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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迪庆藏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志》在州工商局领导的重视和州志办的关心支持下，

由班建国副局长任主编，利用工作之余，用近三年时间编纂完成，现成书出版。本志的“，

出版是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因为修志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大业．

我衷心祝贺编写者的成就，并对完成这本志书作出过贡献的系统内外的单位和个人表示

感谢。 ．1

，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随国家政权和商品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在商品经济发

展的条件下，它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解决经济秩序中存在的问题，为“宏观调控，微观

搞活”服务。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在党委政府重视，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

迪庆改革开放，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 ’

{：迪庆藏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遵

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翔实生动的史料客观地记述了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

现状，表现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经济监督中的特点与作用．体现了民族地区工商行政、

管理的特色。志书的作用在于资治、存史、教化，这本志书对于我们研究迪庆州工商行

． 政管理历史j指导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

，

改革在深化，经济在发展．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各项改革，包括。

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培育发展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执法，维。
。

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建立有权威的市场执法和监督机构，都离不开工商

行政管理职能的作用。希望全州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从志书中借鉴经验

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今后的工作中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

希望通过这本志书，使州内社会各界对工商行政管理有个进一步的认识，也使州外

阅读的同志对迪庆有个进一步的了解．

‘

，

¨
一●

}

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那米扎

。，’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三日
t’

1

}’；’l--r-I．_，



用辩证

的历史

管理情

节、目

四

与现代

五

／、

七

立后直

国建立

八

此以前

统计资

九

政管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概‘述⋯⋯⋯⋯⋯⋯⋯⋯⋯⋯⋯⋯⋯⋯⋯⋯⋯⋯⋯⋯⋯．：：⋯：⋯⋯⋯⋯⋯⋯⋯．．．。(1)

大事记⋯⋯⋯．．．⋯⋯⋯⋯⋯⋯⋯⋯⋯⋯⋯⋯⋯⋯⋯⋯⋯⋯⋯⋯⋯．I⋯”：⋯⋯⋯(5)

第一章机构队伍⋯⋯．：⋯⋯一⋯⋯⋯⋯．．⋯⋯⋯j⋯⋯⋯⋯．：⋯⋯⋯⋯。(17)
第一节机 构⋯⋯⋯⋯⋯⋯⋯⋯⋯⋯⋯⋯⋯⋯⋯⋯⋯⋯⋯⋯⋯⋯⋯⋯⋯(17)

一、迪庆藏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17)

二、中旬县工商行政管理局⋯⋯⋯⋯⋯⋯⋯⋯⋯⋯⋯⋯⋯⋯⋯⋯⋯⋯⋯⋯(18)

三、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19)

四、德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

五、迪庆州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

，第二节队 伍⋯⋯mk⋯⋯⋯⋯⋯⋯⋯“⋯⋯⋯⋯⋯⋯⋯⋯⋯“⋯⋯·(21)
’一、人’员⋯⋯⋯⋯⋯⋯⋯⋯⋯⋯·⋯．．．⋯⋯⋯⋯⋯⋯⋯⋯⋯⋯⋯⋯⋯⋯”(21)

二、教育培训⋯⋯m‰⋯⋯“⋯⋯⋯⋯⋯⋯⋯⋯-．．⋯“⋯⋯⋯⋯⋯⋯⋯一(21)
’

‘

三、内部管理制度⋯⋯⋯⋯⋯⋯⋯⋯⋯⋯⋯⋯⋯⋯⋯⋯⋯⋯⋯⋯⋯⋯⋯·”(24>

第三节州工商局党群组织⋯⋯⋯⋯⋯⋯⋯⋯⋯⋯⋯⋯⋯⋯⋯⋯⋯”(25)
一、党支部⋯⋯⋯⋯⋯⋯⋯⋯⋯⋯⋯⋯’?⋯⋯⋯⋯⋯⋯⋯⋯⋯⋯⋯⋯⋯⋯·(25)

