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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新编《宁夏财政志》，是独立的财税专业志书。史料辑录时限

上至公元1895午(清光绪二十一年)，下限断至1990年。本志力求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秉笔直书，如实记述，

反映近百年来宁夏财政的兴衰更替，成败得失和各个不同时期的基

本特点，并以主要篇幅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宁夏财政40年来发展

变化的过程。

二、本志以概述提挈全书，按类分设“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财政管理’’和“机构设置与干部教育，，四篇；以事项发生时间先后为‘

序，排成章、节；节下均以一、(一)序码代目，分段记述。

三、宁夏建立省制始于192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两次改易建

制。在编写过程中，对所取史料、数据，力求保持系统、完整，但因行政

区划变动频繁，加之民国档案多已散失，有些地方难免出现断层，计

列数字残缺不全。
‘

四、为力求文省事明，必要之处随文插列图示，以昭证信。本志引

用数据及有关经济指标均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财政数字均以财政

决算和文档资料所列数字为准。

五、为突出宁夏特点和财政专业个性，对全国性的有关财政方

针、政策和规章制度，一般不录全文，只着重记述宁夏在贯彻执行中

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实践；以翔实记述宁夏财政、税务事项为

主，对与有关部门相关的工作内容和社会效果一概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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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便于记述，本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为新中国

成立后，个别地方或简称为解放后；50年代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简称西

北大区或西北大行政区；公历纪年与民国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在有关章节中，除开始使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历纪年外，其后均不

一一括注；清代以前各朝年号一律用汉字书写，并括注公历纪年，所

用数字和计算单位均按史料原载如实书写、计列，不作注释。从1955

年3月1日起，宁夏流通货币，一律以新人民币取代旧人民币，折算

比例为1元比1万元，为反映历史面貌，除个别地方仍用旧人民币值

外，统计表列数字一律以新人民币值计列。
。

七、根据史料，本志部分章节仍沿用了“三反、五反"、“平调退

赔’’、“五小企业”、“三爵资金’’等词，因观其内容可解原意，故未作注；

所述事项出处，文中多已交待清楚，未再注明引．文。

八、为避免记述文字之间夹列图表过多，且又便于查阅，故将各

篇所附统计表格均以篇序编号，统一置于本篇之后。



序 言

修志源于战国，发展至清代，达到了鼎盛阶段。志书具有“存史、

资治、教化’’之功能，其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瀚，已是中华民族的一

大宝贵精神财富。 j

盛世修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个崭

新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神

州大地呈现一派政通人和、繁荣昌盛的大好景象：宁夏各族人民以邓

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投身改革，

开拓进取，为振兴宁夏经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劳动和工作，国民经济

发展充满生机，回汉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编修社

会主义新方志和专业志书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宁夏财政志》属于专业志书类。三经寒暑，编修成书，近60万

字。志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料为依据，翔

实地记述了近百年来宁夏财政的兴衰更替和成败得失，并以重墨和

主要篇幅，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宁夏财政40年来的沿革发展过

程·寓经验教训于记述之中，揭示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的基本特

点和发展规律。“征文献于既往，资考镜于来兹一。以史为鉴，继往开

来，这对深化宁夏财政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

新型财政管理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通观全志，其所述史料和统计数据显示：宁夏财政的发展和沿

革，既反映了财政的一般性与历史连续性，又反映了社会主义财政与

旧时代财政的本质区别。在解放后的40年间，宁夏财政遵循“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从财力上

为保证人民民主政权行使职能，发展宁夏经济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
． ·1‘



要的作用。宁夏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从财力上给

予的巨大支持。仅据1958--1990年统计，中央补助收入为106亿元，

约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61．3％。特别是改革开放的10年，平均补

助收入都在8亿元左右，1987年高达8．9亿元。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

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宁夏原有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财政积累水平很

