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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位于湖南省北部的湘鄂边界，枕长江，滨洞庭，史称

·川原要会黟、“湖湘名区骨。境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

言，是国家定点的商品粮，棉，鱼生产基地。1985年以后，经国

家地矿和建材部门对花岗岩，高岭土、矿泉水等勘探表明地下资

．源也极为丰富。这些，都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7’有利条件，也为
”

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开拓了广阔前景。 、。

。

华容出现市场和产生工商业活动的时间很早。明弘治元年

(1488)即有墨山等六市。稍后，就有了为运销东吴，西蜀的鱼， ．

米服务的加工业、运输业。工商行政管理也有了较长的履史。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有工商登记的记载。’但由于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加上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制约和接连不断的天灾战事

等的影响，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市场稀少而薄弱。工商管理既

无机构又无制度，管理工作极为混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工商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经历了曲折的的发展过程，逐步趋向活

跃和繁荣，工商行政管理也逐渐走上正轨。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工商业经济和市场经．

济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工商行政管理在国家经济工作’

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监督、检查、管理的职能也得到了愈来

愈好的发挥。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是久远的，但是作为经济建设 。

中一含不可缺的职能部门的历史，却是较短的。因而，她的管理

方法、制度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华容工商行政管理

忘》就是在这种职能地位愈来愈重要、管理方法和制度还要进一

涉丰富与完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编修一代社会主义的工商行政管理志，既无可循的陈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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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应手的资料，难度是较大的。《华容工商行政管理志》鳊写，卜

组的同志，在短短一年手的时间里，虎服各种困难，在六个省、

市的十几个档案馆(室)、图书馆里i查阅了近千卷档案、数百

册图书杂志，搜集了约300万字的文字资料，在此基础上，他们

精心设计篇目，慎审选择材料，日夜用心，分工纂写，四易其

稿，始成此志。在编写过程中，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岳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的领导，在制订篇目，试写初稿，审查定稿等各个

环节中，都给予了具体指导。。这是本志成书的重要因素。

。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体裁。正文除《概述》、

《大事记》外，分为7章20节，共约20万字。在内容上，按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分《市场管理》，《经济监督检查》、《．-r_

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工商业管理》、《经济合同管理》，

《商标广告管理》和《机构队伍》等门类。在这些门类中，较

系统地归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史料，

较翔实地记载了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改革、开放中，为处理好管理与服务、限

制与扶植的关系而作的一些尝试，也在本志中作了适度的反映。

目的是希望这些内容，能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提供一些决

策和指导工作的依据，为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

实施职能的参考，也为后来的同行提供一些振兴工商事业，避免

失误的经验教训。

值此志书卒于底成，行将问世之际，幸而为序志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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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真实、

科学、准确地记述史实。

二，断限l上限_般始于民国元年(1912>，有的内容更IJ根

据资料而因事上溯，下限断至1988年。

三、本志主要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分章横排纵写，有

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

四，本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商行政管

理史实。
‘

五、不立人物传，历届领导和先进个人，随事记载。

六、本志资料源自馆藏的档案、书刊，均经印证考订，一般

不注出处。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

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只记公元纪年。

八、为行文简便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略称为。新

中国建立后”J中国共产党略称为“中共"，中共华容县委简称

为“县委"，工商行政管理局(部门)略称为“工商局(部

门)"，市场管理委员会(部门)略称“市管会(部门)”。

九、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七个单位19 87

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精选图照和表格，以求图文并茂，表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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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

华容属湘北偏远地区，过去交通闭塞，生产水平很低，农业

- 落后，商业长期停留子原始简单的交换，直到清朝末年，全县才

有12个所谓“关市驴(农村墟场)。民国政府的38年(1912～

1949)中，虽有“鼓励农商，兴办实业"的口号，而县政府甚少
叶

有具体措施。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华容农业生产还不足自给。工

业生产基本上是片空白。商业除城关，注滋口，北景港，塔市驿

等总共不到两万非农业人口的商业集镇外，其余就只有20多处农

村季节性交易市场和400多户小商小贩。
、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农村经济制度的改变，农业生产的发

展，工业从无到有，商业也随之发展。尽管由于“左"的路线影

响，长时规实行产品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应有发展，但

到l 9 7否年，工业总产值巳由零开始上升到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2 2·l％，农业总产值中的商品率由l 9 5 2年的8·7％上