二、工会小组⋯⋯⋯⋯⋯⋯⋯·．，⋯⋯⋯⋯⋯⋯⋯⋯⋯⋯⋯⋯⋯⋯⋯⋯⋯⋯(26)’
，‘

． 三、妇女小组⋯⋯⋯⋯⋯⋯⋯⋯⋯⋯⋯⋯⋯⋯⋯⋯⋯⋯⋯⋯⋯⋯⋯⋯⋯⋯(27)一

第四节基本建设⋯⋯．．．⋯⋯⋯⋯⋯⋯⋯⋯⋯⋯⋯⋯⋯⋯⋯⋯⋯⋯⋯⋯⋯⋯(27)

一、州工商局⋯⋯⋯⋯⋯⋯⋯·⋯⋯⋯⋯⋯⋯⋯⋯⋯⋯⋯⋯⋯⋯⋯⋯⋯⋯”(27)

二、工商所建房补助⋯⋯⋯⋯⋯⋯⋯⋯⋯⋯⋯⋯⋯⋯⋯⋯⋯⋯⋯⋯⋯⋯⋯(28)
。

第五节社会团体⋯⋯⋯⋯⋯⋯⋯⋯⋯⋯⋯⋯⋯⋯·：⋯⋯⋯⋯⋯⋯⋯⋯⋯⋯．(29)＼
^ ‘

，

“-、商会⋯⋯⋯⋯⋯⋯⋯⋯⋯⋯⋯⋯⋯⋯⋯⋯⋯⋯⋯⋯⋯⋯⋯⋯⋯⋯⋯(29)
’

， ‘

’二、工商业联合会⋯⋯⋯⋯⋯⋯⋯⋯⋯⋯⋯⋯⋯⋯⋯⋯⋯⋯⋯⋯⋯⋯⋯⋯(29)

三、个体劳动者协会⋯⋯⋯⋯⋯⋯⋯⋯⋯⋯⋯⋯⋯⋯⋯⋯⋯⋯⋯⋯⋯⋯⋯(30)
“

。： 四、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31)

第二章市场建设⋯⋯⋯⋯⋯⋯：j．．j⋯⋯．．：⋯⋯⋯．j⋯⋯_矗⋯⋯⋯．：(37)．
第一节市场沿革⋯⋯⋯⋯⋯⋯⋯⋯⋯⋯．．．⋯⋯：⋯⋯⋯⋯⋯⋯⋯⋯⋯⋯(37)
第二节市场建设⋯⋯⋯⋯⋯⋯⋯⋯⋯⋯⋯⋯⋯⋯⋯⋯⋯⋯⋯⋯⋯⋯⋯⋯⋯(40)

’一、设施建设⋯⋯⋯⋯⋯⋯⋯⋯⋯⋯⋯⋯⋯m⋯⋯⋯⋯⋯⋯⋯⋯⋯⋯⋯⋯(40)’

，二、文明市场建设汹⋯⋯⋯⋯⋯⋯⋯⋯⋯⋯⋯⋯⋯：⋯⋯⋯⋯⋯⋯一⋯⋯”(42)

第三节主要集市⋯⋯⋯⋯⋯⋯⋯⋯⋯一⋯⋯·：⋯⋯⋯⋯⋯⋯⋯⋯．．．⋯⋯”(43)
一<’中旬县城集市⋯⋯⋯⋯⋯⋯⋯⋯⋯⋯⋯⋯⋯⋯⋯⋯⋯⋯⋯⋯⋯⋯⋯⋯(43)

。，‘1

、 ＼f一
。

i>



二、德钦县城升平镇集市⋯⋯⋯⋯⋯⋯⋯⋯⋯⋯⋯⋯⋯⋯⋯⋯⋯⋯⋯⋯⋯(44)

三、维西县城保和镇集市⋯⋯⋯⋯⋯⋯⋯⋯⋯⋯⋯⋯⋯⋯⋯⋯⋯⋯⋯⋯⋯(45)

