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商检综合管理，包括科研与

制标，综合业务两个方面。

科研与制标工作始于 1946 年，至

1992 年 46 年间，科研技术人员在全

国商检学术、技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2 篇，科研制标 35 个，专著 27 册，

译文 5 篇。从 1982 年至 1992 年，共取

得专业科研成果 78 项，其中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 14 项，国家专利 1 项。

微机开发应用始于 1988 年，主要

应用于生丝检验的数据统计，到 1992

年，四川商检机关进出口商品的检验

数据处理、统计、制证、报表、科技管

理、财务管理、打字等工作全部实现微

机管理。

同时，还加强科技资料管理，现存

有 科 技 图 书 17916 册，检 验 标 准

45322 个，对促进商检人员业务素质

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经济建设和商检事业的不断

发展，各项管理规章制度逐步完善。从

1939 年至 1992 年，四川商检机关主

要从办公、人事、业务管理、科技、行政

财务工作和监察审计等六个方面建立

规章制度。1988 年起，实行指标和目

标责任制管理。同时进一步加强信息

管理，建立信息网络，实行微机远程通

讯，从而提高了信息工作质量。

商检机关的行政财务管理工作是

随着商检体制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的。1973 年前纯属行政单位，财务管

理实行收入上交、支出拨款，后为行政

单位，事业管理，财务实行自收自支。

1987 年为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企业化

管理。1990 年后实行事业单位财务管

理。

1949 年前，四川商检人员仅 36

人，1949 年后，商检人员总数有三次



增长，两次减少。到 1992 年全川商检

人员编制已达 613 人，42 年间，人员

编制增长 17 倍。人员的培训和学历教

育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明

显提高，1980 年大中专以上文化占总

人 数 的 15．7 % ，到 1992 年 上 升 到

67．5 % ，技 术 人 员 由 1949 年 的

19．4 % ，上升到 1992 年 79．45 % ，形

成一支多专业学科、多技术门类的商

检队伍。

1978 年到 1992 年，四川商检机

关的检验和办公用房比 1955 年增长

41．04 倍，机关宿舍 比 1955 年 增 长

27．24 倍，85 % 以上人员有住房。

四 川 商 检 机 关 档 案 管 理 始 于

1939 年，全宗档案自 1950 年开始形

成。1992 年入柜档案共四大类 1933

卷，同时收存了各类业务处(室)的证

书档案、商品档案的案卷目录。



第一节 科研成果

一、科研手段的改进

1978 年，四川商检机关已拥有进

口仪器设备——萤光显微镜、金相显

微镜、超声波探伤仪、气相色谱等先进

仪器设备共四台，改变了 50 年代初期

只能检验少量生丝、畜产品的状况，且

能承担出口商品中的生丝、罐头、冻

品、蛋品、水果等 12 类 26 种农副产品

和食品、畜产品、闹钟、皮鞋、搪瓷几种

轻工产品和进口五金钢材、机电仪和

成套设备的检验业务。同年研制成功

十一篮和九篮自动恒温烘丝炉两台，

具有工效高、省电、使用方便的特点。

到 1992 年底，四川商检机关已建

生丝、理化、生物、纺织、农畜土特、食

品、金属材料等实验室 17 个，其中一

级实验室 1 个，二级实验室 8 个，三级

实验室 8 个；配备了原子吸收、气相色

谱、液相色谱、红外碳酸测定仪、萤光

显微镜、乌斯特仪和速冷冻离心机等

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共计 1008 台，总价

值 1042．72 万元，并承担《种类表》内

的出口商品检验 15 类 275 种，进口商

品 11 类 69 种，《种类表》外的进出口

商品 64 种。在主要进出口商品检验科

学技术方面达到国内同类综合检验的

先进水平。

二、科研成果

四川商检科研工作始于 1946 年，

当时根据出口桐油、羊皮检验的需要

开始研究检验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从 1951 年开始对“改善汉鬃

加工初探”和“蛋白片制造的几个问题

的研究”发表科技论文。

为加强科研工作，1978 年，四川

商检机关制定了科技发展 8 年规划初

步意见，集中力量解决“拳头”商品(生



丝、罐头、冻兔、水果、畜产品、进口五

金钢材、成套设备等)中的重点项目检

验技术和科研工作。

从 1951 年到 1992 年，科研技术

人员在全国商检学术、技术刊物上发

表研究论文 302 篇，科研制标 35 个，

专著 27 册，译文 5 篇，总计 369 篇。为

使商检科研成果和科技人员的贡献受

到应有的重视，1979 年 11 月 28 日，

制定商检科技成果登记制度，对科研、

制标成果及其研究人员实行奖励。

1983 年 3 月 22 日，为加强科技

革新工作，使科研工作开创新局面，成

立科研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蔡德

明和高级工程师朱曜担任该组领导，

制定了工作要点，内容包括审查科研

技术革新的选题、命题；科研技术革新

的设计内容和安排；科研技术革新所

需主要设备和经费；成果报告书及其

鉴定、奖励等事项。

1987 年，成立商检科技处，加强

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1990 年 4

月 24 日，成立四川商检局科学技术委

员会(简称科技委)，梁世鹏局长和赵

英豪副局长分别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1991 年 1 月 26 日，科技委制定了章

程和三个科技管理办法，即“科技进步

奖励办法”、“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和“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同月 29 日，