升到4 4·0 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lr 9 4 9年的8 3 6

万元上升到9 5 5 8万元，增长l 0·4 3倍。 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调整经济政策，改革经济

体制，打破城乡封锁，全县进入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的新阶段。l 9 7 9～1 9 8 8年的十年时间，以开发

本地资源(包括农副产品转化)为主的工业(如轻纺、酿酒、造

。 纸，采石等)有了一定的规模。l 9 8 8年底统计，共有工业企业

： 5 8 6个，拥有资金l 3 O 7 3万元，年总产值达到2 5 0 9 5

：
万元，占工农总产值的4 4·8％。工业工人总数达到2 4 3 7 0

掣≤ 人。工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商品产量，扩大了商品流通，推动了
’

城乡市场的繁荣。个体工商业已达9 6 9 6户，从业人员占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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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人口的2％。城镇墟场非农业人口(包括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人员)增加到5 8 3 6 8人，日上市l 0 0人以上的集贸市场
7 5亿年集市成交总额达到7 5白4万元I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达到3 4 8 3 5万元。 ．

(二)

华容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随经济和市场发展而发展。清道光

时期(1 8 4 2年左右)，县衙门开始有简单的工商管理，对经

营漕米运输业者核发《漕米执照》。到咸丰、同治年间，县衙又

增加对经营地丁、南驴、花户等业的工商业者核发执照。同时，

对民间田地、房屋、水塘、山场、树木等财产出售和租佃契约也

进行鉴证管理。但这些管理很不系统，也不规范，对工商业的制

约和推动力甚微。 ◆

民国初期新建商A，由于军阀混战，没有起到组织商民发展

经济的作用。民国l 3～l 4年(1 9 2 4～l 9 2 5)，在土

地革命中组建民食维持A，打击粮食投机者，平抑物价，保障老

百姓的粮食供给，但时间短暂。民国l 6～2 6年，全县改由治安

机构维持集市秩序，监督、强制商贩集中经营。但由于集市建设指

导思想不明，经费全由商民摊派，工商业者负担重而发展慢。抗日

战争前期(民国2 6～3 2年)，民国政府作过一些查禁日货和

禁止粮食等农副产品运往日占区的工作，但后来政府流亡，工作中

止。抗战胜利(民国3 4年)后，县政府开始对牙行实行较严格

的审核、转批手续，但终究没有形成独立的工商行政管理体系。

新中国建立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有了历史性的发展，但其
发展过程是曲折的。

l 9 4 9·1 0～1 9 5 2·l 2 l 9 4 9年底，县人民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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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商科开始围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全面开始工商管

理t开展私营工商业登记，整顿摊贩，组织摊贩公会，改造旧牙

·行，建立行栈，统一度量衡等等。同时，对扰乱市场、破坏物价

政策的商贩予以打击，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商业活动的无政府

状态和不良经营作风进行整治。一方面实施严格的管理，一方面又
· 为活跃城乡市场创造条件，扶持农村集市，开展城乡物资交流。

， 工商行政管理起到了稳定市场、保障供给、繁荣经济的作用。
’

』 ·

‘l 9 5 3·1～l 9 7 8·1 2 随着国家逐步实行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为建立产品经济服务。

l 9 5 3～l 9 5 6年，主要是从工商登记方面对私营工商业稻

小商小贩进行管理和改造，制止和打击非法从事粮、棉、油交易的

活动，维护统一市场。l 9 5 6年底，华容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

市场，城乡市场一度为之活跃。1 9 5 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

跃进"兴起，为建立“纯之又纯"的公有经济，集市贸易被作为

“资本主义自由园地”而禁止。l 9 6 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3 6个大小集市墟场又先后开放，在

市管部门的监督和引导下，集市贸易出现发展趋势。同时全县对

合作店(组)及个体商贩重新登记。之后，对国营、集体工商企

业开始登记，并建立较为健全的开、停、并、转等登记管理制

度，向工商登记规范化管理前进了一步。而且，市管部门采取措

施，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查处长途贩运和倒卖粮，棉、油等统

购物资为主的案件。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对工商行

政管理则往往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而且运动频繁，打击面广，

· 束缚了工商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
l 9 6 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削弱

一， 了杠杆作用，只被当作“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
簟{ 工具。一市管部门极力控制上市人员，限制上市商品，集贸墟场被