四、中甸县虎跳峡集市⋯⋯⋯⋯⋯⋯⋯⋯⋯⋯⋯⋯⋯⋯⋯⋯⋯⋯⋯⋯⋯⋯(46)

五、维西县维登集市⋯⋯⋯⋯⋯⋯⋯⋯⋯⋯⋯⋯⋯⋯⋯⋯⋯⋯⋯⋯⋯⋯⋯(47)

六、维西县岩瓦集市⋯⋯⋯⋯⋯⋯⋯⋯⋯⋯⋯⋯⋯⋯⋯⋯⋯⋯⋯⋯⋯⋯⋯(47)

七、德钦县奔子栏集市⋯⋯⋯⋯⋯⋯⋯⋯⋯⋯⋯⋯⋯⋯⋯⋯⋯⋯一⋯⋯⋯(48)

第三章市场管理⋯⋯⋯⋯⋯⋯⋯⋯⋯⋯⋯⋯⋯⋯⋯⋯⋯⋯⋯⋯⋯⋯·，(55)
第一节计划物资和重要商品管理⋯⋯⋯．，．⋯⋯⋯⋯⋯⋯⋯⋯⋯⋯⋯⋯”(56)

一、一二类农副产品管理⋯⋯⋯⋯⋯⋯⋯⋯⋯⋯⋯⋯⋯。?⋯⋯⋯·j⋯⋯··：(56)

二、重点工业品(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管理⋯⋯⋯⋯⋯⋯⋯⋯⋯⋯⋯⋯(58)

第二节集市贸易管理⋯⋯⋯⋯⋯⋯⋯⋯⋯⋯⋯⋯⋯⋯⋯⋯⋯⋯⋯⋯⋯⋯⋯(60)

第三节经济检查⋯⋯⋯⋯⋯⋯⋯⋯⋯⋯⋯⋯⋯⋯⋯⋯⋯⋯‘⋯⋯⋯⋯⋯⋯⋯(63)

第四章，个体私营经济管理⋯⋯⋯⋯⋯⋯⋯⋯⋯⋯⋯⋯⋯⋯⋯⋯⋯”(71)
第一节个体工商业管理．⋯⋯⋯⋯⋯⋯⋯⋯⋯⋯⋯⋯⋯⋯⋯⋯⋯⋯⋯⋯(71)

， ，一、沿革⋯⋯⋯⋯⋯⋯⋯⋯⋯⋯⋯⋯⋯⋯⋯⋯∥⋯⋯⋯⋯·!⋯‘：⋯⋯⋯一(71)

二、新时期个体经济管理⋯⋯⋯⋯⋯⋯⋯⋯⋯⋯⋯⋯⋯⋯⋯⋯⋯⋯⋯⋯⋯(74)

第二节私营企业⋯⋯⋯⋯⋯⋯⋯⋯⋯⋯⋯⋯⋯⋯．．．∥⋯⋯⋯⋯⋯DOi，@··(81)

第五章企业登记管理⋯⋯⋯⋯⋯⋯⋯⋯⋯⋯⋯⋯⋯⋯⋯⋯⋯⋯“(85)。
第一节沿 革⋯⋯⋯⋯⋯⋯⋯⋯⋯⋯⋯⋯⋯⋯。．．，．：⋯⋯⋯⋯⋯⋯⋯⋯”’(85)

第二节登记管理⋯⋯⋯⋯⋯⋯⋯⋯⋯⋯⋯⋯⋯⋯⋯⋯⋯⋯⋯⋯⋯．．．⋯⋯⋯(86)

第六章经济合同管理¨⋯⋯⋯．：：⋯⋯⋯⋯⋯．_⋯⋯。：⋯⋯⋯-．o⋯．(97)
第一节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97)

第二节管 理⋯⋯⋯⋯⋯⋯⋯⋯⋯⋯⋯⋯⋯⋯⋯⋯⋯⋯⋯⋯⋯⋯⋯⋯⋯(98)

