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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锶 、，l

一、本志断限：1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8年。秉

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一般把记述重点放在1952年2月邵

东县建立以后。
。

--、全志分为“大事记”、?管理机构”、“工商企业

登记管理”、i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个体1私营经

济管理”，“集市贸易管理”、“经济合同管理”、“经济监

督检查”、“商标管理”和?广告管理”等章，约13万字。

统计图表和重要史料分附于有关章节后，以辅正文字

未及。
』

三、本志文体：以语体文为主，力求言简意明：为

使文字简洁，少数地方亦用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凡≯f号

内的文字，均系原文。对比较隐晦的古代官职及专用词

汇，择要注释，附于正文页束。
。

四、本志纪年：新中国建立前均用当时通用纪年，

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靠，以便对照；新中国建立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所载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除个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照实记载并加注说明外，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货币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邵东有关工商行政

管理之重大事件，以‘反映工商行政管理各个时期发展的

里程。与此无关之工商业之大事不在此例。

、七，全志资料来源有二：一是通过面访、社会调查

或召开专题座谈会，搜集活资料；二是查阕旧志、档案、

报刊、文献，广泛征集文字材料。共建资料卡185万字，

并经过缜密筛选，去伪存真，力求做到言之有据。
一

八、本志中“工商局”为“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

。苹委会“为“革命委员会”简称，“个协”为。个体劳动

者协会”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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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邵东县地处湘中，与衡阳，祁东、邵阳．邵阳市、新邵-涟源．双

丰等县．市接壤。潭宝(湘潭～邵阳)衡宝(衡阳～邵阳)公路、娄

。邵铁路(娄底～邵阳j通过县境．交通便利，经济活跃，城乡市场

r阔，发展工商业条件优越。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IO．198亿

元，比1952年增加14。18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094亿元．比1952

年增加51．30倍。随着县内工商业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适应不同

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根据国家的政策采取r相应的管理办法。

新中国初期，邵东县人民政府设置工商科，贯彻党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推

动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颤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活流通，

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1．956年至1963年j’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分

94由商业局、供销合作社、市场管理委员会，工商企业登记办公

室取代。‘
”。 。，、’ 1” j ，_

6
t‘‘

-_，’·’‘坟化大革命”期间，工商行政管理围绕打击资本主义，取

缔“地下工厂”，打击投机倒把，对私营工商业贸易活动严加限制，

市场萧条，物资供应紧缺。 一 !
。

‘

-中桨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邵东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清除

“左”加思想影响，转移工作重点，由限制部分商业到全面发展

商业使工商行政管理出现了重大转折。1980年，县工商局制订

了发展城乡个体工商业的措施，放宽经营范围，撤掉关卡，允许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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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贩运。至1987年，个体工商户从1979年的17户．30人，发展到

39051户、48095人，比历史最高的1955年户数增加519．85％，从业

人员增加266．96霸，居全省之冠。大批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大显身

手。其中有近3万人专门从事长途贩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都有“邵东人”的经商足迹。一支一支长途贩运队伍，把千家万

户的产品推销出去，又将千行百监需要的原材料引进来．沟通了

乡村企业和家庭工业与全国市场联系的渠道。
。

．

’ 、

。 、 ： ’，

。

1982年，贯彻“改革，开放，搞活”和。国家，集体、．个体

一起上”的方针，发展集市贸易，开放小商品市场，对全县经济

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至1988年末，全县集贸市场发展到48个。比

1978年增加84．61呖，构成了大中小结合．城乡结合的多种类，多

层次、多功能的集市贸易网络。拥有集市场地7．2万平方米，比1978

年增加8倍。适应地方商品经济发展，小五金、小百货．眼镜、人

造革制品。药材．术材．耕牛等专业市场发艟到lO个，为集

市总数的20．83％{1988年成交额1．7645亿元，占集市成交总

额的72．8】％。专业市场已成为邵东发展传统产禺和开发新产

品的集散地和区域性经济活动中心，使乡村，家庭工业得到迅速

发展。1988年末，全县联办、户办企业增加到16959户。从业人员

31218人，以拳头产品为导向，逐渐形成了．“～村一品”．“～乡一

品”的专业化生产群体，其收入达4．3145亿元，占乡镇企业总收

入的54．49嘶。1988年农村社会总产值巾，农业产值的比重由1983

年的67．7％，下降N44．71呖，工．商．运，建，服的比重蜊由

32．3％上升到55．29％。农副产品商品率则由1978年的4l％提高

到51．42嘶，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73元增加鸯]5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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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过程