制定了“四川商检‘八 ．五’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逐步建立起一套规范化、

制度化的商检科技成果鉴定、登记、奖

励制度。

从 1982 年到 1992 年，四川商检

机关共取得专业科研成果 78 项，其中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 14 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1 项(见表 7—1)。

1982 年～1992 年四川商检机关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级项目表
表 7 — 1



第二节 标准制(修)订

各类标准是进出口商品检验的重

要依据之一。从 1946 年～1992 年，随

着进出口商品种类、品种的增加和检

验标准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商检

标准的收集、使用与管理等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1980 年四川商检机关开

始参与商检标准的制定，并取得一定

成果。截止 1992 年底，已收集库存标

准 10464 个，制定标准 32 个，其中，两

个获省(部)级奖励。

一、标准的收集、使用与管理

1984 年以前，标准管理工作未设

管理人员，标准的制(修)订任务由国

家商检局下达，各检验科、处负责贯彻

执行。

1985 年起四川商检机关专设科

技科归口管理该项工作。1986 年 5月

19 日，为加强进出口商品检验标准、

方法、操作的管理，加速实现商品标准

化工作进程，成立四川商检局标准化

小组，由张权治副局长任组长，小组成

员共 11 人，负责指导现行标准、方法、

操作规程的清理、分类、拟制(修)订标

准，并组织实施等工作。1987 年由科

技科改设科技处，进一步加强对标准

的收集、制订、落实、订购、交流，督促

和检查对国家商检局所下达的有关标

准任务的完成情况。1988 年标准管理

正式纳入指(目)标责任制管理范围。

截止 1992 年底，四川商检机关共收集

库存各类检验标准 10464 个。

二、参与制订标准

从 1980 年起到 1992 年，四川商

检机关共完成检验标准的制(修)订

35 个，其中，国家标准 7 个，地方标准

19 个，行业标准 9 个(见表 7—2)。



1980 年～1990 年完成制订标准一览表



第三节 微机开发应用

微机开发应用，始于 1982 年，当

时仅有 1 台微机，由专人使用，首先在

出口创汇的拳头商品——生丝检验数

据统计上应用。检验项目多达 15 个，

年商检量 3 万批，占全国的首位。商检

总额 4 亿元。检验生丝要进行 64 次运

算，测出 124 个数据。为此，微机统计

生丝检验数据准确可靠，并可节省人

力和缩短检验出证周期。1984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在成都召开的生丝

鉴定会上，对四川商检局和四川省电

子计算机研究应用中心共同研制的微

型计算机生丝检验数据统计系统进行

成果技术鉴定。通过由国家商检局、四

川省科委、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科分院及上

海、辽宁、河南、浙江商检局等 28 个单

位的领导、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

共 50 余人的技术鉴定。该系统采用

C O B OI 语言编制模块结构程序，能对

生丝各种检验数据进行处理，并自动

打印证书和报表，具有操作简便、运行

可靠、通用性强的特点，在全国当属首

创，代表们建议在国内同行业中推广

使用。

1987 年 7 月 14 日～15 日，为了

推动微机的全面使用，四川商检局召

开了本系统微机工作座谈会。会议审

议通过 1987 年～1988 年微机工作的

计划项目，提出 1989 年实现全局微机

网络化，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相

对集中。

1988 年微机增至 5 台，应用处

(室)5 个，项目有进出口商品检验统

计系统，生丝检验数据处理及制证系

统，直发出口签证系统，普惠制管理程

序，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等

项。

1992 年微机增至 29 台，进出口

商品的检验数据处理、统计、制证、报

表、科技管理、信息传递、财务管理、打

字等工作全部实现微机化管理。

第四节 科技资料管理

科技资料管理始于 1946 年，当时

只有少量的桐油、羊皮等检验资料和

一些研究器材。

1950 年 ～ 1978 年，根 据 检 验 需



要，主要收集、研究生丝、柑桔、桐油、

棉花、大黄、麝香、白蜡、冻猪肉、肠衣、

猪鬃、羽毛、家兔皮、羊皮、苹果、大米、

蜂腊钨、硫磺等检验资料，并购有一些

检验标准和图书，基本上由各检验科

室保管。

1979 年成立资料图书室后，由办

公室设专人管理，1987 年归科技处管

理。其任务是：收集、管理、订购科技情

报和检验标准、检验方法，统一订阅全

局报刊杂志，并管理图书阅览。

1981 年 4 月 23 日，为了加强科

技图书的管理工作，使科技资料更有

效地为进出口商品检验、科学研究和

技术革新服务，本着集中管理和分散

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科技情报

资料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科室

的科技图书由资料室统一登记、编目。

建立健全保管、借阅制度。凡出国考

察、谈判、检验、业务进修等活动取得

的科技情报资料，一律交到科技资料