一、宣传和培训”j⋯⋯⋯’：⋯：?：’’：⋯⋯⋯⋯⋯⋯⋯⋯⋯⋯⋯⋯⋯．．．⋯⋯⋯·(98)
二、鉴证⋯⋯⋯⋯⋯⋯⋯⋯⋯⋯⋯⋯⋯⋯⋯⋯⋯⋯⋯⋯⋯⋯⋯w⋯⋯⋯(99)

，／
。●

． 。．

三、监督检查⋯⋯⋯⋯⋯⋯⋯⋯⋯⋯⋯⋯⋯⋯⋯⋯⋯⋯⋯”?⋯⋯⋯⋯⋯⋯(99)
_～

四、仲裁⋯⋯⋯⋯⋯⋯⋯⋯⋯⋯⋯⋯⋯⋯⋯⋯⋯⋯⋯⋯⋯⋯⋯⋯⋯⋯⋯(101)
．

、

五、“重合同、守信用一活动⋯⋯⋯⋯⋯⋯⋯⋯⋯⋯⋯⋯⋯⋯⋯¨⋯⋯⋯(10i)

第七章商标、广告管理．¨⋯⋯⋯⋯．．．⋯⋯⋯⋯⋯⋯⋯⋯⋯⋯⋯⋯．(105)
第一节商标管理⋯⋯⋯⋯⋯⋯⋯⋯⋯⋯⋯⋯⋯⋯⋯⋯⋯⋯⋯⋯．．．⋯⋯⋯(105)

第二节广告管理⋯⋯⋯⋯⋯⋯⋯⋯⋯⋯⋯⋯⋯⋯⋯⋯⋯⋯⋯⋯⋯⋯⋯⋯(106)

第八章工商行政管理规费及系统财务：⋯⋯⋯⋯⋯⋯⋯⋯⋯⋯．(109)
第一节工商行政管理规费⋯⋯⋯⋯⋯⋯⋯⋯⋯⋯⋯．．．⋯⋯⋯⋯⋯⋯⋯-(109)

一、工商行政管理规费收取标准⋯⋯⋯⋯⋯⋯⋯⋯⋯⋯⋯⋯⋯⋯⋯⋯⋯⋯(109)

二、工商行政管理规费使用范围叱⋯⋯⋯⋯⋯⋯⋯⋯⋯⋯⋯⋯⋯⋯⋯⋯⋯(112)

·第二节系统财务管理⋯⋯⋯⋯⋯⋯⋯⋯⋯⋯⋯⋯⋯⋯⋯．．．一⋯⋯⋯⋯⋯(113)
2 ，



，

一、会计科目设置⋯⋯⋯⋯⋯⋯⋯⋯⋯⋯⋯⋯⋯⋯⋯⋯⋯⋯⋯⋯⋯⋯⋯⋯(113)

’二、专用票证⋯⋯⋯⋯⋯⋯⋯⋯⋯⋯⋯⋯⋯⋯⋯⋯⋯⋯⋯⋯⋯⋯⋯⋯⋯⋯(114)

三、管理⋯⋯⋯⋯⋯⋯⋯⋯⋯⋯⋯⋯⋯⋯⋯⋯⋯⋯⋯⋯⋯⋯⋯⋯⋯⋯⋯(114)

附录：⋯⋯⋯⋯⋯⋯⋯⋯!⋯⋯⋯⋯⋯⋯⋯⋯⋯⋯⋯⋯⋯⋯⋯⋯⋯⋯⋯⋯⋯⋯．．(117)
一、先进名录⋯⋯⋯⋯⋯o⋯⋯⋯⋯⋯⋯⋯⋯⋯⋯⋯⋯⋯⋯⋯⋯⋯⋯⋯(117)

二、迪庆藏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搞活企业、

搞活流通的意见⋯⋯⋯⋯⋯⋯⋯⋯⋯⋯⋯⋯⋯⋯⋯⋯⋯⋯⋯⋯⋯⋯．(120)

