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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贰言

出版《天津市机构编制志》(试印本)是编制工作者服务当代、

继往开来的一项系统工程。《天津市机构编制志》(试印本)的出版，

对总结借鉴机构编制管理的历史经验，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的研究，

促进机构编制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法制化，将会产生积极的作

用，同时也为编制工作干部和有志于研究编制管理工作的部门，提

供了一部较为翔实的资料。 ，

机构编制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进行

政权建设、组织建设的基础内容。随着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化，要不断总结机构编制管理的新经验，建立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机构编制管理模式。机构编制管理是一门应

用性很强的软科学，随着编制管理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化，

编制管理这门新兴学科必将更加完善。

《天津市机构编制志》(试印本)的内容，主要是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后至1990年天津市地方政权组织机构编制设置的

沿革和机关、事业单位、公司机构编制管理的历史发展状况。编篡

此《志》，尚处于初始阶段，很不成熟，请各界专家及同志们多提意

见，愿实践之树常青。让《天津市机构编制志》(试印本)在实践过程

中不断修订完善，为机构编制管理和行政管理科学的研究做出应

有的贡献。 ．

编 者

1998年1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综 述

综 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建国四十年

来，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政权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对各级

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进行过多次精简和调整，以达到“精简、统一、

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天津市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亦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和调整。

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全市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在此

期问，各级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基本上是执行政务院

统一制定的暂行编制方案。1951年1月至1957年12月，在实施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为了保证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

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人委)加强了对机

构编制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各级编制管理机构，奠定了编制工作的

基础。

1958年至1965年，全市实施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市开始转入全面的经济建设。在1958年至

1960年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务院将一部分经济管理权下放

到地方，实行分级管理，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和编制相应调

整。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后，国民经济开始全面调整，天津市

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搞好综合平衡，使农、

轻、重、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趋于合理。在国民

经济调整中，为全面贯彻中央八字方针，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克服

国民经济困难，市各级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进行了相应调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机构

取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解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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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

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市委、市政府

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实行开

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1978年至1990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新

时期中，各级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逐步恢复。在此期间，为适应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市委、市人民政府对各级机构编制作了

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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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略

1949年

1月15日 天津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

(简称“军管会”)成立。天津市人民政府成立。

1月17日 塘沽区解放后，建立了军管会塘大分会，天津市

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塘大办事处。是日，《天津日报》创刊。天津市

人民法院建立。 ·

2月2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委任各区人民政府区长。

2月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向各区发出处理伪机关原有人员

办法。

3月12 Et 中共天津市委发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的决定。22 El，青年团天津市筹委会成立。

3月21 El 天津市成立“蒋军流散人员处理委员会”。

4月1日 建立全市11个区，380个街及塘大区2镇、5街的

区街人民政权。

5月7日 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成立。到年底，全市共

收容乞丐3187人，处理2623人。

． 6月16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区人民政府改设为区公

所，作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撤销区政府各股、室。

9月5日 天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8 let闭幕。

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宣告成立。
．

10月1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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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 华北人民政府颁发《1950年度华北全区编制人

数方案》，确定了天津市国家机关的编制人数。

11月5 El 天津市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天津市妇女联合

会宣告成立。

1950年

1月8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天津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

立。

1月14日 天津市总工会正式成立。

1月15日 天津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

2月2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加强区公所组织机构

的决定。

4月29日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 ．

5月1日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天津分会成立。

5月27日 政务院批准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禁烟禁毒委

员会暂行组织规程》。
’

6月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劳动局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

组织条例。

7月25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加强郊区工作的命

令》。

9月12日 天津市人民检察署成立。

11月23日 天津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成立。

12月21日 根据中央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国家财政开支，严

格审查编制的要求，天津市人民政府对1951年各行政机关编制名

额的调整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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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4月7日·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成立。 ．

1 7月30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局拟订的《天津市群众

业余学校组织办法》、《天津市群众识字教师业余学校暂行办法》、

《天津市群众业余学校校务委员会组织纲要》。

8月5日 教育部决定接办津沽大学，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代

管。

8月21日 天津郊区村级政权建设开始，1952年4月结束，

共建立了35个村公所，46个村农民协会。’