低。这一状况，既反映了宁夏经济发展的客观差距，又反映了民族地

区财政的基本特点及其所要采取特殊政策措施的必要性。就总体而

言，宁夏财政仍属于建设性财政。1 950一1990年，宁夏财政支出为

1 63；10亿元(含中央补助收入)，其中经济建设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

支出，分别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支出的55％、20％。特别是在全面实行

改革开放以后，宁夏财政紧紧围绕搞活经济这一中心环节，在致力财

政自身改革的同时，竭尽财力可能，积极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放宽政

策，扩大企业财权，企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即使在

支出增长过猛、财力甚感不足的情况下，宁夏财政仍按照“保吃饭、保

重点、保改革"的原则，实行重点倾斜政策，保持了支援农业、教育、科

学事业支出的稳定增长，并通过建立财政投资信用和社会发展基金

管理体制，运用财政贴息等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建设资金可供量，支

持企业技术进步，发展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促使宁夏财政向经营型财

政转轨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一

志书所记史料表明，40多年来，宁夏财政工作虽已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也曾经遭受过一些挫折，工作中也有

过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宁夏财政志》的修成出版，是一项富有

意义的系统工程，在此，特表祝贺。
‘

宁夏物产丰富，潜力很大，开发前景非常广阔。只要我们继续坚

持深化改革，团结一致，脚踏实地，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振兴宁夏经

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和具有民族地区特点的宁夏财

政，将会结出累累硕果。
确；毛

一秕{^“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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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救恤费⋯⋯⋯⋯⋯O O Q a mQ O O O OO O OOQ QIO抽⋯⋯⋯

．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

一、抚恤事业费⋯⋯⋯⋯⋯⋯⋯⋯⋯⋯⋯O O 0 0BO⋯⋯⋯⋯⋯⋯⋯

一二、离休和退休退职费⋯⋯⋯⋯⋯⋯⋯⋯⋯⋯⋯⋯Q00 00 O⋯⋯⋯

三、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费⋯⋯⋯⋯⋯⋯⋯⋯⋯⋯⋯⋯⋯⋯⋯⋯

四、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QO B OOO⋯⋯⋯OOO QO O O O Q⋯⋯⋯

五、其他民政事业费⋯⋯⋯⋯⋯⋯⋯““⋯⋯⋯⋯⋯⋯⋯⋯⋯”

第四章行政管理费⋯⋯”⋯⋯⋯⋯⋯⋯⋯⋯⋯⋯⋯⋯⋯⋯⋯⋯·

第一节清末时期的行政管理费⋯⋯⋯⋯⋯⋯⋯⋯QO 0 000⋯⋯⋯

一、行政费⋯⋯⋯⋯⋯⋯⋯⋯⋯⋯⋯⋯⋯1 00 OOQ⋯⋯⋯⋯⋯⋯⋯

’二、民政费⋯⋯⋯⋯⋯⋯⋯⋯⋯⋯⋯⋯⋯⋯⋯⋯⋯⋯⋯⋯⋯⋯

三、司法费⋯⋯⋯⋯⋯⋯⋯⋯⋯⋯⋯⋯⋯000 9 00⋯⋯⋯⋯⋯⋯⋯

‘四、财政费⋯⋯⋯⋯⋯⋯⋯oo m oom⋯⋯⋯⋯⋯⋯⋯⋯⋯·⋯”00 D 0 00

五、军政费⋯⋯⋯⋯⋯⋯⋯⋯⋯⋯⋯⋯⋯000000⋯⋯⋯⋯⋯⋯⋯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行政管理费‰⋯⋯⋯⋯⋯⋯⋯⋯OO O Q OO OOO O BO

一、行政费⋯⋯⋯⋯⋯⋯⋯⋯⋯⋯⋯⋯⋯⋯⋯⋯⋯⋯⋯⋯⋯⋯

二、司法费⋯⋯⋯⋯⋯⋯⋯⋯⋯⋯⋯⋯⋯⋯⋯⋯⋯⋯⋯⋯⋯⋯
’

三、公安和军政费⋯⋯⋯⋯⋯⋯000000⋯⋯⋯⋯⋯⋯⋯⋯⋯⋯⋯

四、财务费⋯⋯⋯⋯⋯⋯⋯⋯⋯⋯⋯⋯⋯⋯⋯⋯⋯⋯⋯⋯⋯⋯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管理费⋯⋯⋯⋯⋯⋯⋯⋯⋯OO m OOQ

一、行政经费⋯⋯⋯⋯⋯⋯_⋯⋯⋯⋯⋯⋯⋯⋯⋯⋯⋯⋯⋯⋯

二、公安安全经费⋯⋯⋯⋯⋯⋯⋯⋯⋯⋯⋯⋯⋯⋯⋯⋯⋯⋯⋯

三、检法司经费⋯⋯⋯⋯⋯⋯⋯⋯⋯⋯⋯⋯⋯⋯⋯⋯⋯⋯⋯⋯

第五章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OOO Ba O⋯⋯

第一节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000 000 000 000 Q00⋯⋯⋯⋯⋯⋯000 0 00 000