室统一管理。同时规定科技资料室负

责编印不定期的“科技资料”简报。

1992 年，四 川商 检 总 藏 书 量

43174 册，其中科技藏书 17916 册，主

要包括工具类、农畜食品类、机电仪表

类、轻工类、纺织类、化矿产品和 50 余

种科技杂志等科技图书；检验标准

45322 个(见表 7—3)，对促进商检人

员业务，提高技术水平起到了推动作

用。

表 7—3 四川商检局图书标准统计表



第一节 制度建设

四川商检机关的制度建设，始于

1939 年，当年，国民政府制定了“重庆

商品检验局设计考核委员会办事细

则”，内容包括行政三联制推行，施政

方针或中心工作的草拟审定，工作进

度及成绩考核，财务计划和预决算的

审议，工作竞赛与职员勤惰考核和委

员会召开例会的时间等事项。

1946 年 2月 28 日，制定了“重庆

商品检验局研究室章程草案”，对研究

的范围(检验技术、牲畜产品的生产制

造、蚕丝生产、药材及各项特种产品制

造应用，外销商品研究，技术问题委托

与对外联系，器材图书管理和书刊发

行等)，人事管理、科研的计划、经费、

奖励等作了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管

理体制的变革，经济建设和商检事业

的不断发展，管理的规章制度在不断

的补充、完善。这些年间，主要建立了

办公工作、人事工作、业务管理工作、

科技工作、行政财务工作和监察审计

等六大类规章制度。

一、办公工作制度

为了提高机关的办文质量，保证

工作有序进行，从 1954 年～1992 年，

制定了以下制度：

(一)会议制度

1962 年 12 月，制定“会议联系制

度”。

1989 年 1 月 27 日，制定“党组会

议制度”、“局务会议制度”、“局长办公

会议制度”。

(二)公文处理制度

1962 年 5 月 1 日，制定“文书处

理办法”。

1981 年 10 月 30 日，制定“公文

处理试行办法”。

1985 年 8 月 14 日，制定“文秘工

作管理暂行办法”。

1990 年，制定“打印、复印文件材



料制度”、“印章管理制度”、“机关公文

处理办法”、“传真机使用与管理的暂

行规定”。

(三)请示报告制度

1959 年 3 月 27 日，制定“加强汇

报制度的方案及实施办法”。

1962 年 12 月制定“工作联系的

有关规定”。

1980 年 6 月 30 日，制定“各商检

处工作联系试行办法”。

1990 年，制定“请示报告制度”。

(四)信息宣传制度

1988 年 6 月 21 日，制定“信息员

工作职责”。

1989 年 1 月 27 日，制定“被录用

的信息稿件付给稿酬的办法”。

1992 年 12 月 15 日，制定“信息

管理和奖励办法”。

(五)档案管理制度

1946 年 2 月 28 日，“重庆商品检

验局研究室章程草案”中规定研究器

材图书管理等事项。

1962 年 5 月 1 日，制定“文书处

理办法”第八条对档案的立卷、归卷、

调卷作了规定。

1990 年，制定“文秘档案借阅制

度”和“档案管理实施办法”。

(六)保密制度

1954 年 11 月 22 日，制定“保密

制度”。

1988 年 8 月 29 日，修定“保密制

度”。

1990 年，制定“保密制度”。

(七)督办工作制度

1990 年，制定“督办工作制度”。

二、人事工作制度

为管理好人事干部，保证工资和

奖金的发放，加强工作纪律和安全意

识，从 1954 年～1991 年，制定了以下

制度：

1954 年 11 月 8 日，制定“内部劳

动大纲”；11 月 22 日，制定“安全责任

制”。

1962 年 10 月 5 日，制定“人事管

理”和“安全保密制度”。

1986 年 6 月 13 日，制定“职工困

难补助的规定”；6 月 14 日，制定“奖

金发放试行办法”。

1988 年 1 月 19 日，制定“做好离

退休干部管理工作试行办法”；5 月 11

日，制定“局机关试行指(目)标责任制

管理办法”；8 月 2 日，制定“专业技术

干部管理办法补充规定”；10 月 5 日，

制定“调入人员条件的暂行规定”。

1990 年 1 月 19 日，制定“计划生

育工作管理办法”；1 月 20 日，制定

“专业技术干部管理办法”；4 月 14

日，制定“局机关指(目)标责任制管理

办法”；5 月 20 日，制定“局机关各处

室职责范围”；8 月 20 日，制定“职工

教育管理规定”。

1991 年 4 月 15 日，制定“劳动工

资管理办法”；4 月 27 日，制定“局机



关指(目)标责任制管理办法(试行)”；

7 月 29 日，制定“选调工作人员暂行

规定”；10月 26 日，制定“使用合同制

工人有关规定”；11月 14 日，制定“专

业技术人员任期考核实施办法”、“干

部档案管理”和“帮助解决职工子女就

业的试行办法”。

1992 年 5 月 9 日，制定“局机关

临时工管理办法”。

三、业务管理工作制度

为了提高商检质量和工作效率，

保证检验、监管、鉴定业务的完成，从

1951 年～1992 年，制定了以下制度：

1951 年 11 月 29 日，制定“有关

生丝扦样封识各项办法”。

1952 年 6月 26 日，制定“南路边

茶收购原料检验试行办法”。

1953 年 7月 17 日，制定“成型茶

分运办法”；12 月 15 日，制定“猪鬃驻

厂检验办法”。

1954 年 1 月 26 日，制定“各类商

品封识暂行办法”；11 月 22 日，制定

“技术管理制度”。

1962 年 2 月 12 日，制定“驻厂检

验暂行规定”；4月，制定“加强出口商

品出厂和中转查验放行暂行办法”和

“证单签发保管办法”；8 月 11 日，制

定“出口商品检验放行权限暂行规

定”、“检验人员工作守则”；12 月 7

日，制定“受理检验暂行规定”和“出口

商品检验依据的有关规定”。

1981 年 8 月 28 日，制定“关于凭

单换证的手续规定”。

