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黼嘈千麟差

瓣溅 、四!tr。7 u乏

嚣辩≮



什邡县财政局局志

(内 部资料)

什邡县。财’政局编

一九八三年九月
‘●，～’

、



钟邡县财政局志编纂领导小组

藏穗华 潘正助

魏启明 -滴润饕嗣幺宗惠

^韭务囊任．，■馨 鸨正可

笔 白永昌

、●。

救～ ’糖 整 理 杨明绪

，．-。 ，a

鳙 ：暹 。!小 。组 冯正可 白永昌 杨明绪



编写单位 小志编写起止时间

什 邡 县 财 政 局 起 稿 完 稿

全 称 j

82年6月 日 83年8月 日

’

『1

2编6篇32章71节二．～h⋯日。

全志共有t 约26万字。 总共 2 7 4 页。

照片16张 插图⋯⋯⋯一幅 表格⋯⋯一张

县 编 委
‘。 一 邓 自康

参 加
”

．．，

、

签字或
验 收 人 范 琦

盖章

同意发证
县 编 委

一 ”
；’ 霉‘： 。

谭 昆儒
审批意见 九月十四日 。

验收时间： 一九]k---年九月八日



前
．JL．

I=lt

建国以来三十余年，编修县志还是第一次。尤其是编写部门志，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今年年初，我局派人参加了全县培训编写部门志的学习以后，开始组织编写财政局局

志?在县志办和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协助下，这本小小的财政局志终于完成了初搞工作。这对

县志的编撰，将能提供点滴资料，当新编写的县志和群众见面时，我想一定能够使人感到高

兴的。

我县人民在_九四九年底获得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贫穷落后而又偏僻的什邡县，经

过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凡荣，人民
I。 ?it

生活普遍改善。但是这并不是_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多次的惊涛骇浪，在前进的道路上，
一

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粉碎了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翎

定了“调整，改革，整顿，高提"的八字方针，接着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义》，这就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一个实事求

是，稳步发展的新轨道。

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建国以来第一次编写财政部门志，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县的财政不是孤立的，它是国家财政的一部份，总结过去，展望将来，它将为我县经

济建设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这本财政局志包括什邡县财政工作三十余年的回顾。其中有的是值得吸取和进一步提供

研究的经验。有的是值得记取的教-PtI，尽管存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还不失为一本资料

性的历史实录。希望能给新一代的财鉴毛作者起到参考借鉴作用。如果以正规的史笔要求，
这当然是还有相当距离，也是责明予垢铿吧!

局志撰写小组

一九／k-"年八月卅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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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县财政局局志

概 论

人类社会在原始公社末期，由于父系氏族制度的形成和逐步完善，生产工具不断改革，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开始有了剩余生产物。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出现了社会大分工，促进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使商品交换从偶然的社会现象逐步形

成经常的经济活动。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逐步产生了私有财产制度。

民族酋长凭借权力，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和俘虏，个体家庭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于是氏族社会

彻底解体，人类社会迈进私有制时代，这就产生了两个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一奴隶阶
级和奴隶主阶级，形成了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

阶级利益的冲突，必然引起被剥酎阶级的反抗，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利益和

地位，镇压奴隶的反抗，需要拥有暴力的统治工具，这样、便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国

家为了保持其存在和实现其职能，需要消费一部份物质资料，这就只能依靠行政权力，对社

会产品实行强制的分配，最初的分配形式是徭役、纳贡、捐税。国家依靠捐税、纳贡等满足

多方面的需要、发生了最初形态的财政收支，于是便相应地设置了国家财政机关。

由此可见财政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为阶级专政国家维持其存在和发展以及实现其职

能的需要，利用政治权力对一部分产品、进行强制的、无偿的分配活动。因此财政就是一种强

制的分配手段，有其强烈的阶级本质。

我县在秦代设治，属广汉郡，自秦代至清朝从无专设财政机构、所有田赋力役、捐税统

属国课，县地方都是有财无政，对于历史上各时代的人民生产生活概况和经济面貌，只能根

据国家财政的收支管各个方面，反映县财政的一般面貌。现将历史上各时代的财政概况简述

于后，庶可窥见一般。



以天然气生产之化工企业氮肥厂。

年产4万吨的县地方国营水泥厂貌。



印刷厂胶印车间。

黄磷厂生括区新貌。



蓥华公

社茶山一角。

双盛乡五大队队办果园。



财政支援双户，洄澜公社养鸡专业户之一。



公社企业两路口制药厂

电冶厂IU炉车问。

菸厂一分厂包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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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烟厂二分厂厂容

