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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县·
工商行政管理志

《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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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记载了自民国元年(1912年)至1987

年，康江县各个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历

史事件及发展沿革。其中较详细地总结了建国

以来三十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廉江县工商业和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取得的

成绩，及其经验与教训，为今后工商行政管理

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本志适合工商行业及其管理人员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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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志领导小组

第一期

(1985年10月至1987年6月)
组长。池宽

副组长：郑栋荣7

成 员：陈家保 刘亚成全敬伟 伍 宜 吕日生 陈启松庞鉴珍

梁文光徐康胜 、

‘第二期

(1987年7月至1939年4月)
组长：钟玉纯

副组长：郑栋荣

成 员：陈家保 刘观林 刘亚成 全敬伟 伍 宜 吕日生 庞鉴珍

梁文光徐康胜

《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组

第一期 ．

(1985年12月至1988年2月)
组长：陈启松

’

’．’ 副组长：庞鉴珍

? r 成 员：郑栋荣I梁启忠I 邓兴伟 周华昌

：◆ 第二期

(1988年2月至19∞年4月)
‘

副组长。庞鉴珍 j

} 成员：郑栋荣

主 审：湛江市地方志办公室 丘明章

摄影。陈 兴

封面设计题字。梁文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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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志，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定、社会物质丰富的体现。《廉江县工商行

政管理志》的编写工作是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日

益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开展的。该志总结，记述了廉江县王商行政管理部门的

业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可供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并供后人借鉴。

工商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当前，工商行政管理的任务是贯彻党和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方针、，政

策、法律、法令和制度，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发展，为加速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7

《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从1985年104开始搜集资料进行编写，在此

过程，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记述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并进

行了反复考证，以求准确。

编写《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即以历史发展为

经，以史料事实为纬，按资料归属及顺序编排。引用的资料中有文字记载，

亦有图及表，努力做到图文并用，力求真实可靠，突出廉江地方特征，以展

示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各个时期的客观现实及其规律，使本志成为历

史的再现o ，

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池宽

一九八六年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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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搿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打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

在深入地进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既是宏观控制综合性经济行政执法部

门，又是政府对工商企业间接管理职能部门，它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要的。其

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涉及到国营，集体、个体以及

外资、外贸等各个方面。具体担负着工商企业登记管理、个体经济登记管

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广告管理、市场管理、打击非法投机和缉私

管理以及保护合法经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各项工作。

要管好工商企业，就要了解工商行政管理的过去和现状，以及各个时觌

的工商行政管理政策，让人鉴往知来，以提高工作水平。

现在《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出来了，这是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工

作的一件大事，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对鼓励今人，教育后辈

很有意义。

廉江县自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迁县治于新和驿(今廉城)起，至今

已有660年的历史。《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记载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和经验，．

其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廉江县工商业和工商业管理取得的

成绩及其经验教训，供我们借鉴o

对编写《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这件有意义的事，我十分赞同，在此◆

并谨向编写此志而付出艰苦劳动的同志表示感谢。

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钟玉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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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记载了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变迁

史实。 。
．，

‘ ‘

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廉江县工农业生产也迅速发展，商品生产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在

此，中共廉江县委、廉江县人民政府及时指导修志，廉江县工商局组成修志领

导小组和编写小组。编写组于1985年10月开始调查研究，搜集资料，为编志

工作做好准备，1986年冬完成初稿，经多次修改，核对，于1988年冬完稿送

审。在编写期间，编写组先后到广东省档案馆、湛江市档案馆及廉江县、高

州县，遂溪县档案馆借阅档案及各种资料，摘录了一批材料，并采访老工商

界人士120多人，记录口碑材料一批。在此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写出《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

在修志期间，得到中共廉江县委、廉江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指示，得到

廉江县志办、湛江市工商局编志办的具体指导，得到省、市、县档案馆和有

关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廉江县工商系统广大于部，职工集体智慧

的结晶。由于资料不足，编写组成员水平有限，本志书的内容、编排以及某

些史料记述，错漏难免，恭请读者批评指正o ，．

’

1 ‘．。

_．

}、

《康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编写小组
一

一九八八年十三月
．

． ． ：j

瓣礁跚粼娜鳓蛳嘲删删蛳㈣

／L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ill|!l|麟黼黝捌Ⅲ{iili雕嘲猢|：{：；!；!ll!；||l眦嬲剖i|!il沁嘲蹦黝删圳||!i|i ·丸 葫。

一、本志指导思想：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本部门的资料，反映本县工商行政管理’

的历史和现状，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限为1912年(民国元年)，某些事情上溯到清代柬年

