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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j 益阳市财政志是一部反映地方财政工作历史和现状的专

业志书。列宁在《论合作制度》一文中说： “任何社会制

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建设社会主

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社会主义的财政支持，筹

集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需要全面而

准确地提供财政史料，以利研究财政历史和现状，更好地作

好财政工作，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这部志书将在这方面发挥

它应有的作用。同时一它又是进行各项重大改革所必需。改

革主要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

分，而财政分配关系又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编写这部志书，正确反映建市以来的财政收支，管理体制、

沿革机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又能够为各项重大改革提供宝

贵的借鉴。
’ ‘

这部志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努力将财政学和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同编纂实践相结合。在编

写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忠于历史，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部志书力图继存历史，反映现实，

服务四化．有益后世。它无论在资治、教育、存炙方面都具
有很重要的作用。 ，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资料搜集不甚全面，加上编者历史

知识、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

求读者批评指正。同时，向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各级领导和

提供资料的兄弟单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益阳市财政局局长 文志华 1988年12月

群



凡 例

一、本志时间断限为1951年1月至1986年12月。由于

1950年9月市人民政府成立时，县、市财政收支交接手续无

人盖章，数字不可靠。故本志财政收支时间从1951年开始。

对建市以前某些事类的起源，只作简要追述。

二、资料来源以本局历年财政决算和文书档案资料为

主，同时辑录了本市部分专业志的有关事业效果资料。

三、1955年3月前，国家发行的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

A民币。
．

四、全志除概述外，按事类分设稚沿革机构”，“财政

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四章，备章均以事项

发生时间先后为序，排成节，目。并随文插列图表，以求文

省事明。所有数字都经详细核实。

五、本志对全国，全省性的财政方针、政策规定，不录

全文，着重记述本市财政实施情况；对财政部门参与全市各

部-门共有的工作，凡不具有财政个性的，一律不记或少记。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语言简洁明了j

七、行文规范按全市统一要求，力求前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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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益阳，以其城廓位于益水，(资水，之阳得名i’’建

市以前，棣属益阳县。1950年9月23日正式成立益阳市．^．民

政府，内设财政科，从此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机构。。

益阳市财政部门在各个时期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自1951年至1986年的36年间，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6630．7

万元，1986年达5366．8万元，每年递增15．02％。在收入结

构上前后变化很大，其中工商各税，企业收入占市财政收入
的比重由1951年的6％增加到1986年的96．02％。36年净上

解(含上交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中央借款)34097．82万
。 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60．21％，体现了益阳市人民‘对

国家经济建设所作的贞献。36年财政总支出23847．76万

元，其中47．．52％用于经济建设支出，促进了经济的发

展。市属国营工业企业由1950年的1户增加到1986年的

37户；工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180．2万元达到1986年的

22221．2万元；预算外企业从无到有，1986年达到12户，一实．

现工业产值2597．4万元。全市初步形成了有冶金，机械，电

子，仪表、化工、纺织，针织，建材、轻工、食品等门类优

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这些企业为国家累计提供利税2555奄．器

万元。与此同时，对商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卫生．

事业的支出比重也逐年增大，特别是文，教，科、丑事业费

的支出比重，由1951年的8，6彤增加到1986年的29。，83劣。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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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方面，36年来，在改革财政财务体制，健全财政法

规，完善预、决算和缴拨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开展全面经

济核算，严肃财政纪律，培养财会人员等各个方面，也都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36年来的财政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