1984 年 12 月 1 日，制定“生丝组

织检验及监督管理办法”；12 月 29

日，制定“委托检验管理办法(试行)”。

1986 年 1 月 27 日，制定“关于受

理桐油、麻、硫磺的规定”和“商检证

书、证单暂行管理办法”；2 月 5 日，四

川商检局和四川省财政厅联合制发

“关于对违反‘商检条例’行为进行惩

处的规定”；3 月 4 日，制定“关于出口

商品颁发‘认可登记证’核查办法(试

行)”；3 月 12 日，四川省劳动厅和四

川商检局联合制发“四川省出口锅炉

压力容器监督管理暂行规定”；4 月 14

日，制定“进口金属材料检验管理办法

(试行)”。

1990 年 3 月 3 日，制定“关于‘出

口肉类检验管理规定’中有关条款补

充规定”；3 月 24 日。制定“进口成套

设备检验和监督管理办法”；7 月 13

日，制定“出口丝类管理办法”。

1991 年 1 月 28 日，制定“商检代

表室工作规划”；2 月 1 日，制定“检验

签证差错管理办法”、“检验签证周期

流程管理办法”、“空白证书管理办

法”、“商检检务工作规程”；4 月 9 日，

制定“四川出口盐渍菜检验管理办法

(试行)；4 月 18 日，制定“实验室药品

的试剂管理规定”；8 月 12 日，制定

“出口商品运输包装性能检验合格单

传递的规定”；10 月 21 日，制定“出口



商品生产、供货单位检验员认可、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

1992 年 4 月 7 日，制定“加强基

础工作的若干规定”；11 月 25 日，制

定“关于加强出口纱线类、坯布类产品

批次管理的规定”；12 月 8 日，制 定

“检验签证周期流程管理办法”。

四、科技工作制度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

加强科研、制定标准工作管理，调动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开创科研工作新局

面，从 1978 年～1992 年，制定了以下

制度：

1978 年，制定“科技发展八年规

划初步意见”。

1980 年 11 月 11 日，制定“科技

资料管理办法”。

1983 年 3 月 22 日，制定“科研指

导小组工作要点”。

1990 年 4 月 24 日，制定“科技成

果归档管理办法”和“科技成果登记管

理办法”；7 月 19 日，制定“仪器设备

购置、验收、使用、报废、安全使用管理

办法”、“仪器设备考核制度”、“计算机

使用及病毒防范管理制度”、“计量器

具使用维护、事故报告制度”等。

1991 年 1 月 26 日，制定“科学技

术委员 会章程”、“科学进步奖励办

法”、“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科技

管理办法”；1 月 29 日，制定“四川商

检局‘八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3 月

15 日，制定“仪器设备备品备件管理

制度”；4 月 16 日，制定“仪器设备管

理工作检查评比办法”；10 月 9 日，制

定“仪器设备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

定”、“图书资料管理办法”。

1992 年 7月 21 日，制定“科学技

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五、行政财务工作制度

搞好商检的行政后勤和财务管理

工作，才能保证职工工作、学习、生活

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从 1950 年～1992

年，制定了以下制度：

(一)行政管理制度

1962 年，制定“财产管理办法”。

1980 年 11 月 11 日，补 充完善

“财务管理办法(草案)”。

1981 年 3 月 16 日，制定“汽车管

理使用试行办法”。

1986 年，制定“汽车调度与管理

办法”。

1989 年 6 月 20 日，制定“机关工

作人员制服换装的实施办法”。

1990 年 12 月 19 日，制定“局机

关汽车送修暂行规定”、“车辆使用、管

理规定(试行)”和“驾驶员岗位责任

制”。

(二)财务管理制度

1950 年，制定“会计暂行规定(草

案)”。

1956 年 11 月 16 日，制定“行政

机关经费开支标准有关旅差费的规



定”。

1962 年，制定“经费管理办法”。

总之，商检机关的行政财务管理

随商检体制和形势的变化而变。1973

年前纯属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实行收

入上交，支出拨款。以后，据有关规定

为行政单位，事业管理，财务实行自收

自支。

1987 年为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实

行企业化管理，即执行自收自支相抵，

超收分成上交，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基

金。主要用于专项仪器设备购置、业务

发展和专项费用开支。这样有利于增

强商检的活力，促进商检事业的发展。

1990 年后据财政部批准的“商检

系统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实

行“核定收支，定额上交(或补贴)，增

收节支留用，减收超支不补”的办法至

1992 年。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

展的需要，解决商检机关仪器设备资

金不足，国家确定商检机关是涉外经

济监督检查执法部门，实行事业(人

员)编制和企业财务管理，这是与其它

事业单位的不同之处。

为建设一支廉洁勤政的商检机关

