额达8842万元，查处利用经济合

同进行违法活动案件82件，金额3362万元，4其中有倒卖经济合同、

签订假合同、荆用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涣利，‘非法转让经济合同

等。依法对经济合同的管理，．·有效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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