什邡烟厂主要产品



什邡县

上编

财政局局志

解放前

第一篇历代财政历史简述

第一章奴隶制时期的财政形态⋯⋯⋯⋯⋯⋯．．．⋯⋯⋯⋯⋯⋯⋯·⋯⋯“⋯⋯．．．⋯(1)

薯=●封建制时期的地方财政⋯⋯⋯⋯⋯⋯⋯⋯⋯⋯⋯⋯⋯⋯·⋯⋯⋯·⋯⋯⋯·(2)

第一节战国时期的财政概况⋯⋯·⋯⋯⋯⋯⋯“”⋯⋯⋯⋯⋯⋯·t⋯·⋯⋯．(2)

第二节汉代的财政⋯⋯⋯⋯⋯··⋯··⋯⋯⋯·⋯⋯⋯⋯⋯⋯⋯⋯⋯⋯⋯⋯·(3)

第三节两普及南北朝的财政制度⋯⋯·⋯⋯⋯··⋯⋯·⋯⋯⋯⋯⋯⋯⋯⋯”(4)

第四节隋唐时期的财政⋯⋯⋯⋯⋯⋯⋯⋯⋯⋯··⋯⋯⋯⋯⋯⋯⋯⋯⋯⋯·(5)

第五节唐代的财政制度⋯⋯⋯⋯⋯⋯⋯⋯⋯⋯⋯⋯⋯·⋯一⋯⋯⋯⋯⋯⋯(5)

第六节宋代的财政筒况⋯⋯⋯⋯⋯⋯⋯⋯⋯⋯⋯⋯⋯小·⋯⋯⋯··⋯⋯⋯(6)

第七节元代的财政措施⋯⋯⋯⋯⋯⋯⋯⋯⋯⋯⋯⋯⋯⋯·⋯⋯⋯⋯·⋯⋯·(8)

第八节明代的财政⋯⋯⋯⋯⋯⋯⋯⋯⋯⋯⋯⋯⋯⋯⋯⋯⋯⋯⋯⋯⋯⋯⋯(8)

第九节清代的财政概况⋯⋯⋯⋯·⋯⋯⋯⋯⋯⋯··⋯⋯⋯⋯⋯⋯⋯⋯⋯⋯(9)

第三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地方财政⋯⋯⋯⋯⋯：⋯⋯⋯⋯⋯⋯．．_．·⋯⋯⋯⋯⋯·(11)

第一节四川军阀对田赋的搜刮⋯⋯⋯⋯⋯⋯⋯⋯⋯⋯⋯⋯⋯⋯⋯⋯⋯⋯(11)

第二节地方附加各税⋯⋯⋯⋯⋯⋯⋯⋯⋯⋯⋯⋯·⋯⋯⋯⋯⋯⋯⋯⋯⋯··(14)

第三节其他苛捐杂派⋯⋯⋯·⋯⋯⋯⋯⋯⋯⋯⋯⋯⋯⋯⋯⋯⋯⋯⋯⋯⋯··(15)

第四节滥发多种军用票⋯⋯⋯⋯⋯⋯⋯⋯⋯⋯⋯⋯⋯⋯⋯⋯⋯⋯⋯⋯⋯(16)

第五节财务管理⋯⋯⋯⋯⋯⋯⋯⋯⋯⋯⋯⋯⋯⋯⋯⋯⋯⋯⋯⋯⋯⋯⋯⋯(17)

第二篇 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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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军阀混战时期对县财政的影响⋯⋯⋯⋯⋯⋯⋯⋯⋯⋯⋯⋯⋯⋯⋯(19)

第三节民国十六年至廿三年县财政收入支出及余绌情况⋯⋯⋯⋯⋯⋯⋯(19)

第：章川政统一后的募财政⋯·：⋯⋯·。··⋯⋯··⋯⋯··⋯⋯⋯⋯⋯”⋯⋯⋯⋯⋯⋯(19)
●

‘

～

第一节地方财政的收入与管理⋯⋯⋯⋯⋯⋯⋯⋯⋯⋯⋯⋯⋯⋯⋯⋯⋯⋯(19)