第二节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第三节。三西刀农业建设专项资金⋯⋯⋯⋯⋯⋯⋯⋯⋯⋯⋯⋯

第六章其他专项支出⋯⋯⋯⋯⋯⋯⋯⋯⋯⋯⋯⋯⋯⋯⋯⋯⋯⋯

第一节国防战备费⋯⋯⋯⋯⋯⋯⋯⋯⋯⋯⋯⋯⋯⋯⋯⋯⋯⋯

一、民兵建设事业费⋯⋯⋯⋯⋯⋯⋯⋯⋯⋯⋯⋯⋯⋯⋯⋯⋯⋯

二、人民防空经费⋯⋯⋯⋯⋯⋯⋯⋯⋯⋯⋯⋯‘⋯⋯⋯⋯⋯⋯·

第二节其他部门事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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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事业费⋯⋯⋯⋯⋯⋯⋯⋯⋯⋯⋯⋯⋯⋯⋯⋯⋯⋯⋯⋯(302)

二、华侨事业费⋯⋯⋯⋯⋯⋯⋯⋯⋯⋯⋯⋯⋯⋯⋯⋯⋯⋯⋯⋯(302)

三、劳教、劳改事业费⋯⋯⋯⋯⋯⋯⋯⋯⋯⋯⋯⋯⋯⋯⋯⋯⋯(302)

四、税务事业费⋯⋯⋯⋯⋯⋯⋯⋯⋯⋯⋯⋯⋯⋯⋯⋯⋯⋯⋯⋯(303)

五、工商管理事业费⋯⋯⋯⋯⋯⋯⋯⋯⋯⋯⋯⋯⋯⋯⋯⋯⋯⋯(304)

六、统计事业费⋯⋯⋯⋯⋯⋯⋯⋯⋯⋯⋯⋯⋯⋯⋯⋯⋯⋯⋯⋯(304)

七、其他事业费⋯⋯⋯⋯⋯⋯⋯⋯⋯⋯⋯⋯⋯⋯⋯⋯⋯⋯⋯⋯(304)

第三节。五七"干校和干部下乡插队落户经费⋯⋯⋯⋯⋯⋯⋯(306)

一、。五七"干校经费⋯⋯⋯⋯⋯⋯⋯⋯⋯⋯⋯⋯⋯⋯⋯⋯⋯⋯(306)
。

二、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306)

第四节地方外事经费和其他支出 ⋯⋯⋯⋯⋯⋯⋯⋯⋯⋯⋯⋯(306)

一、地方外事经费⋯⋯⋯⋯⋯⋯⋯⋯⋯⋯⋯⋯⋯⋯⋯⋯⋯⋯⋯(306)

二、其他支出⋯⋯⋯⋯⋯⋯⋯⋯⋯⋯⋯⋯⋯⋯⋯⋯⋯⋯⋯⋯⋯(307)

第五节上解中央支出⋯⋯⋯⋯⋯⋯⋯⋯⋯⋯⋯⋯⋯⋯⋯⋯⋯·(307)

一、上解收入⋯⋯⋯⋯⋯⋯⋯⋯⋯⋯⋯⋯⋯⋯⋯⋯⋯⋯⋯⋯⋯(307)

二、上缴专项资金⋯⋯⋯⋯⋯⋯⋯⋯⋯⋯⋯⋯⋯⋯⋯⋯⋯⋯⋯(308)

第三篇财政管理。

第一章财政体制⋯⋯⋯⋯⋯⋯⋯⋯⋯⋯⋯⋯⋯⋯⋯⋯⋯⋯⋯⋯(353)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财政体制⋯⋯⋯⋯⋯⋯⋯⋯⋯⋯⋯⋯(353)

。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体制⋯⋯⋯⋯⋯⋯⋯⋯⋯⋯⋯⋯(354)

一、省(自治区)财政体制⋯⋯⋯⋯⋯⋯⋯⋯⋯⋯⋯⋯⋯⋯⋯⋯(354)

二、地、市、县财政体制⋯⋯⋯⋯⋯⋯⋯⋯⋯⋯⋯⋯⋯⋯⋯⋯⋯(359)

