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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再 专

遵照县委i县政府的指示，我局于1985年

7月组建了史志编辑组。在局党组的领导下，

编辑组的同志博采广集，穷古尽今，不辞辛

劳，两次赴济南，遍访各有关单位，在全县基

层工商所的积极协助下，查挡案，抄资料，细

访知情人。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反复研究篇目，编辑撰写，至1 986年2月，基

本定稿，呈送县志办公室审定。现在，《文登

县工商行政管理志》终于问世了。：。
‘

工商行政管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

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由于自然经济占优势，商品经济不发达，

虽有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而无专门的工商行政

管理机构。史书中有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记

载，无工商行政管理志书。新中国成立后，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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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日益重要，法规日臻完
善，队伍不断壮大。为了解文登县工商行政管

理的兴衰演变，吸取经验教训，提供有案可查

的史料，·这本志书的面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希望它能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
作用。

《文登县工商行政管理志》是文登县第一

部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的志书。它的出版是文登
县工商行政管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在没有先

例的情况下编写的，志中谬误和疏漏难免，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隋 原 琴

1 987年62]



目 录

序言“““”一””⋯““⋯⋯．．一．．．．一”．．一“”一一

概述⋯⋯⋯⋯⋯⋯⋯⋯⋯⋯⋯⋯⋯⋯⋯⋯⋯l

第一章 机构沿革及人事更迭⋯⋯⋯⋯⋯⋯1l

第一节 抗日战争以前⋯⋯⋯⋯⋯⋯⋯ll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e B O B 0615

第三节解放以后⋯⋯⋯⋯⋯⋯⋯⋯⋯19

第四节 党团组织建设⋯⋯⋯⋯⋯⋯⋯37

第二章 性质、任务和作用⋯⋯⋯⋯⋯⋯⋯62

第一节 性质⋯⋯⋯⋯⋯⋯⋯⋯⋯⋯⋯62

第二节任务和作用⋯O OO Q Og⋯⋯⋯⋯⋯63

第三章市场管理⋯⋯⋯⋯⋯⋯⋯⋯⋯⋯⋯80

第一节 市场的产生与发展⋯⋯⋯⋯⋯80

第二节 不同时期的市场管理⋯⋯⋯⋯87

第三节 打击投机倒把⋯⋯⋯⋯⋯⋯123

第四节庙会山会⋯⋯⋯⋯⋯⋯⋯⋯141

第四章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I O O gI Q⋯⋯⋯l 82

第一节 抗战前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1 82

第二节 抗战后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198



第三节 私商改造⋯⋯⋯⋯⋯⋯⋯⋯232

第四节 私营工商业改造后的企业登记管

理⋯⋯⋯⋯⋯⋯⋯⋯⋯⋯⋯250

第五节 三中全会以后的工商企业登记管
理⋯⋯⋯⋯⋯⋯⋯⋯⋯⋯⋯278

9

9

0

7

0

9

O

O

2

3

4

5

3

3

3

3

3

3

●

●

●

●

●

●

●

●

●

●

●

●

●

●

●

●

●

●

理～

～

～

～

～

管～

～

～～～

告一
～

一

～一

广～～

～～～

、理理理～

～标管管管～～
商同标告～

～、合商广汜～

同

事～合节节节大～

一

二三

～章第第第章话

五

六后

第

第编



概 述

工商行政管理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

物。自从原始社会解体，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

交换，并出现了阶级及国家之后，国家就通过

颁布和实施法令、法规、制度等行政措施，对

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

文登县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创始于清光绪

三十必每(一九。八年)，当时称为商会。这是

一个由官府控制的行使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社

会机构。抗日战争期间(1 937～1 944)，县城

为日寇侵占，商会为日伪政府建设科控制。一

九四。年六月，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政

府设立实业科，负责工商行政管理。一九四四

年三月成立文威工商管理局，管辖文东、文西

两县及荣成县一部分。抗战胜利后，文东县、

文西县更名为文登县、昆嵛县，文威工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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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撤销。一九四九年取消商会，成立工商联

合会，这是一个在政府实业科直接领导下，协

助政府进行工商行政管理的群众组织。一九

五。年五月实业科改称工商科，两县先后成立

了二十五个集市管委会和大水泊、高村、文

城、汪疃等四个市场交易管理所。一九五六年

三月，文登、昆嵛两县合并为文登县。六月，

工商科撤销，成立商业局。商业局下设商政物

价股，负责文城集市管理，区乡(镇)农村集
市由供销社负责管理。一九五七年七月，全县

成立七处集市贸易交易管理所，并配备了专职

管理干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市管工作由

采购站代理。一九六一年九月恢复原机构设

置。一九六三年十月成立文登县市场物价管理

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五月起全县市集贸易交

易管理所改称。文登县X X集市交易管理

所”，管理人员正式列入国家编制，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开始独立办公。一九六五年九月市场

物价管理委员会撤销，成立了文登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与商业局合署办公。十二月将全县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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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交易管理所改称“文登县X X工商行政管

理所”。一九六七年，文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改

称“文登县革命委员会生产部工商组”，与商业

组合署办公。一九七一年四月，县、社两级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并入商业组和供销社，每公