或更远一些；下限为1987年，有些事情涉及到1989年。遵照“略古详今”的原

则，一般把记述重点放在1949年10月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冶。

三，本志编写方法及内容：按工商行政管理门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

纵横结合。正文内容分章、节、目编写，文中述、记、志、图、表、照并

用，以求图文并茂。全书共十章，约12万字，题字3幅，市场图6幅，彩照

6版。

四、历史记事：清代和民国时期，按原来年号记入，在后面加注公元年

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记述，正文均简称为“建国前’’、矗建国后"或

“解放前静、“解放后嚣。“解放后疗系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10

月31日解放廉江之日后。

五、行政区域：清代和民国时期按当时行政区域编入。建国后几十年来

行政区域多变，1958年廉江、遂溪、海康合并为雷北县(后改为雷州县)，

本志内容尽可能按现行的乡镇编入。

六，货币单位：本志记述清末，民国时期的货币，均按当时通行的货币

单位记入口建国后人民币，均以现行人民币计算。

七、本志资料来源：一是采访、社会调查，二是查阅旧志、档案，年

鉴、报刊、图书等文字资料。通过整理，去伪存真，力求言之有据，使之成

为信史。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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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邻化州，西临合浦及北部湾，南界遂溪、

吴川及湛江市郊，北接广西博白、陆川。九州江自东北向西南汇合武陵河、

沙削河经安铺流入北部湾。黎湛铁路和河茂铁路在河唇站交会。广海北线、

湛合线、湛玉线、湛白线等公路横贯其间。

廉江县辖23个镇、5个农场和3个林场，总面积2 833平方公里。1982

年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99．78万。

古代直至南宋以前，廉江人口稀少，经济薄弱’到元、明．．清时期，人

口不断增加，工商业也随着兴旺，市场商品交换日渐增多。但各个时期的工

商行政管理各有特点，不尽相同。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迁县治于新和驿(今廉城)，形成集市的

有南墟、廉城。明清时期，福建莆田一带沿海人民纷纷到廉江定居，经营农

耕及工商业。人口持续增加，经济持续发展，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墟镇有安

铺、吉水、石角、太平、良垌、平坦、那梭、新华(两家滩)、吉水仔、横

山、营仔，仰塘、下洋、石岭、石颈、雅塘、那贺、龙湾、青平、沙芦J、息

安、高桥、塘蓬、长山，和寮等27个墟镇。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中

山，南海、番禺、顺德、台山等地商人到廉城、安铺及较大的墟镇经营药

材、苏杭货、货栈等批发零售业，安铺成为广东省西南部货物进出口岸。这

时期工商行政管理从属于税务机关的商务会。辛亥革命后，地处粤桂边境

的廉江，常遭土匪抢劫，再加上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屡经干戈，百业凋

零a『此时期增加的墟镇有白坛，新民。工商行政管理虽设有建设科和商会，

但对工商业管理放任自流。
．．，．， 一．．．．

， 自1949年1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廉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虽几经
t



波折，但仍不断有所发展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廉江县工商行政

管理工作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
‘

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时期廉江县有私营工商业

1 762户‘，从业5 582人，资金67．4万元。当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游的政策。主要是扶助工商企业恢
复发展生产；组织工商业联社，筹集资金扩大经营范围，疏通城乡渠道，组

建国营专业公司，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保护合法经营，取缔奸商非法活动，

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1953年至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盥利用，

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主要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粮食、油料、棉花实行

统购统销政策，主要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收购，不

准私商插手。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控制商品批发权，改造私营批发商。对

私营工商业进行登记发证，限制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加速对私营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加工、订货、统购

统销或代购代销、统销包销、批购经销的轨道。1956年1月24日，廉江县全

面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参加合营的商业2 906户、3574人、资金总额28．36万

元。未参加合营的商业还有246户、290人c工业参加合营的17户、395人、

资金总额8．69万元；手工业参加合营的1 356户、1 556人。工业未参加合营

的39户、400人。运输业参加合营的598人，未参加合营的159人。小商小贩也

参加了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全县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这时期新增加的有坡脊集贸市场。 ．

1958年至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1956年2月，廉江县撤销工

商科，成立商业科，同年8月改为商业局。廉城、安铺、石岭的工商业由县

商业局商政股管理，农村墟镇工商业由县供销合作社基层股管理。在党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中央、省及时地指示放宽农村集市贸易，发挥农

贸集市的补充作用。廉江县1956年至1957年农贸集市兴旺，物价稳定，货物

充裕。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忽视了商品生产，社员自留地被收

回，家庭副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合作商店，合作小组被合并

到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贸集市被关闭，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替

市场。县、公社市场管理委员会把大量正常的经商活动作为投机倒把行为进

行打击，，市场被管死，造成商品紧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1960年11

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子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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