三、乡镇财政体制⋯⋯⋯⋯⋯⋯000 00 0⋯⋯⋯⋯⋯⋯⋯⋯⋯⋯⋯(363)

第二章财政预决算管理⋯⋯⋯⋯⋯⋯⋯⋯⋯⋯⋯⋯⋯⋯⋯⋯⋯(365)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预算管理．⋯⋯⋯⋯⋯⋯⋯⋯⋯⋯⋯⋯(365)
’

一、预算编制与审批程序⋯¨⋯⋯⋯⋯⋯⋯⋯⋯⋯⋯⋯⋯⋯⋯(365)

二、预算执行⋯⋯⋯⋯⋯⋯⋯⋯⋯⋯⋯⋯⋯⋯⋯⋯⋯⋯⋯⋯⋯(366)

三、预算科目⋯⋯⋯“⋯⋯⋯⋯⋯⋯⋯⋯⋯⋯⋯⋯⋯⋯⋯⋯⋯·(366)

!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预算管理．⋯⋯⋯⋯⋯⋯⋯⋯⋯⋯⋯⋯(367)

一、预算编制与审批程序⋯⋯⋯⋯⋯⋯⋯⋯⋯⋯⋯⋯⋯⋯⋯⋯(367)
·6。



‘

二、预算执行⋯⋯⋯⋯⋯⋯⋯⋯⋯⋯⋯⋯⋯⋯⋯⋯⋯⋯⋯⋯⋯

三、预算科目⋯⋯⋯⋯⋯⋯⋯⋯⋯⋯⋯⋯⋯⋯⋯⋯⋯⋯⋯⋯⋯

第三节决算管理⋯⋯⋯⋯⋯⋯⋯⋯⋯⋯⋯⋯⋯⋯⋯⋯⋯⋯⋯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决算⋯⋯⋯⋯⋯⋯⋯⋯⋯⋯⋯⋯”，⋯⋯⋯·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决算⋯⋯⋯⋯⋯⋯⋯⋯⋯⋯⋯⋯⋯⋯⋯⋯

第四节改变县市财政补贴状况⋯⋯⋯⋯⋯⋯⋯⋯⋯⋯⋯⋯⋯

第五节金库制度⋯⋯⋯⋯⋯⋯⋯⋯⋯⋯⋯⋯⋯⋯⋯⋯⋯⋯⋯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金库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金库制度⋯⋯⋯⋯⋯⋯⋯⋯⋯⋯⋯⋯⋯⋯

第三章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_节清末民国时期的预算外资金⋯⋯⋯⋯⋯⋯⋯⋯⋯⋯⋯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预算外资金⋯⋯⋯⋯⋯⋯⋯⋯⋯⋯⋯

一、预算外资金范围⋯⋯⋯⋯⋯⋯⋯⋯⋯⋯⋯⋯⋯⋯⋯⋯⋯⋯

二、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三节。两项基金"管理⋯⋯⋯⋯⋯⋯⋯⋯⋯⋯⋯⋯⋯⋯⋯⋯

第四节。三资刀企业管理⋯⋯⋯⋯⋯⋯⋯⋯⋯⋯⋯．．．⋯⋯⋯⋯

第五节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

第四章税收体制与征收管理⋯⋯⋯⋯⋯⋯⋯⋯⋯⋯⋯⋯⋯⋯⋯

第一节税收体制⋯⋯⋯⋯⋯⋯⋯⋯⋯⋯⋯⋯⋯”“⋯⋯⋯⋯”

第二节征收管理⋯⋯⋯⋯⋯⋯⋯⋯⋯⋯⋯⋯⋯⋯⋯⋯⋯⋯⋯

第五章会计管理与核算⋯⋯⋯⋯⋯⋯⋯⋯⋯⋯⋯⋯⋯⋯⋯⋯⋯

第一节会计管理‘⋯⋯⋯⋯⋯⋯⋯⋯⋯⋯⋯⋯⋯⋯⋯⋯⋯⋯⋯

第二节会计核算⋯⋯⋯⋯⋯⋯⋯⋯⋯⋯⋯⋯⋯⋯⋯⋯⋯⋯⋯

一、预算会计⋯⋯⋯1,0 0 80⋯⋯⋯⋯⋯⋯⋯⋯⋯⋯⋯⋯⋯⋯⋯⋯

二、工商税收征解会计⋯⋯⋯⋯⋯⋯⋯⋯⋯⋯⋯⋯⋯⋯⋯⋯⋯·

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四、农业税征解会计⋯⋯⋯⋯⋯⋯⋯⋯⋯⋯⋯⋯⋯⋯⋯⋯⋯⋯

第六章财务管理⋯⋯⋯⋯⋯⋯⋯⋯⋯⋯⋯⋯⋯⋯⋯⋯：⋯⋯⋯”