社设一处工商行政管理所。一九七七年十月，工

商行政管理局正式与商业局分离开始独立办

公，全县设十一处工商所。一九八四年四月，成

立“文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

会”；七月，工商局内设一室三股，辖十六处

工商所，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一百人；八月，成

立县个体劳动者协会，乡(镇)相继成立个体

劳动者分会。
。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工商行政管理

系统党组织属人民政府机关党委领导，一九五

七年至一九七七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商业

局合署办公，全体共产党员属商业局党组领导，

一九七八年底整党后，工商局成立党支部。。九

八四年工商局建立党组，局机关和全县十六处

工商所都成立了党支部。(大所党员多自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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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小所党员少，与有关单位联合成立)。工
商系统的共青团组织，由于团员人数少，一直未
能单独成立团支部，先后附属商业局、供销
社、税务所、镇机关团支部过组织生活。

据史书记载，早在西周时期，集市已形

成，国家开始对集市进行管理，并有了工商行

政管理法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不断
扩大。北齐天保七年，正式设置文登县。明洪

武元年，筑城建市，文登从此开始有了固定的

集市。至抗日战争前，全县除了文城外，还有

汪疃、宋村、高村、大水泊等四个规模较大的
集市和二十几个较小的集市。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飞机轰炸文登，集市

遭到破坏。一九四。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
领导人民积极开展斗争，发展了解放区的集市

贸易。一九四四年八月，文登解放。不久，人

民政府内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区商会成立市

场检查委员会，加强市场治安、工商与税收的

管理。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由于战争和

天灾，生产遭到破坏，集市规模缩小，物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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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大。一九五。年市场状况有了好转。一九

五三年经过“三反一、．“五反”，全国金融物

价稳定，市场开始繁荣。一九五八年秋以后，

由于“左”的路线和国际国内客观因素的影

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市场失去控制。

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六十条》颁布以后，集
市开放，个体经济得到发展，集市情况好转，

至一九六六年，集市贸易购销两旺。从一九六

六年下半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使市场管理也陷

入了无章可循的混乱之中，集市多被关闭，集

期减少，个体交易渠道几乎全部被堵死。一九

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左”的路

线开始得到纠正，政策放宽，经济搞活，集市

得到恢复和扩大，物质条件得到改善。市场管
理得到加强，推行岗位责任制和“五好集市标
准静，成立“集市治安办公室"，大力疏理商
品流通渠道，建立商品网络，促进集市贸易的
发展和管理。至一九八五年，集市贸易各类商品
成交额达到了3，628．6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重要内容之一的打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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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投机倒把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政

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形

式。抗日战争时期，打击投机倒把是紧紧围绕

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一九
四四年文威工商管理局成立后，专设稽征股，下

设事务所，严禁解放区粮食、油料、军需用品

及金银等流入敌占区，粉碎日寇对根据地的经

济封锁和经济破坏。解放战争时期，打击投机倒

把的重点是严禁私贩粮食和洋纱，稳定市场物

价。一九五。年设立集市管理委员会和交易所，

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严厉打击部分私人工商
业者倒卖工业品，破坏国家计划经济的

违法活动。经过“三反一、 搿五反斗后，

市场秩序有了根本好转， “一五”期间

是建国以来全县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至一九六一年底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市场黑市交易猖獗。
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在市场管理中，提出要重

点打击投机倒把，限制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
一九六四年县委成立打暑i投机倒把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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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专业队伍，县长挂帅，严厉打击投机倒把

活动，基本上煞住了社会上的投机倒把歪风。

十年动乱期间，“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一九

六七年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一九七

。年成立“一打三反”办公室，一切私人经营

活动都在严格的政治监督下进行，投机倒把活

动大为减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
的经济政策的放宽，对投机倒把的界限有了新

的规定，并注意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打击投机

倒把的质量。一九八。年以后，走私贩私案件
陆续发生，打击倒卖进I：1物资和倒卖金银，文

物等违法活动，成为市场管理的一个重要内
容。一九八二年长途贩运开禁，市场管理提出

“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全县十四处

工商管理所驻地都成立“集市治安办公室”和

“乡(镇)物价管理小组"，使打击投机倒把
工作得到加强。

庙会(亦称庙市)和山会，是历史上集市

的一种特殊形式，始于元，明，兴盛于清。日

寇侵犯文登之后， 山会庙会终止。延及数百
‘

一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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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山会庙会，对文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

一定的促进作用。

据史书记载，我国两汉时期就对工商业实

行登记管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均未中断。一
九四四年日寇逃遁，文登回到人民手中，生产
得到迅速发展，到一九四六年，形成了第一个

工商业发展高潮。从一九四七年开始，由于战

争和天灾，工商业萎缩萧条。从一九五。年起

到一九五五年，经过党和人民的努力，出现了

建国以来最好的政治经济形势，工商业出现了

第二个发展高潮。以后几年工商业发展曾一度

衰落，后经国民经济调整，至一九六五年又形

成了第三个发展高潮。十年动乱期间，工商企

业登记管理被削弱．企业发展失去控制， 商

业、服务业网点减少，个体户绝迹。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进行全县工

商企业登记试点。之后，国家陆续颁发了一系

列经济管理法规，使工商企业登记有了法律依

据。由于坚决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的经济政策，全县工商企业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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