队伍，从 1989—1992 年，制定了以下

制度：

1989 年 12 月 8 日，制定“四川商

检机关廉政措施”。

1991 年 7 月 3 日，制定“内部审

计工作规定”；9 月 23 日，制定“监察

机构调查处理政纪案件的试行办法”。

1992 年 5 月 19 日，制定“聘请兼

职监察员实施办法”；6 月 29 日，制定

“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机构及其职

责”；8 月 13 日，制定“廉政建设目标

考核实施办法(试行)”。

通过所定规章制度的实施，维护

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保证商检各项工

作的完成，使商检机关的管理工作逐

步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方向迈

进。

第二节 目标管理

指(目)标责任制管理从 1988 年

起在局机关试行，按照“加强管理，确

保上缴，职权下放，奖金拉开，季度考

评，按绩奖罚”的原则对各部门和地区

商检局进行考核。指(目)标管理的重

点是商检业务。内容包括监督管理，检

验质量，科研制标，经济指标和综合指

标等 5项，并实行百分制计分考核。

根据各部门的情况分别实行指标

和目标责任制管理。各业务检验部门



和商检公司实行指标责任制管理；对

行政和党群等部门实行目标责任制管

理；对地区商检局实行经济指标责任

制管理。

每个年度指(目)标管理任务的提

出及完成程序，由局各业务部门根据

商检有关管理规定及本部门实际情

况，按指(目)标要求提出具体目标任

务，经局指(目)标考评小组按国家商

检局和省人民政府下达的任务，全局

平衡，逐级分解，层层落实，组织实施。

各部门的年度目标，按季分解，通过每

季工作安排和季度工作检查，使目标

管理逐季落到实处，以保证全年指

(目)标任务的完成。检验费收入，由行

财处根据全省出口商品收购计划，提

出全局检验费收支目标，再按任务大

小分解到各部门和地区商检局实施。

每年第三季度，由目标考评小组根据

当年外贸任务的变化，经局务会或局

长批准对个别部门的目标作必要的调

整。

为加强目标管理，使其规范化，

1988 年～1991 年分别制定《四川商检

局机关试行指(目)标责任制管理办

法》和《指(目)标责任制实施方案和考

核对策表》(见表 7—4)。1992 年被评

为成都市目标管理优秀单位。通过五

年的实施，进出口商品检验和监督管

理已向规范化、系统化迈进一步。





第三节 信息管理

一、信息网络

商检信息工作始于 1959 年。由于

“文化大革命”干扰和机构合并等原因

而中断。1975 年恢复信息工作。

从 1988 年起，四川商检机关落实

信息工作机构和人员，改善信息工作

条件，已初步建立了商检信息网络，在

全国商检系统实行了微机远程通讯，

从而提高了信息工作效率。

(一)简报

1959 年～1978 年，四川商检机关

利用简报不定期向国家外贸部商品检

验局、四川省和重庆市外贸局反映情

况。这一时期简报的特点是，以阶段综

合情况为主，反映的内容较具体，包括

“出口商品卫生检疫”、“进出口商品检

验、鉴定”、“品质变化”等，并配合“五

反”、“再教育”、“小整风”、“双学”等内

容。

1981 年～1992 年，四川商检机关

仍是利用简报，不定期向国家商检局

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反映情

况。这一时期简报共 468 期(见表 7—

5)，其特点是，以把好进出口商品检验

关，促进四川经济发展为主，反映内容

包括“进出口商品检验”、“品质情况”、

“监督管理”、“商检科研”等。

四川商检简报一览表

(二)情报信息

《四 川 商 检 情 况 反 映 》创 办 于

1965 年。《四川商检信息》创办于 1985

年。其主要作用是收集、分析、整理进

出口商品检验、监督管理、鉴定和先进

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国际市场商品需

要，不定期向上级机关和其它有关部



门提供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卫生的

有关情况和信息。在此期间，共编发情

况反映和信息共 314 期(见表 7—6)。

四川商检情报信息一览表

达川商检局自 1991 年 8 月成立

以来，已为各方面提供商检信息 250

多条，成为地方人民政府、外贸生产经

营企业的必读资料。

编发的商检信息被省人民政府

《政务要情》和省委常委办公室《情况

快报》多次转发指导全省外贸生产、经

营单位工作。

此外还办工作月报。

(三)传播媒体

四川商检工作，1950 年～1959 年

属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条条为主，

地方为辅，1960 年～1979 年虽仍属双

重领导，但以块块为主，中央为辅，当

时信息传播的形式是，从内部印发“四

川商检简报”、“四川商检情况反映”、

“四川商检信息”，以报纸、刊物和电视

台形式报道甚少。自1980—1992 年商
检体制改革以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

视，对四川商检活动的报道散见于各

种报纸、刊物、电视和电台的达 180 余
篇。

二、信息内容

(一)贯彻执行《商检法》，严把进

出口质量关



四川商检部门贯彻《商检法》情况统计表





(二)帮助企业开发出口商品基地，促使合格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四川商检部门协助企业开发出口商品基地统计表

(三)依法检验，出证索赔，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四川商检部门执法索赔事例统计表