三、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迪庆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 意见的通知⋯⋯⋯⋯⋯⋯⋯⋯⋯⋯⋯⋯⋯⋯⋯⋯⋯⋯⋯⋯⋯⋯⋯”(124)
四、迪庆藏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规范化管理试行办法⋯⋯(127)

五、《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志》审定意见⋯⋯⋯⋯⋯⋯．．．⋯⋯⋯⋯⋯(144)
●‘‘ ’1
，占 l己⋯⋯⋯⋯⋯⋯⋯⋯⋯··⋯⋯⋯⋯⋯⋯⋯⋯⋯⋯⋯⋯⋯⋯⋯⋯⋯⋯⋯·(145)

j时
t



。

’’

j ··

^，

·概 述 。

n 、

’

1、。

?。
·‘’。

’ 掌
：’·

’

-I：- 1 n
j’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属青藏高原东南

缘横断山脉腹地．境内名山(梅里、白茫、哈巴)大川(澜沧江、÷金沙江)．纵列．草原． ，。

谷地相问，地理独特，山河神奇．州境面积23 870平方公里。居住着藏、傈僳、汉、纳西、 ’，

彝、白、普米、怒、回、苗等22个民族。行政机构设有三县一区30个乡镇，．181个村公

所。全州1995年末总人口330 842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4人，地广物丰，人口稀少。州。·{
’

府所在地中旬县城距云南省会昆明700公里， 二：，．" ．‘。’。 ．

迪庆境秦汉属牦牛羌地，三国、晋、南北朝分属越西郡、宝髻、党项；隋属南宁州；

唐初属吐蕃神川都督府，元属吐蓍导路宣慰使司，朵甘思指挥使司，+明属丽江府，清属
。

云南丽江府，设中甸厅，维西厅(辖德钦)，民国属腾越道，设中甸县、维西县(1912年 ，

设阿墩子行政委员)，1950年迪庆和平解放后属丽江专区，设中旬县、德钦藏族自治区、
’。

维西县，1957年9月13日成立迪庆藏族自治州，。由丽江地区代管，设中甸县、德钦县、

维西县、奔子栏办事处(1959年并入德钦县)l 1973年，迪庆藏族自治州由云南省委、省

政府直接领导．1995年增设迪庆扶贫民族经济开发区．。 。， 鼍 一一
，‘

工商行政管理，随着国家政权和商品经济的出现而产生。自出现阶级和阶级统治的

国家政权以后，国家就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规章等行政措施，对商品经济活动进行管

理。旧中国虽然没有象现在这样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但对工商业的管理活动自奴隶制

出现就存在．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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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设立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对工商业和市场活动进行

监督管理的综合性监督管理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是同级人民政府

的直属职能部门，其基本职能是。依法确定各类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合法地位，监

督管理市场上的各种经济活动，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促

进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其主要工作t①对各类企业的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I②对经

济违法违章行为的检查处理，③管理城乡集市贸易，④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各类市场 ．7

的监督管理，⑤管理经济合同，仲裁合同纠纷，@管理城乡个体工商户，⑦管理私营企

业，⑧对外国投资企业和外商常驻代表机构进行登记和监督管理，⑨办理商标注册I⑩

管理各类广告l@研究工商行政管理理论政策，草拟工商行政管理法规I@承担政府交 ，

办的其它工作。 ’‘一，1，、 ’一，j ， 、
1· i．_+ 、

一 1952年11月22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的中央私营企业局

更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各地(各大城市)工商局亦先后更名为工商行政管理局。。
’

迪庆各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由经济建设科或工商科承担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1950"--1953年)，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是：①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

对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政策，积极帮助解决私营工商业经营中的实际困难．扶持私营工商 、

业恢复和发展生产，．②打击投机；整顿市场j稳定市场物价，③组织城乡集市贸易和物 ’j

， l
·

≈
、



资交流大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4"-'1956年)．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工作是贯

彻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教育、管理和

改造，打击投机、打击反限制行为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1957年工商行政管理纳入各

县商业局的职能范围．1961年始，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和充实工商行政管理机构。1968年