第一节企业财务管理⋯．．．⋯．．．⋯⋯⋯⋯⋯⋯⋯⋯⋯⋯⋯·,0 0 00

一、固定资产管理⋯⋯⋯⋯⋯⋯⋯⋯⋯⋯⋯⋯⋯⋯⋯⋯⋯⋯⋯
’

二、流动资金管理⋯⋯⋯⋯⋯⋯⋯⋯⋯⋯⋯⋯⋯⋯⋯⋯⋯⋯⋯

三、成本管理⋯．．．⋯⋯⋯⋯⋯⋯⋯⋯⋯⋯⋯⋯⋯⋯⋯⋯⋯⋯⋯

(374)·

(378)

(379)

(379)’

(379)

(382)

(382)

(382)

(382)

(387)

(392) ．

(393)

(395)

(398)

(398)

(402)

(407)

(407)

(409)

(409)

(412)

(418)

(420)

(424)

(424)

(424)

(427)

(429)

·7。



四、利润分配⋯⋯⋯⋯⋯⋯⋯⋯⋯⋯⋯⋯⋯⋯⋯⋯⋯⋯⋯⋯．．．·(434)

，第二节基本建设财务管理⋯⋯⋯⋯⋯⋯⋯⋯⋯⋯⋯⋯⋯⋯⋯(439)

一、基建财务管理⋯⋯⋯⋯⋯⋯⋯⋯⋯⋯⋯⋯⋯⋯⋯⋯⋯⋯⋯(439)
。

二、建筑安装企业财务管理⋯⋯⋯⋯⋯⋯⋯⋯⋯⋯⋯⋯⋯⋯⋯(443)

第三节行政事业财务管理⋯⋯⋯OOg B·Q·Q O OOO 000 O·⋯⋯⋯⋯⋯⋯(445)

一、全额管理⋯⋯⋯⋯⋯⋯“⋯⋯⋯⋯⋯⋯⋯⋯⋯⋯⋯⋯⋯⋯·(445)

二、差额管理⋯⋯⋯⋯⋯⋯⋯⋯⋯⋯⋯⋯⋯⋯⋯⋯⋯⋯⋯⋯⋯(452)

三、企业化管理⋯⋯000 000⋯⋯⋯⋯⋯⋯⋯⋯⋯⋯⋯⋯⋯⋯⋯⋯(454)

第四节共同费用财务管理⋯⋯⋯⋯⋯⋯⋯⋯⋯⋯⋯⋯⋯⋯⋯(454)

一、会议费⋯：⋯⋯⋯⋯-⋯⋯⋯⋯⋯⋯⋯⋯⋯⋯⋯⋯⋯⋯⋯⋯·(454)

二、差旅费⋯⋯⋯⋯⋯⋯⋯⋯⋯⋯⋯⋯⋯⋯⋯⋯⋯⋯⋯⋯⋯⋯(458)

三、取暖费⋯⋯⋯⋯⋯⋯⋯⋯⋯⋯⋯⋯⋯⋯⋯⋯⋯⋯⋯⋯⋯⋯(463)

第七章财政补贴⋯⋯⋯⋯⋯⋯⋯⋯⋯⋯⋯”t⋯⋯⋯⋯⋯⋯⋯⋯(467)

第一节价格补贴⋯⋯⋯⋯⋯⋯⋯⋯⋯⋯⋯⋯⋯⋯⋯⋯⋯⋯⋯(467)

第二节肉食补贴⋯⋯⋯⋯⋯小⋯⋯⋯⋯⋯⋯⋯⋯⋯⋯⋯⋯⋯(470)

第八章财政监督⋯⋯⋯⋯⋯⋯⋯⋯⋯⋯⋯⋯⋯⋯⋯⋯⋯⋯⋯⋯(474)

第一节财政监察·00 OO O OOO⋯⋯⋯⋯⋯⋯⋯⋯⋯⋯⋯⋯⋯⋯⋯⋯(474)

