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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囝。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

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不同，僵宾质是

国家对商品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

工商行政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随着国家政权和商品经

济的出现而产生，为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服务的。在古代是这

样，在现代也是这样。 “中国行政管理”这个名称出现于新中国

成立之后。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工商行政管理为确立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促进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

用。后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不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存在，工商行政管理

无足轻重，其职能作用逐步弱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发展，工商行政

管理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新的任务和内容．工商行政管理已成为国民

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成为政府行使工

商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在确认市场主体资格，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公平竞

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目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更

大了，执法地位更高了，责任也更重了。全区广大从事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的同志任重而道远．

《零陵地区志·工商行政管理志》，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如

实地记录了零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的发展变化，总结了正反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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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经验教训． “治天下者咀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7．本

志的编纂，对于研究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

训，更好地发挥工商行政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积报

作用将是有益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

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

=，本志记事上溯清末，下限199 1年，个别事项有所延伸．

三．本志略古详今，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鼬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四，本志编纂工作正式开始于1993年3月，峻稿于1994年1

月。由于时间短促，编者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199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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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请末．民国时期的零陵工商业，一直在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封

建主义的束缚之中．民国初年，永州地当军阀在此展开拉锯式的

争夺，混成不下几十次，致使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区内经曾}遭到严

重破坏．

民国时期，永州手工业和采矿业的生产规模，较之清代有了

扩大，并形成了纺织，造纸，服装，首饰、陶瓷，砖瓦，泥木，

民船．采矿，竹木铁器及粮油加工等行业．20军．30年代，永州出

现近代民族工商业．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永州所属各

县先后出现贫民工厂；工矿公司，有的县出现纺织厂，煤矿，电

灯公司、制革厂等．这些厂矿公司大多由私人投资或官府集资，

雇请工人使用铁制、蒸汽甚至电力机械进行生产，有比较规范的

管理制度，是零陵近代工业的雏形。

抗H战争时期，上海，长沙等地一批大中型工厂迁至祁阳

县和零陵县，一些抗日团体和慈善机构迁至零陵，国民党省政‘

府部分厅局迁往宁远和兰山．难民麇集，人口激增。这些因素的

刺激，客观上加快了区内部分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畸形

繁荣景象．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滥发形同废纸的金元券，银元券，物

价飞涨如脱疆野马，一发不可抑止。至次年3月，半年内物价高

涨2000多倍，为历史罕见。此时，境内工商业萧条萎缩，玲落不

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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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年10月，永州各属获得解放。从此，区内工商业发展进入

崭新的历史时代．
’

1049年至1050年，零瞳专署及各县政府相继设立工商行政管

理机构。由于此时交通尚未全部恢复，物资供应缺乏；群众对中目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甚了解，一般工商业者存在顾虑，不敢

大胆经营等多种原因，全区城乡市场交易紊乱，工商业萎缩。对

此，区内各级厶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工商业发展，活跃城
乡市场；用行政手段推行人民币流通，统一货币；制止物价上

涨；保护自由贸易，将南下：I二作团在汉口储备及接管长沙，衡

阳、常德等市的一批物资，分配给零度地区部分集贸市场销售；

揎出一批资金、物资．原材料，通过加工订货，包销等方式，对

私营工商业进行扶助。至1053年，全区集贸市场恢复和发展到

203个，外地客商到本地经商者不断增多。

1953年至1957年，通过对农业．手工农和民族工商业实行社

会主义改造，全区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集市贸易作为统

一市场继续存在。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对集市贸易控制得

过死，加之国家对粮食，牲猪等实行统购统销，许多农副产品被

禁止或被严格控镧E市，致使区内城乡集贸市场范围遥渐缩小，给
农业生产造成困难与不便．

1日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部分集贸市场被强行关闭，继续保

留的城乡集贸市场，上市人数和商品数量大为减少．个体工商业

受到限翩．市场管死，渠道阻塞，物资奇缺，供应紧张，物价昂

贵，造成生产倒退，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

1959年后，全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冒务院一系列关于促进工

商业发展的方针政繁，全区集市贸易逐步恢复至1953年的水平．

10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成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主要的工作任务，部分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一度改称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这期间，农村自留地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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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副业被诬为“资本主义尾巴。不时被割取．集市贸易受到严格
限制，垒区城乡集贸市场政三天一集为七日。十日、半月一集，并废

砖插花集日，由各县统一圩日。农忙季节，发放。上市证”，规定

半月甚至一月只准上市一次，对不准上市的物资和不准上市的人

员设卡堵截。城乡集贸市场被限制到最低限度，造成需要上市的种

秧种苗超过季节，仔猪延期．蔬菜老化腐烂等不应有损失．群众为

生活生产需要所迫，有的自发地利用集贸市场以外的场地进行交

易，有的利用早，午工余时间上市交易，以致出现“场内赶散，

场外赶集”的现象和。卯时闹子”， 。午时闹予。．这一期间，

十怵私营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已力量，受到取缔和打击．少

数人追于生计，冒着风险经营，造成市场上无证商贩增多·市境

秩序混乱的现象．面一些被取缔的个体工商户靠政府被济维持生
活-增加了社会负担．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上市经营对象