维西县商业局设立工商行政管理股．1965年中旬县设立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商业局一套

人马两块牌子．这一时期．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是：①恢复组织管理集市贸易，

②打击投机倒把，③开展企业登记． u、

’

’’、
t

“‘1966年5月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了全面动乱，。左倾”错误达到

了顶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赋于它进行经济领域里

阶级斗争的任务．“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全面专

政一、。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理论指导着工

商行政管理。反映到具体工作上，则是对市场管死，对小商小贩严加限制，打击投机倒

把扩大化，名日：堵死走资本主义的路。1976年10月“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

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左”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根本

纠正．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执行“左”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

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I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

斗争为纲一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否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的

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明确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此，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

共中央对于经济工作，先后作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重大决策。国民经济贯彻

搿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I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积极稳妥地

进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坚

持在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多

种经营形式并存l，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等等。．． ： ，，、+；

t一为加强新时期的国民经济管理，1979年始，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恢复健全。迪庆

州三县在1979年、‘1980年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县政府直属部门。1980年成立州工

商行政管理局，暂在商业局内设工商科开展工作，1983年lo月正式设为州政府直属局。

此后州县两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机构逐步设立健全，人员逐渐增加，各项工作蓬勃开

展。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贯彻，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工商行

政管理由管理和维护单一经济成分，单一经营方式，逐步向管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

营方式延伸；由着重对流通领域的管理，逐步向对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延伸，由着重

监督计划调节的经济活动，进而向监督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延伸；由着重监督纵向经济

活动逐步向横向经济活动的监督延伸I由管理本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向管理外商投资企

业的经济活动延伸：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全

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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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七年中，迪庆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坚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

务，一手抓放开搞活，一手抓监督管理，充分发挥了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为

促进迪庆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o

发展、建设、管好市场，活跃繁荣城乡经济，促进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1979

年至1985年，恢复组织开辟集市，实行有利于集市贸易的各项政策，活跃和繁荣城乡市

场．1986年始对城乡集贸市场进行物质设施建设，至1995年，全州共有集市地30个．有

建筑设施的市场19个，建筑面积共达20 902平方米，投资总计达1 614．5万元。在抓物质

设施建设的同时，开展搿文明市场一创建活动，坚持“放开搞活”的原则，加强市场管

理。集市贸易的上市品种和成交额逐年上升，全州集市贸易年成交额由1983年的200万

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6．1％，升至1995年的6 636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33．73％．集市贸易在商品流通中已是三分天下其占一． 一，．一
’

，引导，鼓励、扶持发展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使其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

充作用和对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进程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间，对个体私营经济

的发展，经历了纠正搿左”的思想到解放思想，再解放思想的过程。州县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提高对贫困地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之意义的认识，在政策研

究上积极当好政府的参谋，从登记管理入手，大力发展。全州个体工商业户从1979年的

4户11人发展到1995年底登记发照个体工商业户5 080户7 744人，私营企业从1987年

开始登记2户到1995年已有13户．

全面开展企业登记管理，通过登记管理和监督管理，使企业健康发展，使企业逐步

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1981年至1982年对全州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服务机构)

开展全面的普查登记，在此基础上，按国家关于企业登记管理法规，认真履行企业登记

管理职责，逐步走向登记管理法制化，不断扩大登记范围，不断改革登记管理方式和方

法，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积极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时为企业健康发展，加

强监督管理。1982年全州登记工商企业799户(营业户)，到1995年注册登记管理的企

业1 627户(其中企业法人467户，营业单位l 160户)．

发挥经济合同管理机关职能，为经济合同制度的建立健全，为地方经济发展积极作

了努力。1982年起，我国经济合同实行。统一管理、分工负责一的管理体制，即由各级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合同管理的机关，统一管理经济合同’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系’

统的经济合同，金融部门负责通过信贷的结算管理，监督经济合同的履行。州县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根据职责．认真宣传经济合同法规，开展企业合同管理培训；开展经济合同