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1"-'1958年。是恢复国民经济，执行“一

五”计划，开始群大跃进”的时期。益阳市财政实行统收统

支的财政体制，共特点：一是集中制，即工商企业产品税，

营业税、私营和集体企业所得税，国营商业利润，大多由各级

税务或主管部门垂直上缴，一般不通过市财政预算；二是供

给制，所有财政收入项目程序、税收制度，供给标准，多由

上级制订，地方少量收入列抵支出，不足部分向上级申请补

拨。

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市财政科坚持执行“从经济到财

政"和历行节约的方针，一手贯彻《全国税收实施要则》，

废除旧税建立新法，整顿清理收入，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手

抓扶植生产，拨出经济建设费70．97／元，兴办人民铸厂等6

户工业企业，两年实现财政收入107．1万元，这时扩大劳动

就业，巩固新生政权，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等方

面，均起了积极作用。

1953年到1957年是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

五"时期。从1953年起，益阳市属县市_级独立财政，省先

后下划给市13个地方性收入项目和部分税收分成。有了相对

独立的地方财源，为发展地方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了

一定条件。5年内相继兴办了资江瓷厂等9户工业企业，累

计实现工业产值2756万元，年均比1952年增长2倍。同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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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全面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健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不断壮大，国营和集体经

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9．06％上升到1957

年的94．46莎一，财政收入由主要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上交转

变为主要来自社会主义经济。5年财政收入537．1万元，年

均收入107．42万元，比经济恢复时期增长1倍。年均财政支

出比经济恢复时期增长60．3％，其中用于生产投资，城市建

设，科学教育，医疗保健等支出占74,．9％，体现了财政的建

设性。 ． ．

，

1958年开始“大跃进”，在“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各行各业“大办弦方针的严重影响下，收入虚涨，支出猛

增，浪费严重，当年财政收入完成227万元，比“一五”时

期的年均收入增长1．12倍，当年的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一

五"时期总投资的19．1另。但“跃进牌"的产品质量低，成

本高，浪费大，亏损严重，仅益阳钢铁厂当年就亏损58．6万

元。 ．

第二阶段为1959一、．,1979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受．‘‘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力两次大的折腾和两次“调整，整

顿’’。财政体制方面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从1959年开

始，中央放权，将所有财政收入项目(含各项工商税收和商

业利润)纳入县市一级财政预算管理，既加强了市级财政管

理经济的权利，也加强了抓好收入的责任；二是市级财政预

算收支项目，从建立初期的残缺不全到比较健全，其收入与

支出的主要项目，，一直沿用至今；三是在财政体制上，省对

益阳市曾实行搿总额分成弦，“超收分成"，，“固定分成"

等各种形式的尝试，但基本没有脱离“统收统支"范围的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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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吃饭"财政。这20年财政收八累计完成29177．2万元，年

均1458．86万元，比“一五一时期年均收八增长12．5倍．，每

年递增6．9％．但在年度之间发展不平衡，觎有落，呈曲
线型。

]959一-,1960年，由于受“大跃进一和“多收多支，大收

大支"的影响，财政收入连续两年虚假上升，从而给以后的

财政工作留下了后患；1961"、一1962年，财政收入又连年下

降，1961年比上年下降39．3％，1962年又比上年下降8．6彩。

为了迅速扭转财政的被动局面，全市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制订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加

强财税机构、充实财会人员，批判“无帐会计"、整顿健全

财务管理和财政金融制度，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处理

遗留问题，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经济效益有所回升，

]965年财政总收入比1961年增长8．6％。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其初期，学校停课、工厂

停产，刚刚好转的益阳市经济再次面临新的困难。但由于全

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使这场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一

时期、益阳市财政部门坚持以发展生产、培植财源增加财政

收入的方针。1966",-,1975年，共为经济建设投资3412．11万

元。预算内工业企业由1966年的25户发展到1975年的33户，

新增8户；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2】88万元增加到1975年的

7968万元，增长2．65倍；’上交财政的工业收入。由1966年的

193．4万元增加到1975年的407．4万元，增长I．1倍。在抓好

预算内收入的同时，积极开辟预算外财源，先后兴办12户预

算外企业，10年增加预算外收)、．2659．21万元。1966一1975

年全市累计完成财政收入12871．9万元，年均收入1287．1’9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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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奢比以二五"时辫年坶收入上升84．5％。．“文化大革命蹦