8月25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修建塘沽新港，成立建

港委员会。 、

11月 中共天津市委发出通知，成立天津市编制委员会。

1952年

4月5日 天津县划归天津市。

5月10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转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于

试行<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决定草案)的通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决定草案》。

6月25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编制工作由市财政局移交

市人民政府人事处管理。

．7月2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将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市分

会改由市公共卫生局指导并与其合署办公。
· 7月29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

于试行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的几项补充规

定》。 ，

8月7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1952

年天津市国家机关编制方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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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 华北区编制委员会确定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天

津市分会的编制员额。

10月10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市行政区划重新调

整及撤销区公所成立区人民政府》的命令。各区人民政府相继成

立。

10月27日 全市民主建政工作开始，改变“警政合一”体制，

市重新划分各区管辖范围。

1953年

1月24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下发《中央卫生部草拟医

院定员定额标准》(含综合医院、教学医院、结核病防治院、疗养院、

传染病医院、精神病院、门诊部等定员定额标准)，征求各单位意

见。

2月10日 街道民主建政工作从1952年10月27日开始，

至是日结束。共建街公所172个，居民委员会1063个。

5月14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天津县建制，将原天津

县管界划为津东、津南、津西、津北四个郊区，并成立区人民政府。

9月23日 为了改进编制管理，严格掌握编制，节约行政经

费的支出，市编委、市财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党、政、团、群各系统，

在1953年编制未正式批准前，一律冻结编制。

11月23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提出《关于本市紧

缩编制的初步意见》，要求加强区级编制管理。
．

12月25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主任杨英在市党、

政负责干部会议上，对精简机构、减缩编制进行了安排。

1954年

1月19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单

位加强编制管理，增加人员事先不经编委批准的，一律不予供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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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核定了市干部疗养院员工的编

制。

3月15日 中共天津市委同意天津市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

拟订的《1954年行政部门暂行编制意见》。

3月24日 经华北编制委员会批准，天津市交通银行的编制

为350人。

5月2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同意文化局《1954年度文化馆、

站机构及人员编制的意见》。

6月24 El 中共天津市委同意天津市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

改称为天津市编制委员会。

7月31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同意原由市教育局领导的各人

民体育场移交给市体委领导。

10月19日 天津市编委办公室分别对市房地产管理局、市

政工程局的编制及各单位的勤杂人员编制情况进行了调研。此次

调研于12月17日结束。

1955年

1月18日 天津市第一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天津市

人民政府改称为市人民委员会。 ．

本月 各区人民政府改为区人民委员会，各区下属的街公所

均改为街道办事处。
’

3月15日 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为贯彻中央精简机构紧缩编

制、增强工作效率的精神，整顿全市的机构和编制，以适应目前任

务的需要，市委成立市级机关整顿编制委员会，并成立办公室；委

员会下按市府、财粮贸、工业、公安、市委和青委妇联6个系统成立

分会。／

同日 天津市整顿编制委员会财粮贸分会成立。

每月19日 天津市整顿编制委员会市人民委员会分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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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 天津市整顿编制委员会公安局分会成立。