(四)加强监督管理，在出口企业中宣 传推行 IS O 9000 系列标准，帮企业质

量上档次

四川商检部门推行 IS09000 系列标准统计表



(五)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为外贸发展服务

四川商检部门提供国际信息统计表



(六)宣传推广普惠制，努力扩大出口创汇

推广普惠制情况表

(七)普及商检知识，介绍国际业务常识

普及商检业务知识情况表



(八)严格执法纪律，努力提高人员素质

四川商检局严格执法情况统计表



第四节 行业财务管理

民国时期，四川商检经费列入国

家支出预算，按月由财政部核定分配，

执行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 年

执行中央贸易部颁发的《所属企事业

单位费用开支预决算制度(草案)》。当

时中央贸易部对所属各地商检局经费

开支款项拨付，支入规费及其他收入

管理办法，贯彻双重领导原则，即各项

收入及开支均编制预算报西南贸易部

审核后再报中央贸易部备案。收入存

入银行作单位存款，每月汇介西南贸

易部收存并由其所收款额报中央贸易

部备案。所需费用开支，经西南贸易部

核准在其介缴之规费收入存款中拨

付，收入不足支付部分则由西南贸易

部报中央贸易部拨款补足。

1953 年 1 月，对外贸易部为达到

财政统收、统支目的，决定各地商检局

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

计制度”，支出由外贸部核转中央财政

部拨款，收入缴国库。

1954 年，全国大行政区撤销，外

贸部决定将各地商检局经费改由外贸

部供给，原执行的标准、制度、规定不

变，收入执行“海关及商检局税收会计

制度”。

1961 年国务院批准全国海关、商

检局机构体制下放，经费开支列入所

在省(市)预算内，由省(市)外贸局掌

管商检局开支。重庆商品检验局所需

经费开支由四川省外贸局审批后报省

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拨付。

经国务院批准，1975 年 1 月起各

地商检局试行行政合一制度，收入统

一上交外贸部，支出由外贸部拨款。外

贸部参照现行外贸企业财会制度，并

商得财政部同意制定了《各地商品检

验局试行行政企业合一后有关财会工

作的规定》，重庆商品检验局的财会制

度即按此规定执行。试行两年后，商检

总局又结合商检工作特点及两年试行

规定实践，又重新拟订了《全国商检财

务会计制度》，从 1977 年 1 月 1 日起

各地商检局即按此财务制度执行。

1985 年～1992 年间，国家商检局

为适应城市经济改革，挖掘商检内部

潜力，合理组织收入，节约支出，下达

了《商检系统事业单位预算包干和收

入超收分成试行办法》，四川商检局的

财务制度即按此办法执行。并结合实

际，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改革。财务收

入计划按年落实到各业务处(室)和地

区局，纳入指(目)标管理，执行超收分

成办法，将部分行政费支出，如办公

费、差旅费等人头费核准分到业务处



(室)和地区局，由其掌握使用，超支不

补，节约分成。通过几年实践，上述办

法对增收节支起到一定作用。

1992 年，财会的全部帐目编入微

机程序，为财会工作逐步实现微机化

管理奠定基础。

第五节 队伍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包括人员数量与分

布、人员培训、技术职称与工资福利和

获荣誉证书人员等。

1949 年～1992 年问，商检人员有

三次增长，两次减少。1949 年 12 月人

民政府接管重庆商检时，全局共有员

工 36 人，到 1992 年，全川商检人员编

制已达 613 人。42 年间，人员编制整

整增长 17 倍。

一、人员数量与分布

1952 年商检工作重点扩展为输

出商品的产地检验和接受委托，受理

内销检验，因此，全局人数增加到 143

人，比 1949 年增长 4 倍。

1956 年初，全国商检系统紧缩机

构、人员编制减少调出几十名技术和

行政干部，全局人数由 1955 年底的

175 人骤降至 93 人。1956 年底，随着

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西南地区

的外贸又日趋活跃，为满足外贸业务

的需要，人员编制回升到 164 人。1958

年初期，因业务量骤减，不得已又动员

人员返乡生产或外调，此时，专业技术

力量锐减，人员编制又降为 113 人，比

1956 年减少 45 % 。

1959 年，先后成立成都、昆明、贵

阳三个商检处，1960 年全局人员编制

再次 回升到 194 人，比 1958 年 增 长

70 % 。年底，因商检体制下放，昆明、贵

阳商检处分别交当地管理，人员编制

又降为 155 人，到 1963 年全局编制已

降到 121 人，1964 年 7 月，编制 减到

85 人，比 1961 年减少 82 % 。

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出口

商品品种增加，检验业务量增大，随即

又在成都、万县、南充三个市地先后建

立商检处。1980 年人员编制突破 242

人，比 1975 年增长 137 % 。1992 年全

川 人数达到 613 人，比 1980 年 增 长

153 % (见表 7—15)