鉴证，开展合同检查，确认无效合同，查处违法合同，开展经济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

开展。重合同守信甩”活动．1983年至1995年共鉴证各类经济合同2 725份，调解仲裁

经济合同纠纷106件，1986年至1995年检查经济合同18 813份．查处无效合同和违法合

同74件。 ．。

加强市场监督检查，查处经济违法违章行为，维护好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是工商行

政管理职能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迪庆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始终坚持“两手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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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放开搞活，一手抓打击经济违法违章行为．在日常监督、日常查处违反市场管理

法规行为的同时，根据各个时期特点，突出查处重点．在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商品

流通实行“双轨制”时期，重点查处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倒卖紧俏消费品、倒卖国家计

划物资和票证的违法行为，超经营范围等行为，市场调节逐步扩大到走向市场经济体制

以后，重点查处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走私贩私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自

1980年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到1995年，查处投机倒把及其它违法违章案件3 076

件，罚没金额达55．6万元．维护了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健康发展．，

一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工作，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起步阶段。1988年，迪

庆经济史上第一个商标注册到1995年全州已有16个注册商标。随着迪庆报刊电视事业

的发展和企业市场竞争意识的树立，商品广告巳进入迪庆社会经济生活中． o．’

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搞活”的不断深入，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工

商行政管理队伍建设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到1995年，州和三县(中旬、德

钦、维西)工商行政管理局均内设有业务科(股)室六七个，设有全州基层工商所16个．

新设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全系统在岗人员151人。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队伍自建立

之日起，始终坚持抓好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加强政治教育，加强业务培训和学

历教育，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廉政监察工作；同时努力改善办公、住房、交通、装

备等设施．良好的队伍自身建设，保证了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发挥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

成． 二 一÷ 一，r：‘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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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中旬县人民政府发布<惩处奸商布告》。

维西县为稳定粮价实行粮食集中交易。

中旬县制止粮商将本县粮食外运。

各县建立国营商业民贸公司或民贸小组． ．

1951年

1月，维西县工商科改称为工商建设科。
‘

3月，维西县对县城经商40户核发营业证。 ’，‘+

5月，中甸县建立“商业联合会”和“职工联合会”(对原工商业组织改组重新建

立)，旨在引导和组织好个体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和生产． _'． ：
．，

r。

，。

‘

J

． ’、一．。1952年
’

●

。

v，
十 i

10月，维西县“工商联合会”成立．。 t，’

1。7

当年，根据云南省商业厅‘关于大力开展集镇物资交流会议，恢复和建立初级市场

。的七点指示》精神，．各县开始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中旬县组织交流会13次。，

当年，维西县城修通简易公路。 ．

； ，、： 。‘

t ；

1953年
‘

， 维西县部分地区开始农村土地改革，土改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

活跃．当年组织开辟维西塔城、攀天阁和中旬吾竹、福格固定街期集市。

10月开始，各县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r

、 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云南省××县市场管理委员会组织通则试行草案》。当

月，维西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

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I：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一切有
‘

关粮食经营和粮食加工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不许私营粮商私自经营粮食。

1954年。

。耐
_

各县宣传号召个体工商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将县城手工业者分行业

组织为生产合作组和合作社。

9月始，国家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境内各县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

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明确，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

。 限制、改造的政策”，境内各县均执行了这一政策．

同年，丽江专区财委根据党中央对私营商业实行“暂停前进，就地踏步”的方针，制

定本区私营商业的管理办法：一、对内地商人要加强严格的市场管理和控制，特别是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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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商品上加以限制和排挤I二、现有私营商业暂时维持，不再发展I三、已排挤和转业

者基本上不再恢复，并且不再发展，以加强国营力量代替被排挤的商人．境内各县执行

了上述规定。 一．

1956年
。 ：‘’y，．” !