逐步放宽，对上市商品管理逐步放宽，上市物资品种不断增加。除

珠宝．金银．外币．文物，毒品．危险品．迷信用品．反动淫秽

物品．国家债券不准上市或由专营单位经营，棉花，蚕茧由国撼

统一收购，烤烟由烟草公司专营外，其他农尉产品全部放开，允

许上市交易．对市场秩序管理，由关、卡，堵，逐渐恢复转变为

疏导服务，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活动上来．集市贸易逐

步出现繁荣兴旺景象。至1991年底’全区集贸市场发展到368个

，其中综合性市场t88个，专业性市场88个，年成交额ll亿元，

年为国家提供税金25"00万元．与此同时，加强对集市脏．乱．

差的治理，通过文明管理，礼貌服务，使城乡集市保持良好的秩
序．开展经济检查工作，查处走私贩私和违法经营活动，1991

年，全区若查处违章违法行为38601起，经济处罚12,．85万元．开

展企业登记管理，1982年阱后，全区每年由登记机关组织人员，对

企业登记事项进行全面检查．经济合同管理与商标广告管理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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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放宽政策，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鼓励发展的方针，使个体私

营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加强管理，成立个体劳动者协

会，保护个体劳动者正当权益，开展文明经营竞赛活动．至1991

年，零陵地区共有个体工商业44107户，从业人员74303人，商

品零售额4亿余元，私营企业142户11,雇工2451人，注册资金

9．320万元，总产值3563万元，销售总额485万元．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零陵地区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一定会出现更加崭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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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队伍

。．．机构 ．第一节

新中同建立以前，零陵境内未设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1949年10月，成立零陵专员公署工商科，科长芮文．1952年

10年，湘南行署成立，零陵专署工商科撤销。1969年10月，成立

零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1971年10月与地区革

命委员会商业局合并为商业战线，但工商机构对外仍保持原称．

1973年11月，地]：商机构改称为零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商业局工商

行政管理办公室，隶属地区商业局。1974年11月，地工商机构从

商业局分出，复称零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

1979年5月撤销，成立零陵地区行政公署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

1079年11月，撤销行署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成立零陵地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正处级行政机构，局内设办公室．1980年6

月，增设市场管理科、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科、办公室改为人事秘书

张。1983年8月，改人事秘书科为办公室。1984年7月，增设经济合

同管理科、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科。1988年，增设经济检蕴科．
1 989年4月，增设人事，教育科，90年5月，增设法制科；199 n

年9月，增设财务科．1990年12月，增设商标广告管理科．

1993年3月，增设外资企业登记管理科．

附：零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机构设置示意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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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队伍
●

1969年10月，全区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共147人，其中地级机关

6人，县级机关39人，县以下机关102人。1970年，地级机关人

员增至8人。1971年至1977年，徘徊在5—8人之间。1978年以

后，人员不断增加，至1982年，全部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增至578

人。其中地级机关20人．1983年至1991年，全区工商行政管理人

员增至1500人，其中地级机关40人．

附：零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1969—1991年队伍情况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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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陵地区工商行破管理局领导名曩

姓名性别 职 务

肖德曼
张宝生

蒋克明

何广吾

李春华

唐日云

余新元

彭志安

蒋立新

李少雄

邓能发

何应元

局长

局长

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割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任职起止时间

起。 止

1981年月 1983年月

1984年月 1990年5月

1990年5月 。

1974年11月 1980年3月

1979年11月 1980年3月

1979年11月 1980年3月．

1984年7月

1983年月 1989年月

1983年月 1985年月

1986年月 1990年5月

1990年5月

先进集体名景 一 ，

单 ．．位 ． 表彰单位

东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1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兰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兰I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祁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文观铺工商所

'冷水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工商所

宁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和工商所

东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花桥工商所

双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江村工商所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男男男男男男勇男男男男男

度伯讨盯盯盯盯盯盯年b加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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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

单 位 表彰单位

1987江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 同上’

1987道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梅花工商所 同上

1987江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水口工商所 同上 。

1987新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马异村工商所 司上

1987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珠山工商所 ．‘
同上

1989 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 同上

1989东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白牙市工商所 同上

1991祁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马渡工商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疑

1992 祁伢l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2江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粗石汪工商所 同上。

1992兰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同上‘

年度姓名
1979张学

1979刘庆义

1979王国雄

1979文孔喜

1979杜孝仁

1979谭云生

1979杨登瑞

1979邱长清

1979黄孝纯

1979李先发

1987陈诗秀

1987赵世权

先进个人名录

工 作 单 位 表彰单位

零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工商行政管理尻

双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同匕

东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同上

东安县井头圩集市服务所 同一j二

新田县新圩跃进集市 同上

蓝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同上

道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红岩工商所 同j二

宁远县工商行政管理两冷水工商所 同上

江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桃}il工商所 同上

江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白芒营工商所同上

新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同上

江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水口工商所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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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济兰山县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邓隆通宁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同上

龙旺生东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

同上

蒋回城双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江村工商所 同上

蒋卫民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邮亭圩工商所同上

何水宽江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股 同上

陈生力道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梅花土商所 同上、

周明生祁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马渡工商所同上

袁绍生冷水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工商所 同上

欧阳余正零陵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管科 、同上
‘

魏继清江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涛圩工商所 同上

梁振柏．江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白茫营工商所同上

陆仁亮新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同上

郑桥贵新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同上

周石城宁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水市工商所 同上

唐志俊宁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同上

蒋回城双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江村工商所 同上

邓锭明双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工商所 同上

蒋健仁东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股 同上

文贻本东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花桥工商所 同上

李文冷水滩市工商行政政管理局经济检查室同上

黄大华冷水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工商所同上

周明生祁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马度工商所同上

李建林祁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股同上

胡功善道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清塘工商所 同上

陈生力 道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梅花工商所 同上

义源田江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桃川工商所 同上

何社平江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市管所 同上哪哪哪∞嗍嗍蚴蝴哪．嘟蝴啪嘲啪詈|啪詈}啪蓍|啪嘞啪啪啪啪啪萎!啪姗姗姗姗删㈣㈣姗姗．蝴一㈣㈣㈣姗姗㈣姗姗㈣艄蚴㈣㈣姗姗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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