第二节县级财政之整顿⋯⋯⋯⋯⋯⋯⋯⋯⋯⋯⋯⋯⋯⋯⋯⋯⋯⋯⋯⋯⋯(21)

第三节财政收支系统的划分⋯⋯⋯⋯⋯⋯⋯··⋯⋯⋯⋯⋯⋯⋯⋯⋯⋯⋯·(23)

第四节国民政府总崩溃时期的县财政⋯⋯⋯⋯⋯⋯⋯⋯⋯⋯⋯⋯⋯⋯⋯(24)

第三章机构的建置演变及职能⋯⋯⋯⋯⋯⋯⋯⋯⋯⋯⋯⋯⋯⋯⋯⋯⋯⋯··⋯⋯·(25)

第四章预决算法规及执行情况⋯⋯⋯⋯⋯⋯⋯⋯⋯·⋯⋯⋯⋯⋯⋯⋯⋯⋯⋯⋯“(2 7r)
●

第五章公产和其他地方收入的整顿和管理⋯⋯⋯⋯⋯⋯⋯⋯⋯⋯⋯⋯⋯⋯⋯⋯(31)

第六章地方审计机关和审计法令⋯⋯⋯⋯⋯··⋯⋯⋯⋯···：。⋯⋯⋯⋯⋯⋯⋯··y⋯(33)
＼

／

第七章杂记⋯⋯⋯⋯⋯⋯⋯⋯⋯⋯⋯⋯⋯⋯⋯⋯⋯⋯⋯⋯⋯⋯⋯⋯⋯⋯⋯⋯⋯(36)

第一节发行地方公债的由来和办法··⋯⋯⋯⋯⋯⋯⋯⋯⋯⋯⋯⋯⋯⋯⋯·(36)

第二节积谷的筹集管理和使用⋯⋯⋯⋯⋯⋯⋯·⋯⋯⋯⋯⋯⋯⋯⋯⋯⋯”(37)

第三节土地赋税之变革·¨⋯⋯⋯·⋯-⋯⋯⋯⋯⋯⋯⋯”⋯⋯⋯⋯⋯⋯⋯·(39)

第四节饥民抢粮、商户抗税⋯⋯⋯⋯⋯⋯⋯⋯⋯⋯⋯⋯⋯⋯⋯⋯⋯⋯⋯(42)

第五节县署及财务机关人事录⋯⋯⋯⋯⋯⋯⋯⋯⋯⋯·⋯⋯⋯⋯⋯⋯⋯“(,13)

下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第一篇建置沿革

第一章 机构演变魇职能⋯⋯⋯⋯⋯⋯⋯⋯⋯⋯⋯⋯⋯⋯·⋯⋯⋯⋯⋯⋯⋯⋯⋯⋯··(46)

第一节 财政的本质及其职能作用⋯⋯⋯⋯⋯⋯⋯⋯⋯⋯⋯⋯⋯⋯⋯⋯⋯⋯⋯(46)

第二节 财政机构的演变⋯⋯⋯⋯⋯⋯⋯⋯⋯⋯⋯⋯⋯⋯⋯⋯⋯⋯⋯⋯⋯⋯⋯(47)

第=章 人员变动⋯⋯⋯⋯⋯⋯⋯⋯⋯⋯⋯⋯⋯⋯⋯⋯⋯⋯⋯⋯⋯⋯⋯⋯⋯⋯⋯⋯(48)

第三章 下属机构⋯⋯⋯··⋯⋯⋯⋯⋯⋯⋯⋯j⋯⋯⋯⋯⋯⋯⋯⋯⋯⋯⋯⋯⋯⋯⋯⋯(49)

第一节 区财政机构的设置及裁撤⋯⋯⋯⋯·⋯⋯⋯⋯⋯⋯⋯⋯··⋯⋯⋯⋯⋯⋯(49)

第二节 乡(镇)财粮干事的配备及职能⋯⋯⋯⋯⋯⋯⋯⋯⋯⋯⋯⋯⋯⋯⋯⋯(49)

