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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成书了。我作为本县一名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者，尤为欣喜。

周书上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

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

食之原也”。古人尚知“虞不出，则财匮少”足见经济管理工作之重要。

工商行政管理历来是国家组织管理经济的重要行政手段。它属于上

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早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掖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对于粉

碎敌人经济封锁，挫败奸商操纵，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保证革命战争

的胜利，都起了很大作用。建国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历史阶段，

掖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均有显著成绩。其中，有经验可总结，也有教训

可吸取。《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组的同志不畏困难，担起了这一

重任。他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努力，编

纂成此书。这对我们借鉴过去工商行政管理的经验，研究和探索工商行

政管理的理论，搞好今后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都有帮助。

再者，本志书所辑录的历史资料还涉及到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以及

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也珂醴麟商业，财政，金融，物价战线
的同志和从事史学研究叼7才忑参考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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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编写经济管理工作之志，无章可循，加之志书所涉门类庞

杂，历史资料多有遗失；况且编写者多长期从事工商行政管理业务，

而不长于文字言辞；所以不当之处，实为难免。所幸，稿已成书，成

败优劣还当由读者评说；身为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员，当恭听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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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遗墨后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同各条战线一样，出现一派欣欣向

荣的大好形势。编篡一部《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我县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通过本志的编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

把掖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前进的足迹载入史册，不仅有助于全县工商干

部、职工系统地了解本行的发展史；而且对于开创我县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的新局面，无疑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我局的编志工作，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开始，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正式

定稿，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共翻阋档案二百多卷，其他资料一百多本

(份)，抄录资料八十余万字，编写成了这部达十三万字的志书。本志

书的断限，上限始于一九一O年，下限断至一九八五年。整部志书共分

为六编、十六章、三十八节，采用记、志、传、述、图、表、录等各种

体裁，并以“时按顺序，事以类聚”的方法，贯通古今，对掖县工商行

政管理七十多年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文中各种统计数字，均以

历史档案资料中抄录而来j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统计数字有

误，虽然经核实，但无更改依据，为尊重史实，原文照录，谨此说

明。

在编志过程中，为了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我们始

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按照“志贵详备’’的要

求，本着广采博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注重实用的原则；查阅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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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关档案材料，走访了大批工商系统的老干部、老职工，及各方面的

知情者，进行了大量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多方考证，缜密筛选的鉴

别研究工作。初稿写成后，又分送各有关部门和基层工商所广泛征求意

见，尽力使之符合实际。 一’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志办的直接领导，以及县档案局、商业

局编志办、县供销社编志办、银行编志办等单位的大力帮助和密切配

合，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写新志，无章可循，历史资料，多有失散，加之我们水平所限，

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殷望读者斧正。

《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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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掖县地处胶东半岛西部边缘，西部和北部濒临渤海湾，东与招远县

相接，东南与莱西县为邻，南以大泽山为界与平度县接壤，西南部隔胶

莱河与昌邑县相望，东西长约65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总面积l，816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133万亩。1983年，掖县人民政府进行了行政区划，

全县设13个镇，15个乡，总人口84．1万人。

掖县历史悠久。唐、虞、夏三代为莱夷之地。周春秋时，本县境属

莱子国地。战国时齐国即在今县城置掖邑。西汉初午，置掖县，为本县建

县之始。南北朝北魏时，分青州东部置光州，治所在掖县城、隋朝时改

光州为莱州，后复称东莱郡，唐朝时改东莱郡为莱州。明朝时，升莱州

为府，至清朝，府治均在今掖县城。掖县为莱州府首县。

掖县位于东径儿9。33’至1 20。18’，北纬36。59’至37。28 7，属暖温带

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县境内东南部低山起伏，丘陵连

绵。西北部地势渐次降低，平原广阔。全县最高点为南部大泽山北峰，

海拔690．5米。沿海有90公里(曲线)海岸线。主要河流有王河、沙河、

朱桥河、南阳河等，以北部王河、南部沙河为最大。

掖县水陆交通较为便利，沿海有石虎咀、刁龙咀、黑港口、虎头崖、

三山岛、海庙后等天然港口，可直通天津、营口、大连、烟台、龙口等

地。烟潍公路贯通县境，各乡镇之问均有公路相通，初步形成了遍及全

县的公路交通网。

掖县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气候得天独厚，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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