第二节税务监察⋯⋯⋯⋯⋯OOO·OO⋯⋯⋯⋯⋯⋯⋯⋯⋯⋯⋯⋯(476)

第三节财政驻厂员制度⋯⋯⋯⋯⋯⋯⋯⋯⋯⋯⋯⋯⋯⋯⋯⋯(480)

．第四节利润监交制度⋯⋯⋯⋯⋯⋯⋯⋯⋯⋯⋯⋯⋯⋯⋯⋯⋯(482)
●

第四篇机构设置与干部教育

第一章财政机构000 000⋯⋯⋯⋯⋯⋯⋯⋯⋯⋯⋯⋯⋯⋯⋯⋯⋯⋯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财政机构⋯⋯⋯⋯⋯⋯⋯⋯⋯⋯⋯⋯
’ 一、省府财政机构⋯⋯⋯⋯⋯⋯⋯”?⋯⋯⋯⋯⋯⋯⋯⋯⋯⋯⋯

二、田赋征收机构⋯⋯⋯⋯⋯⋯⋯⋯⋯⋯⋯⋯⋯⋯⋯⋯⋯⋯⋯

兰、盐务机构⋯⋯⋯⋯⋯⋯⋯⋯⋯⋯⋯⋯⋯⋯⋯⋯⋯⋯⋯⋯⋯

四、税务机构⋯⋯⋯⋯⋯⋯⋯⋯⋯⋯⋯⋯⋯⋯⋯⋯⋯⋯⋯⋯⋯

第二节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税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一、财政机构⋯⋯⋯⋯⋯⋯⋯⋯⋯⋯⋯⋯⋯⋯⋯⋯⋯⋯⋯⋯⋯

二、税务机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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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信用机构⋯”⋯⋯⋯⋯⋯⋯⋯⋯⋯⋯⋯⋯⋯⋯⋯⋯⋯·

．四、会计公证机构⋯⋯⋯⋯⋯⋯⋯⋯⋯⋯⋯⋯⋯⋯⋯⋯⋯⋯⋯

五、干部队伍状况⋯⋯⋯⋯⋯⋯⋯⋯⋯⋯⋯⋯⋯⋯⋯⋯⋯⋯⋯

第二章干部教育⋯⋯⋯⋯⋯⋯⋯⋯⋯⋯⋯⋯⋯⋯⋯⋯⋯⋯⋯⋯

第一节．大专教育⋯⋯⋯⋯⋯⋯⋯⋯．．．⋯⋯⋯⋯⋯⋯⋯⋯⋯⋯

第二节中专教育⋯⋯⋯”⋯⋯⋯⋯⋯⋯⋯⋯⋯⋯⋯⋯⋯⋯⋯·

第三章宁夏财政科学研究机构与群众学术团体⋯⋯⋯⋯⋯⋯⋯

第一节宁夏财政科研机构⋯⋯⋯⋯⋯⋯⋯⋯⋯⋯⋯⋯⋯⋯⋯

一、宁夏财政科学研究所ogo ooo ooo ugo ooo⋯⋯⋯⋯．．．⋯⋯⋯⋯⋯⋯

二、宁夏税收科学研究所⋯⋯⋯⋯⋯⋯⋯”⋯⋯⋯⋯⋯⋯⋯⋯·

第二节群众学术团体⋯⋯⋯⋯⋯⋯⋯⋯⋯⋯⋯⋯⋯⋯⋯Ioo oom

一、宁夏财政学会⋯⋯⋯⋯⋯⋯⋯⋯ooo 001 900 ooo ooo⋯⋯⋯⋯⋯⋯

二、宁夏会计学会⋯⋯⋯⋯⋯⋯⋯·?⋯⋯⋯⋯⋯·000 00 0 000 000 OgO 000

三、宁夏珠算协会⋯⋯⋯⋯⋯⋯⋯⋯⋯⋯⋯”‘⋯⋯⋯⋯⋯⋯⋯·

四、宁夏税务学会⋯⋯⋯⋯⋯⋯：⋯⋯⋯⋯⋯⋯⋯⋯⋯⋯⋯⋯”

五、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

编后⋯⋯⋯”⋯⋯“””””””””⋯一⋯⋯”“⋯”””““””⋯⋯”

(523)

(5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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