1939 年～1992 年四川商检人员统计表

人员分布按市地区划分：四川商

检局机关 243 人，重庆商检局 172 人，

南充商检局 60 人，万县商检局 48 人，

内江商检局 50 人，达川商检局 40 人。

按工作性质划分：从事检验、监

管、鉴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507 人，

行政管理人员 106 人。

二、人员培训

(一)在职短期培训

1953 年～1960 年，四川商检技术

力量缺乏，为适应商检工作发展，采取

多种办法培训技术人员，有的参加商

检总局举办的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

有的送大专院校和兄弟商检局进行代

培等，先后培训茶叶和柑桔等检验人

数达 140 人之多。同时，还结合工作实

际，采取以师带徒办法进行，解决技术

人员缺乏的困难。

1961 年～1979 年，因国民经济处

于调整，机构精减、人员压缩和“文化

大革命”阶段，商检人员的业务学习，

技术培训工作受到影响。

1980 年～1981 年，四川商检人员

的教育培训工作，主要组织有关专业

人员或业务骨干进行不脱产或短期培



训。当时，商检队伍的现状是：一方面

新人员多，青年人多，中专以上文化学

历的人少；另一方面则是高、中级技术

人员少、熟悉商检业务技术的人少，懂

外语的人少。鉴于此，当务之急，是提

高人员素质，开展培训工作，培训方式

有六种：一、新进人员上岗前集训；二、

科室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边学边干；

三、以老带新，以师带徒；四、参加各类

专业技术培训班；五、培训社会检验人

员的同时提高专业检验人员的业务素

质；六、举办科普讲座，普及科学知识。

两年间受训人员达 219 人次，逐步提

高了人员文化水平、外语水平、专业技

术水平。

1985 年后，开展认可检验员工

作，培训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出口生产

厂家、外贸经营部门和收用货单位培

训检验人员。到 1988 年底，通过商检

培训、考核合格等形式，已向外贸、各

工厂培训 3464 名厂检员并颁发了认

可检验员证书。

1980 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四

川商检机关先后举办各类业务技术培

训 班 (会) 186 次，为 企 业 培训 人员

14830 人次，为四川进出口商品质量

把关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外贸的发展，进出口生产、经

营部门增多、培训量大，任务重的情况

下，1988 年四川商检局成立培训 中

心，增大培训量(见表 7—16)。

1980 年～1992 年四川商检机关组织开办短期培训情况统计表

(二)在职学历培训

从 1972 年起，四川商检机关每年

有少量的人被选送进大专院校或中等

专业学校深造。1972 年～1980 年，获

得文凭计 35 人。当年具有大中专以上

文 化 程 度 共 38 人，占 总 人 数 的



15．7 % ，商检队伍的整体文化水平还

不理想。

1982 年，四川商检局开始统一组

织人员进行学历培训。首先安排 7 名

分别在四川电大、职大、夜大、函大脱

产学习。尔后逐年安排业务骨干学习。

到 1992 年，参加学历培训 114 人 (见

表 7—17)。截止 1992 年底，四川商检

机关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计 434 人，

占总人数的 67．5 % 。比 1980 年增长

11．42 倍，商检队伍文化素质明显提

高。

1972 年～1991 年四川商检人员学历教育统计表

三、技术职称与工资福利

1949 年，四川商检机关有技术人

员 7 人，其中技正 5 人(钱鼎铨、任州、

胡少卿、刘自沛、程文霖)，技士(张优

全)和技佐(陈文贵)各 1 人，技术人员

占总人数的 19．4 % 。

1951 年～1953 年，四川商检机关

分配了农化、化学、矿砂大专毕业生 6

名，技术力量得到加强。1954 年，重庆

商检局共有技术人员 122 人，其中：技

术员 20 人，助理技术员 102 人。这部

分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18 人，

中专以上 17 人。1956 年，经过评定技

术 职务后，评定技师(工程师)4 名。

1960 年，由武汉商检局调入商检高级

技师 1 名，另从其他单位调入 1 名。至

此，全局技术人员总计 95 名，其中技

师 6 名，占技术人员总数的 6．4 % ，技

术人员 54 名，占 56．8 % ，助理技术员

35 名，占 36．8 % 。技术人员总数中，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 18 人，中专 34 人，两

者占技术人员总数的 54．7 % 。

“文化大革命”期间，未进行技术

职务评定，技术人员队伍受到削弱。以

1969 年为例，全局仅有技术人员 63

人，其中技师 6 人，技术员 36 人，助理



技术员 21 人。

1979 年，由于商检的发展，人员

编制扩大，全局人员较 10 年前翻了一

番，达到 183 人，但全局科技人员仅

84 人，较十年前只增加 7 人。其中：技

师 仅 剩 1 名，占 技 术 人 员 总 数

1．19 % ；技术员 55 人，占 65．48 % ；助

理技术员 28 人，占 33．33 % 。

1982 年，全国开展技术 职称改

革，重庆商检局根据国务院和商检总

局技术职称评定有关文件精神和规

定，经重庆商检局技术职称评定委员

会评定并经重庆商检局党组批准，报

国家商检局评委会核准，朱曜转为高

级工程师，另 16 人被评为工程师，评

定技师 15 名(工程师级)，助理工程师

3 名，助理工程师级技师 6 名，技术员

36 名。连同原有技术职称，全局技术

人员共 101 人，其中工程师级(含技

师)占技术人员总数的 32．67 % ，助理

工程师(含助理技师)占 8．91 % ，技术

员占 58．42 % 。

1987 年，四川商检局具有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人员占全局人数的 30％

以上，中专以上占 43 % 。同年经四川

商检局推荐，上报国家商检局技术职

称评审委员会评定，国家商检局批准

4 人为高级工程师，1 人为高级经济

师。同年底，四川商检机关共有各级技

术人员 284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5

名，占技 术人员总数的 1．76 % ；工程

师 81 名，占 28．52 % ；助理工程师 198

名，占 69．71 % 。此外，尚有新进未取

得技术职称的专业干部 19 人。

1988 年，补缺评审高级技术职务

9 人，中级职务 41 人。1992 年，又增补

高级技术职务 8 名，中级职务 79 人。

到 1992 年全局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 人 员 占 总 人 数 54．5 % ，中 专 占