12月23日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天津市交通运输局为

行政管理单位。 ．

1956年

1月1日 天津市市区更改名称，原有1至8区依次改为和

平区、城厢区、河北区、河东区、新华区、河西区、南开区、红桥区。

2月9日 天津市市长办公会议决议，接管天和、恩光、仁立、

中华等8所私立医院改为市立医院。

‘本月 天津市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黄火青市长的《报

告》中指出，对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机构中存在的机构臃肿、层

次重叠、人浮于事、干部使用不尽合理的现象，必须按照国务院关

于精简编制的指示，认真加以整顿和精简。

3月5日 天津市党、群系统整编委员会成立。

5月3日 中共天津市委同意市委组织部、市编委《对中层党

委调整后市区各级监察组织机构及编制意见》。
‘

． 6月7日 天津市市长联合办公会决定，各郊区广播站的工

作由宣传部门负责具体指导，技术问题由广播电台统一指导。

本月 天津市编委办公室分别对市委、市人民委员会行政处

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调研，重点研究了两个单位的伙食管理与勤杂

人员设编问题。

7月6日 娄凝先召集市人民委员会一、二、三、四、五办公室

负责事、企业单位整编工作的同志研究了各系统整编工作情况，对

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整编工作提出了意见。 ，

7月7日 市编制体制研究小组在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研

究事业、企业编制划分问题。

10月11日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第三次行政会议同意天津市

立总医院改为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



大事记略 7

10月19日 天津市编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了

1957年天津市国家机关机构编制方案和参加全国编制工作会议

有关事项。

10月25日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行政会议决定：各单位必须

本着求实的精神尽量精减行政编制，11月5日以前，将各单位的

机构编制方案报市编制委员会；为了进一步紧缩行政编制，各单位

必须改进工作方法，改进制度，克服官僚主义。

12月17日 根据中共天津市委的决定，天津市编制委员会

召开委员会议，研究了本市的精简机构、整顿编制的工作，并对此

项工作提出了要求。

1957年
、

3月4日 天津市科学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3月26日 天津市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天津市侨务工作

委员会。 々
，

8月6日 天津市市长办公会议通过《天津市历史文物资料

征集办法》和《天津市历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织法》。成立天津

市历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

11月12日 天津市举行“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广播动员大

会。要求全市机关、事企业单位的干部下放30％到50％。

1958年
‘

2月11目 天津市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

本月 天津市人委发出《关于改革本市商业体制的指示》，各

区分别设立百货、煤建、副食品、福利、饮食、粮食、日用杂品等公

司。区人民委员会设财粮贸办公室。

4月 河北省省会迁到天津。6月，中央和河北省委调整了天

津市人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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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1日 天津市人委决定将郊区原来124个乡镇合并为

65个乡镇。

8月30日 全市农村原有的352个农业社和渔业社，合并成

15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0月1日 天津市实行新区划，将原来的8个市区、4个郊

区，调整为红桥、南开、河东、河北、河西、和平6个区，加上塘沽区、

汉沽区，共有8个区。

11月 精简工作开始后，市编委办公室与市人委办公厅对区

人委的人员编制及任务作了调研，共同拟出了区人委的编制指标

及各科室的设编幅度。

本月 天津市建筑材料局成立。

12月20日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天津专区，将所属

12个县划归天津市。

1959年

1月6日 中共天津市委发出《关于停止增加人员及整顿劳

动组织的通知》。

1月15日 河北省人委决定，宁河县由唐山专区划归天津

市。

1月 天津专区并入天津市后，市级有关单位的任务和编制

相应增加。
’

12月 市机械工业局划出21个企业，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农

业机械工业局。

是年 天津市调整机械工业管理体制，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以

原来工业局为基础，将电器仪表公司并入，成立市电机工业局。

1960年

1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市财政局联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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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关于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执行<关于工

资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市属各

局、处、委、院的编制，需有市编委批准的文件。

3月11日 天津市召开区县组织部长和编制工作干部会议，

要求进一步加强机构编制管理，财政部门对国家机关和事、企业单

位的人员经费要严加控制，认真贯彻执行工资基金管理制度。

3月20日 天津电视台建成，正式开播。

4月8日 根据河北省编制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编委对区、

县的行政编制进行了调整。

6月 中共天津市委批准了市编委《关于各区县1960年行政

编制调整意见》、《关于加强改进机构编制管理的意见》，对加强机

构编制管理作出了规定。

本月 天津市所辖汉沽区划归唐山市，唐山市所辖蓟县、宝坻

县划归天津市。

本月 天津市劳动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市分行、市编委联

合下发《关于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执行<工资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

实施细则>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其中对市编委管理机关团体

(含附属机构)工资基金计划作出了规定。

8月3 13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转发市财政局、市编委《关于进

一步加强事业、企业机构的人员编制、行政经费管理工作的报告》。

9月 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塘沽区人民委员会与塘沽人民公社

管委会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1961年

2月25日 天津市编委拟定《1961年机构编制方案(草案)》，

规定对机构编制的管理，继续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办

法。，’

3月16日 天津所属各县划分为天津和沧州两个专区。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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