各县县城和主要集镇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各县成立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由商业局承担。 ·

． 1957年 ，

j
，

·．中旬、德钦藏区农村土地改革开始． 。

．‘j t，．、

9月13日，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辖中旬、德钦、维西三县)；但仍需接受丽江专区’

行署管理。 、，
√． 、～ 。≯一：-．；。：：．“，

lo月，云南省人民委员会颁布‘云南省市场管理办法》，规定了国家统购统销和统一

收购的商品，迪庆州贯彻执行． ⋯，、’ ，，‘

12月，州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禁止在市场上乱购经西藏流入外国 ；

货的通知》。按此文精神，各县加强了市场管理一 j、”． ‘j； 睁一
‘

i
，

4

， ^．

⋯
。 1958年 、．

’

‘_r p
‘

。 中甸县城通汽车。9 ∥．， 。．，”、，j ， 、：?，；。j ，

、 全州土地改革完成，7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化。农村集市关闭。 i j ’，+一 ．

．。
：}⋯4￡’ ? i ，‘：?，‘． t’ ‘二，P I．

． 一。节1959年 ，‘ √、， 耳：
‘

。。
叫 )，．

C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集市贸易的指示》，迪庆州没有认真贯彻。。

当年9月，德钦县城通汽车．
’ ’

、《 。。’．．+p ，．． ’、，
一。 一“”。j：’．

”

，“ ．1960年 t一

中甸县商业局下设工商行政管理股．。 i

一
‘。

一 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中强调

、。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迪庆州进行了宣传贯彻．
。

、一，；。
：：§、‘ E。

1961年
’

-’。，

。r 一 ’、‘’?。 、v．。一{4“
‘“．’ p’√。_，．’

全州恢复个体工商业(小商贩)22户。 ·

”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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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庆州各县着手组织农村初级市场，

维西县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并举办分片中小型物资交流会437次．
， j

．+ ’

，

，1962年 一
’

一

维西县商业局下设。工商行政管理股”． ．
。

12月，国务院颁布《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I》。根据此法规，各县在1964年、1965

年进行了企业登记。 一

t；

，，k。。1+?’
‘·1‘

一

．
，、

， 1963年 。

‘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

。示》，从该年起打击投机倒把为全州市场管理的主要工作．，、’一。 ：

初级市场在全州范围都已建立，共有32个初级市场。 ’一．⋯

，。 ：t·；j． 。二口 矽 、，
：．’ ．、

’， 1964年 一-
‘1，‘：、1， 。‘ t

。-‘‘。”

，一一：
．’

、+～

8月，中旬县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彳
、

，．一 1965年
，

n
r’●

4月，中旬县设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县商业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一

9月，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小商小贩社会主

义改造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对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的人数要严加控制，只

能减少，不能增加”。’迪庆州的个体工商业政策中体现了此精神。
‘

·；“．一． ～”‘1967年 I
’．-“

，‘．7

培 ：
。

。、
≯

，．

。

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接管州县地方工作，各县工交财贸组下设市场管理组。
，

。-．

?_

·

。

1968年
_

’

√t．．}。 。。
’，

， ÷．：，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生产组下设市场管理组；1．一j一‘
～

，|

．+-。一一
、

、一 1973年 、， ～． 。

_，

，

迪庆州开始成为省直接领导的民族自治政权。州商业局成立后，兼管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 t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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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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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领导

许个

复发

对外

为县政府直属局。

当年中旬县工商局设立中心镇、桥头(虎跳峡)、金江工商所f

德钦县工商局设立奔子栏、高峰(升平)工商所。

开展个体工商业登记发证工作．全州当年登记发证40户88人．

开展工业企业普查登记和核发营业执照工作，全州当年登记发照工业企业99户。
‘ ‘

，

一1
’

1981年
一

·

迪庆州完成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登记发照工作。

4月，中旬县工商局设立小中甸工商所． 1。

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同月，云南省政府

发布《：关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城镇个体工商户的暂行规定》．迪庆州根据上述两文精神宣

传动员城镇无业人员从事个体工商业。 ，．

。

当年起，州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始开展经济合同管理工作。

，’ 12月13日，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1982年

4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关于对执

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请示》明确规定，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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