29．29 % 。有各级技术人员 487 人，其

中，高级技术职务 23 人，占技术人员

总 数的 4．72 % (见表 7—18)，中级职

务 206 人，占 42．3 % ，助理工程师 212

人，占 43．53 % ，技 术 员 66 人，占

13．55 % 。在全局人员中，各类专业技

术职务占总人数的 79．45 % ，形成一

支多专业学科、多技术门类的商检队

伍。

工资待遇。1985 年前的人员工

资，均参照国家和有关行业工资标准

执行，分行政、技术人员、各类学校毕

业生、工人等工资标准。1985 年，按照

国家工资改革规定，实行以职务工资

为主的结构工资制。

通过改革，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

较 大。到 1992 年底，年工资总额达

236．38 万元，年标准人均工资总额达

到 2761．8 元。各类津贴占工资总数的

50 % 。

福利。1955 年，四川商检机关检

验和办公用房仅 749 平方米，宿舍居

住分散。仅 1271 平方米。1978 年～

1992 年，新 建 检 验 和 办 公 用 房 达

31489 平方米，比 1955 年增长 41．04



倍，宿 舍 也 增 至 35889 平 方 米，比

1955 年增长 27．24 倍，85 % 以上人员

有住房。

四川商检机关历任高级技术人员名单表



四、荣获商检事业证书的人员

四川商检机关建立 50多年，有数

十位同志一直工作在商检战线上，

1989 年荣 获国家商检局颁发的从事

商 检 事 业 30、20 年 荣 誉 证 书 (见 表

7—19)。

荣获商检事业证书人员表



第六节 档案管理

一、文书档案管理

四 川 商 检 机 关 档 案 管 理 始于

1939 年，重庆商品检验局(四川商检

局前身，以下同)成立后，由秘书管理

文件、机要、编译等工作，《重庆商品检

验局设计考核委员会办事细则》中规

定对业务、会议等情况要作详细的书

面报告以便存档管理。1946 年 2 月 28

日，《重庆商品检验局研究室章程草

案》中规定研究器材图书之管理等事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商检

档案全部移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

1950 年起，档案体制已较明确，

主管领导部门都落实。当时文书档案

归局总务处下设文书课，1953 年归秘

书科，1957 年归行政科，1966 年归局

办公室。1981 年～1992 年在局办公室

下设秘书科，统一管理协调文书档案

工作，配备三名专职档案员，除此，机

关各部门、各地区局配备兼职文书人

员。1991 年已形成四川商检文书档案

人员工作网络。

从 1988 年起，档案管理纳入年度

指(目)标管理及办公室工作计划，年

初有计划，年底有总结。

四川商检机关全宗档案自 1950

年开始形成。由于时间跨度大，机构沿

革变化也较大，给档案的收集、整理带

来一定困难，档案材料的完整性、全面

性受到影响，但现存档案基本上仍能

脉络清晰地反映四川商检演变的历史

轨迹。1987 年《档案法》颁布后，由于

各级领导重视和档案工作人员的努

力，档案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

轨道。

1991 年初，开始作机关档案达标

升级工作，在制度建设、档案管理及档

案库房、设施、人员配备上进行整改，

并集中力量对四十多年的档案进行鉴

定、立卷、编目。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至

1992 年底已按四川商检档案分类方

案整理入柜的档案共计四大类 1933

卷(见表 7—20)。同时收存了各类业

务处(室)保管的证书档案、商品档案

的案卷目录。



1950 年～1992 年档案立卷归档情况统计表



二、证书和商品档案管理

四川商检机关根据职能需要，组

建了由业务处(室)保管，主管机关收

存案卷目录的“证书档案”和“商品档

案”。这是商检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的不同之处。

证书档案由合同、信用证、厂检

单、开箱单、检验原始记录、开箱记录、

检验证书(证单)等材料组成。它是四

川商检机关所辖检验业务范围内，唯

一的可证明反映进出口生产企业、经

营单位每批商品质量、重量、数量的重

要依据，也是进出口生产企业、经营单

位所生产、经营商品质量情况的真实

记载，其保管期限分三种：一般商品证

书档案 2 年～4 年，生丝类证书档案 3

年～4 年，涉及索赔、理赔商品证书档

案为长期保管。

商品档案由各种进出口商品的国

际国内检验标准、行业标准、检验规

程，各类商品的监督管理办法，生产、

经营进出口商品单位的基本情况，国

外客户对该商品反映以及索赔、理赔

等材料组成。它历史的记载了不同时

期国际国内对商品质量的不同要求，

较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出口商品生产厂

家及其产品的质量情况，保管期限为

长期。

四川商检机关 1978 年开始建立

了生丝、柑桔商品档案。1979 年又建

立皮蛋、皮鞋、烟叶、核桃、苹果、茶叶、

糠醛、搪瓷 8 种商品档案。以后凡增加

出口商品均按规定建立商品档案。

三、档案检索与编研

四川商检档案分为省局机关和南

充商检局、万县商检局、内江商检局、

达川商检局、重庆商检局(单独)六个

全宗。按照各全宗单位的建立时间，分

别建立了综合档案室，各档案室所有

文书档案的检索工具有《全引目录》、

《案卷目录》、《卷内文件目录》、《文件

级著录卡》、《重要文件目录》；科技档

案的检索工具有《科技档案总目录》、

《科技档案分类目录》；声像档案的检

索工具有《案卷目录》、《卷内目录》；商

品档案和证书档案的检索工具有《案

卷目录》共 97 册。

四 川 商 检 机 关 的 编 研 工 作 从

1992 年开始进行，六个全宗单位的档

案都编有《组织沿革》、《全宗指南》、

《大事记》、《重要文件汇编》、《基础数

字汇编》、《会议简介》。

四、档案信息开发利用

保存档案的目的是为商检各项工

作服务。为此，档案室编制了各类档案

目录及配备检索工具，为利用者提供

多种查找途径。并设立阅览室以便于

阅览，制定严格借阅制度和手续，建立

借阅登记及利用效果登记簿。据不完

全统计，1986 年～1992 年借档查阅资

料 412 次，查阅档案 943 卷。为编写

《组织沿革》、《四川商检发展史》，基本

建设用图、名人史等提供确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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