中，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法{#+法令，坚持公有

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

段，加强管理和引导，保护合法经营，打击非法活动，维护社会

经济秩序，促进生产．活跃流通，繁荣经济，开锄了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新局面，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自1980年起邵东县工商局

连续8年被评为省，市(地)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先进单位。1987

年4月，邵东县工商局被国家工商局授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

统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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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1 949年

‘l 0月10日j邵阳解放。lo月中旬成立县人民政府，设工商科，

职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r 一 1’’ }。

．

’

～ i

。、．曼 1 951年 一．t’ ’1。一
，

． ，

。7 ’

l,eJ24日，邵阳县人民政府颁发《邵阳县工商企业登记暂行办

法》，开展工商企业登记。’2月在两市塘、廉桥试点，¨月垒县展

开，到1952年1月结束。

2月，两市镇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

3月20 Et，县人民政府发布通令，国民党政府商标局注册

商标作废，重新申请注船。 ，
+ ．

l 2月5日，邵东召开公、私营企业代表会，成立邵东工商业联

合会筹委会，选出委员17人、常务委员7人。同时建立5个分会、

9个支会和47个工商小组。

’ ：，
。：1 952年

。2月26日，邵东县建置，县人民政府设立工商科，负责公-私



戎事记

营[矿业．商业行政锊理及商标注册，商品检验．度量衡器监督等。

3月，邵东县工商科与税务局联合在阿市镇，廉桥，范家山，

仙搓桥等市镇进行工商企业磋记试点。

1 1月l 5～1 8日，县城两市镇召开第一次物资交流大会，成交

额22万元。 ．

1 958年

0月1 5日，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办理农村流动小贩登记发

证通告》，开腱小贩登记发证，原部阳县人民政府核发之行商营业

证I坷¨寸作废．

B月30日一9月2日，召开全县r-商业代表会议，到会123人。

贯彻粮食统管政策，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关闭粮食交易市场。

‘’。1 2月1 8—23日，邵东县召开第二次工商业代表人会，到会代表

81犬。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1954年

2月2e日，邵东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私营工商业的

物价管理的通知》，规定私营工商业经营的主要商品价格必须与国

营牌价一致。’
。。

。

B月～7月，省，地，县联合组织工作组在廉挢镇进行小商

小贩改造试点，将全镇120户小商贩划分为6个行业，组成3个合作

商店、1个经营小组。

， 7月1日，县人民政府撤销工商科，设置工业科和商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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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7

‘

，1 955年

．f月19日，邵东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 ．

2‘胄，邵东县推行农商结合合同制度。是年，供销社与58个

互助组．141个农业社签订结台合同，共订供应金额21421元、收购

金额4910元。 ，

B月1 2日，邵东县开展换发私营工商业(商业、饮食业和服

务业)营业执照工作，共换发。登记私营商业户1604户。：

1 2月31日，中共邵东县委成立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

改造领导小组，开始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 956年 、，

7月，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原商业科改设商业局，

业改造和市场管理由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分管。

7月14’15玎．召开全县小商小贩代表会议，

人。进一步贯彻了党对小商小贩的改造政策。

1 2月，邵东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
j ’· ．● ‘ ij

对私营工商

到会代表嚣

1957年
．

量
，，

3月1 2日，县商业局和手工业管理科开展对商赈和手工业人

员登记发证工作。
‘

‘ 4

’‘ ：

11月23日，县人民委员会颁布《邵东县个体手工业暂行管理

办法》，加强对手工业管理。 ．

·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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