2



第二篇党团组织建设

第三篇各个时期财政工作概况

第一章 解放初期的财政工作⋯⋯⋯⋯⋯⋯⋯⋯⋯⋯⋯⋯一⋯⋯·一⋯⋯·一⋯⋯．．．⋯”<52>

笫一节 从实物供给财政到建设财政⋯⋯⋯⋯⋯⋯⋯⋯⋯⋯⋯⋯⋯⋯⋯⋯⋯⋯(62)

第二节 财政收入由土地赋税为主到工商税收入为主⋯⋯“⋯··⋯⋯⋯⋯⋯⋯“(58)

第三节 财政支出实物供给转变为经济建设投资和事业撞款为主m⋯⋯⋯-⋯一(59)

，I二章 财政分缀和收支体翻的演变⋯⋯⋯⋯⋯⋯⋯⋯⋯·⋯⋯⋯⋯⋯⋯⋯⋯⋯⋯”‘61)

簟暑搴 曩禺惫黄慧复耐勰构财藏工作⋯⋯⋯⋯⋯⋯⋯⋯⋯．．．m⋯·一⋯⋯⋯⋯⋯m《63)

纂曩●。|．。“?掣精期胸璐嚷善馋仰·?⋯·⋯·n⋯·⋯t一⋯⋯⋯．．．．．．⋯一⋯⋯⋯⋯·“I(63)
II蠹章、．。嗣民缎巍篡篇全嚣毒计掰翱曩彝怒瓣请鼙耐期mLillm⋯⋯⋯⋯⋯“⋯”(63)

’ o
”

、’ 。

簟六簟 “+霉动乱"时勰瓣鼍辩魂的鬈一⋯。·⋯『H·，一．-_⋯一·“·”～“⋯⋯⋯⋯⋯⋯·(67)

第七章、 “四化”麓设时期暴射效藩安鲁项髯磷攘麓麓船一一～·一⋯⋯⋯一⋯⋯(69)

第四篇财政管理 ·

第一簟 预算蕾理⋯·⋯⋯·⋯⋯⋯·⋯⋯⋯⋯⋯⋯⋯⋯⋯⋯m—t-⋯。-⋯⋯⋯一--．⋯⋯(73)

第一节 预算体制⋯·⋯··⋯·⋯⋯⋯·⋯⋯一⋯⋯m“⋯⋯-⋯t．．⋯⋯⋯⋯m⋯⋯·(713)

第二节 预算外资金的计划管理⋯⋯⋯⋯⋯⋯⋯一⋯⋯⋯··⋯⋯⋯⋯⋯¨．¨．⋯“(78)

第兰节 县桃动财力的管理和使用⋯⋯⋯⋯⋯⋯⋯⋯．．．一m⋯⋯．．-·⋯”⋯⋯．．．《“》+

羹_=毒 文教、卫生搴韭与行政财务⋯．¨．．．··⋯⋯。·“．．．⋯“⋯⋯⋯⋯⋯⋯⋯⋯⋯⋯·《85)

第一节 建国以来文教，_卫生摹韭的发展“⋯⋯⋯··⋯”⋯⋯“·⋯⋯⋯¨．⋯⋯“(85)

t第二节 行政财务主要定员定额标准⋯⋯·⋯⋯-⋯⋯⋯⋯⋯⋯⋯⋯⋯⋯⋯⋯⋯·(89)

第三节 文教、卫生事业财务主要定贯定禳标准m⋯⋯⋯⋯m．．．⋯⋯m⋯m⋯(94)

奠兰章 企业射务■理⋯⋯⋯⋯⋯··⋯⋯⋯··⋯-⋯⋯⋯⋯⋯⋯⋯⋯⋯⋯⋯⋯⋯⋯·(101)

第一节 国营企韭的形成及其基本情况一嚣民缝济恢复时期⋯⋯⋯⋯⋯⋯(102)
第二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叠业财务m·⋯¨．⋯⋯⋯⋯⋯⋯⋯⋯⋯⋯⋯“(104)

第三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企业财务一管理棒捌演变，中央企业下放，
企业收入县财政比例分成，国云企韭实糟剃镧留成⋯m一⋯⋯⋯·“(110)

、第四节 财政支援工监一县办“五小"垒生鹪投赞冀芍板⋯．-．⋯⋯一⋯⋯(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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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加强企业管理的重要法规⋯··：⋯：⋯“⋯⋯⋯·?⋯⋯一⋯⋯⋯⋯⋯⋯··(119)