： 关闭，集市贸易萧条冷落。l 9 6 9年和l g 7 4年进行的两煞



大型的工商登记，都因政治运动的影响未收实效，企业的开、停、

并、转失于合理指导和控制，企业登记管理工作濒临瘫痪。个体

商贩或被作为“四旧"横扫，遭致批斗，或下放农村'接受再教

育，在严厉的限制政策下所存无几。商标管理停顿；商标使用混

乱，假冒、混同商标比比皆是。打击投机倒把是这一时期华容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准确适度地打击了一些倒

卖国家计划供应票证、生产资料和统派购物资的案件，对维护经

济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左"的作法，查处大

批所谓“地下"、“单干”、案件，甚至连“提篮小卖"也构入

打击的范围，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1976年粉碎“江青

反革命集团"后，工商行政管理开始转机，工商登记重新开展，

集市贸易缓慢放开。但由于“左"的影响尚未肃清，一些正当的

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的现象依然存在，对一

些所谓“地下"， “单干"，“剥削"的案件仍然进行了查处。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l 9 7 8·l 2～l 9 8 8·l 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贯彻中共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及其一系列发展城乡商品经济方

针、政策，工商行政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她围绕社会

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展职能活动，机构不断完善，队伍日益

壮大，逐步形成了管理与服务并举的管理体制，具有工商管理事

业与经济建设紧密相连的工作特点。管理内容日臻充实和完善。

商标管理既坚持清理整顿，又注重引导，协助企业申报注册商标，

造就一批国内名优产品。工商登记管理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子，即

以对集体企业注册登记为试点，进而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个体

经济中全面铺开，同时满腔热情地扶植其发展。市场管理不仅及

时恢复和推动发展集市贸易，而且努力增加集市投资与搞好文明

建设，提供市场服务，使集市个数与成交额同步增长。适时地把

广告事业纳入管理范畴，并借以提高本地产品的知名度。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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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合同应用子经济生活，且给予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准确查

处违章活动和投机倒把案件，稳定经济秩序。工商行政管理在经

济工作中的作用已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 (三) ．

’华容的工商行政管理在长期的实践中，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l · t

第’把保护和促进经济建设作为工商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
归宿，这是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必要前提。伴随着经济发展

和繁荣应运而生的工商管理工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会里，主要以征税派捐和强化秩序的方式实施，从而稳

定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这种方式既阻碍着经济向前发展，

又束缚了工商管理工作的自身。新中国建立后，工商管理工作随

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后来一度受“左"的影响，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工商管理工作用开展政治运动的方式进

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竞发展到把集市贸易当成“滋生资

本主义的条件和土壤"加以取缔l。这样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

展。1979年以后，把围绕经济建设作为工商管理工作准则，维护

合法经营，很快就使曾经管死的集市贸易由恢复到发展。1988年

与1979年相比，全县集贸市场个数和成交总额分别增长3．6倍和

近9倍，个体工商户也由几十户发展到近万户。

第二，准确适用政策和运用正确的工作方法是达到工商管理

工作“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要求的基本保证。20世纪50年代屋
期开始，集市贸易虽几次开放，但因管理人员掌握政策偏严，受

到很大的限制，农民自产有余的农副土产在集镇靠提篮小卖"也

被视为“投机”而予以打击和处罚，罚没金额在十元以下的口案

件∥屡见不鲜，特别是搿文化大革命"中，查处投机倒把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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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由于坚定地按照有

关经济政策和法规，采用“防打结A’以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法，因而重点查处的倒卖国家计射供应物资和重要生产资料、

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案件2363起，罚没总额297万元，都基本达到

了定性准确和处理恰当，既活跃了城乡市场，又维护了国家和群

众的利益。
’

第三，只有把管理和服务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工商行政管理

的强大生命力。长期单一的管理型职能，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对工 ．

商行政管理部门产生不信任感，管理工作在被动中进行。而

1979-'-'1988年的十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利

用职能优势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服务，加强集贸市场建设，使

1979年尚属空白的集贸市场设施，到1988年拥有了196·56万元的

设施，利用调解、仲裁合同纠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

提供市场信息，使本地外销产品增至百余种，引导商标注册，使

企业刨名牌十余亿等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得到空前的
发挥，其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全县许多土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誉为他们合法利益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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