第六节 企业财务管理的经济效益一国云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和近年的
增长情况·“。·⋯·⋯⋯·⋯⋯⋯⋯⋯⋯⋯⋯⋯．．·⋯⋯·⋯⋯⋯⋯⋯⋯··(125)

第四章 农业财务瞥理⋯-··⋯⋯⋯⋯···⋯⋯⋯⋯⋯·⋯⋯··⋯⋯⋯··⋯⋯·⋯⋯⋯⋯(131)

第一节 农业事业财务管理及成效⋯··一．-⋯⋯⋯⋯····⋯··⋯⋯⋯⋯⋯⋯⋯⋯(132)

第二节 林业事业财务管理及成效··⋯·⋯⋯⋯⋯⋯⋯··⋯⋯·⋯⋯⋯⋯⋯⋯⋯(141)

第三节 水利事业财务管理及成效⋯⋯⋯⋯⋯⋯⋯⋯⋯⋯⋯⋯⋯⋯⋯⋯⋯⋯(143)

第四节⋯气象事业管理⋯⋯·“⋯⋯⋯”⋯⋯··“··⋯⋯⋯·⋯⋯⋯⋯⋯⋯⋯⋯”(。145)
●

第五节 农机事业财务管理⋯··一·．．·⋯··⋯⋯⋯⋯-·⋯⋯⋯⋯⋯·⋯⋯·⋯⋯·⋯(145)

第六节 ’“十年动乱”时期农业事业资金使用的经验教训⋯⋯⋯⋯⋯⋯··⋯·(149)

第二目 清理六项资金“⋯⋯··⋯⋯⋯⋯·⋯⋯⋯⋯··“⋯··⋯⋯．．．··⋯⋯·(149)

第二目 知青经费的全面检查⋯⋯····⋯⋯⋯⋯⋯⋯··”⋯·⋯⋯⋯⋯⋯⋯(151)

第三目 水利资金清理一沁··．．u．⋯⋯····⋯⋯⋯⋯⋯⋯⋯·⋯⋯⋯⋯⋯⋯⋯(155)

第七节 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及成效⋯⋯⋯⋯⋯⋯⋯·⋯⋯“⋯⋯⋯·⋯··⋯⋯(158)
●

”一 ¨’⋯
‘．

第一目 财政支农无赏投资效益及失误⋯⋯⋯⋯_““·⋯⋯⋯⋯⋯⋯⋯(158，

。 第二目． 财政支农无息贷款基金的建立及其效益”一“”⋯一、”⋯⋯⋯⋯：．．·(161．)j

第三目 发放支农周转金，．重点扶持社队企业·i··⋯·⋯⋯⋯⋯·⋯⋯⋯一．．(167)

第四目、 充分发挥地方财力优势，扩大社队企业的发展⋯⋯⋯“⋯⋯⋯·(；168)

第五章。 农业税的征收管理⋯⋯⋯⋯⋯⋯⋯⋯⋯⋯⋯⋯⋯⋯·⋯“⋯⋯⋯·⋯⋯⋯一(174)

第一节． 历年农业税征收变化⋯⋯”⋯··⋯⋯⋯·⋯⋯⋯⋯一⋯“⋯“¨一一⋯(177)

。，第_目 征收四九年公粮及追收敌占期旧欠⋯⋯⋯⋯⋯⋯⋯⋯⋯·⋯⋯”。(177)

，第二臣 土改前期农业税的征收!⋯一⋯⋯⋯⋯··⋯⋯⋯一·⋯⋯··⋯⋯⋯．(179)

第三目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税的征收·⋯⋯⋯⋯⋯⋯⋯⋯⋯⋯⋯⋯⋯··(187)

第四日．．实行全国农业税统一税制后历年的征收⋯⋯⋯⋯·⋯·⋯·⋯··⋯·(193)

第二节⋯，，贯彻农业税减免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一⋯⋯·⋯⋯⋯⋯⋯⋯⋯⋯”(201)

第三节⋯．农税征收结算制度的演变!⋯⋯⋯⋯⋯⋯·⋯⋯⋯⋯⋯⋯⋯一⋯⋯⋯”(203)

第四节 农业税附加及其他财政粮的征管⋯·⋯⋯⋯“⋯⋯⋯⋯⋯⋯⋯⋯⋯⋯(206)

第五节⋯⋯贯彻执行农业税奖惩制度··．．⋯⋯⋯⋯⋯⋯⋯⋯⋯?⋯⋯⋯⋯⋯⋯⋯·(209)

第六章， 什邡县其他财政收入管理蕊演变⋯⋯⋯·⋯⋯⋯⋯⋯⋯···“⋯⋯··⋯⋯⋯·(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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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簿六节

契税征管及演变⋯⋯⋯⋯⋯⋯⋯⋯⋯⋯⋯⋯⋯⋯t．t⋯⋯⋯⋯⋯⋯⋯

规费征管及演变⋯⋯⋯⋯⋯⋯⋯⋯⋯⋯⋯⋯⋯⋯⋯⋯⋯⋯⋯⋯⋯⋯

公产管理的演变⋯⋯⋯⋯⋯⋯⋯⋯⋯⋯⋯⋯⋯⋯⋯⋯⋯⋯⋯⋯⋯⋯

罚没和赃款赃物收入的管理⋯⋯⋯⋯⋯⋯⋯⋯⋯⋯⋯⋯⋯⋯⋯⋯⋯

其他杂项收入的变化⋯⋯⋯⋯⋯⋯⋯⋯⋯⋯⋯⋯⋯⋯⋯⋯⋯⋯⋯⋯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征管⋯⋯⋯⋯⋯⋯⋯⋯⋯⋯⋯⋯⋯⋯⋯⋯⋯⋯

第五篇财政监督

冀一章 财咸监察．．⋯··⋯⋯⋯⋯⋯⋯⋯⋯⋯··⋯⋯⋯⋯⋯⋯⋯⋯⋯⋯⋯一⋯⋯⋯

第一节 监察人员的设置与机构建立⋯⋯⋯⋯⋯··⋯⋯⋯··⋯⋯⋯⋯⋯⋯”⋯

第=节 财政监察{髓度与任务“f·¨；1：．．一．．j·一⋯··“⋯“⋯⋯⋯⋯一⋯⋯⋯⋯⋯⋯·

第=章 财务检童⋯⋯⋯⋯⋯⋯⋯⋯··⋯⋯⋯⋯·⋯⋯··⋯⋯⋯⋯⋯⋯⋯⋯⋯⋯_·

第一节 检查工作及效果⋯⋯⋯⋯⋯⋯⋯⋯⋯⋯·⋯⋯⋯⋯··⋯⋯⋯⋯⋯⋯⋯

第二节 历次财经纪律大检查记实⋯⋯⋯⋯⋯⋯⋯⋯⋯⋯⋯⋯⋯⋯⋯⋯⋯⋯

第三节 专题检查⋯⋯⋯⋯⋯⋯⋯⋯⋯⋯⋯⋯⋯⋯⋯⋯⋯⋯⋯⋯⋯⋯⋯⋯⋯

第六篇杂 记

(211)

(213)

(214)

(229)

(232)

(232)

第一章 国债一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到国库券⋯⋯⋯⋯⋯⋯⋯⋯⋯⋯⋯⋯⋯⋯(242)
第一节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242)

第二节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推销、认购和入库⋯⋯⋯⋯⋯⋯⋯⋯⋯⋯(242)

第三节 地方经济建设公债·⋯⋯⋯⋯⋯⋯⋯⋯⋯⋯⋯⋯⋯⋯⋯⋯⋯⋯⋯⋯·．(244)

第四节 国库券的派购和入库⋯⋯⋯⋯⋯⋯··⋯⋯⋯⋯⋯⋯⋯⋯⋯⋯⋯⋯⋯·(244)

第二章 清仓核资与清理资产核定资金⋯⋯⋯⋯⋯⋯⋯⋯⋯⋯⋯⋯⋯⋯⋯⋯⋯⋯(249)

第三章 公费医疗预防的管理和执行⋯⋯⋯⋯⋯⋯⋯⋯⋯⋯⋯⋯⋯⋯⋯⋯⋯⋯⋯(264)

第四章 红旗煤矿转产记⋯⋯⋯⋯⋯⋯⋯⋯⋯⋯⋯⋯⋯⋯⋯⋯⋯⋯⋯⋯⋯⋯⋯⋯(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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