十年中如财政支如增长很快t十年累计支出5605·．1万元，比

“二五’’‘．时规年均增长1．96倍。由于当时强调“先生产，后

生活班，．支出·中的经济建设和文，教，科t卫的比藿达到

83．7形。致使对人民生活欠帐过多，比例失调·加上这一时

期有五令年头没有完成财政收入计划任务，市级财力微薄，

进一步加剧了“欠帐过多玎的矛盾。 ．

· 1926年10月，粉碎汪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

命班．，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

届三中金会以后，、益阻市财政经过拨乱反正，生产恢复正

常，五农业产值逐年增长，财政收入稳定上升，人民生活得

到相应改善。， 、

，
．。

‘

，第三个阶段为1980年以后_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各

项方针政策的深入贯彻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逐步调

整了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分配关系，地方财政不仅收

入增多，而且管理权利扩大。在收入方面，1980"、一1984年，

财政总收入年年稳定在3000万元以上，1984年比1979年增长

21．6％，其中属市级财政的固定收入，由于执行“放权，让

利"的政策，连续三年短收337．2万元，导致财政收支平衡

困难，因系政策变化所致，全部短收已由上级财政如数拨

补，渡过了难关。，1,985年，益阳市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戈lj为

计她单列廊，．财政收支计划由省财政单列下达，在总额分成

比例’上双给予了适当放宽，由以前年度的27％上调为32％。
这样，^有力的调动．了地方财政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全市财

政收A1984翱20，．2s万元，t985每达到4606．04万元，1986年
又达到5366．8万元。市财政慰企业财务管理也相应进行改革，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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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恢复企业基金、实行各种承包、利润分成、盈亏包干．提高企

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减免调节税、限额减征所得税等，加上

国家实行“利改税"，进一步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

系，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留利逐年增加，

1985-'．-,1986年全市预算内工业企业税后留利达1156．8万元，

年均比1980年增长2倍。对行政，事业单位也实行预算包干

办法，对一些有固定收入的单位还实行企业化管理，较好地

调动了各部门发展生产和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市财

政收入的持续增长。1986年起，对预算外资金采取专户储

存，收支两条线的办法，使预算外资金收入增长较快，’1986

年年末达到2882．65万元，相当预算内收入的54．82％。总之，

通过调整改革，1980～1986年，益阳市财政收入在工农业生

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年均递增8．26％。

在支出方面，改变原来各项支出由条条分配戴帽下达时

作法，调动了地方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1980-,一1986年，

全市财政支出12209．15万元，年均比1980年增长62．1％。其

中因农副产品(包括煤炭)购销价格倒挂及肉食价格放开等

价格补贴2501．44万元，年均357．35万元。随着财政支出规模

的扩大，人民生活得到相应改善，1986年与1980年相比，全

市职工人平货币工资由656元增加到1276．8元，平均每年增

长38．9％，市郊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更大。

益阳市财政走过的是一条发展的路，也是一条曲折的

路。过去它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兴衰而兴

衰，将来也必然如此。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

产水平的不断提高，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政令法规的不断

健全，今后的路一定比过去坦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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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 第二章：沿革机构 ，

蓥 。

一

’

，

-·
一

第一节 机 构
’

●

’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随即成立益阳城关区

： 人民政府并建立财政组，同年10)1改为财粮股，属益阳县辖
目

， 区级机构。 ．

： 1950年3月，。益阳城关区人民政府升为县级，直属益阳
4

专署领导。同年9月23日，成立益阳市人民政府，建立财政
· 、科。下设会计，审计，行政股。办公地址在市政府大院。
’

1951年T月，增设地方财务股和房地管理股。
’

1957年，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将原有5股调整为办

公室，预算股，企财股。

1958年8月，市财税机构合并为益阳市财政局。下设预

算，‘企财，税政、人监、货地股，办公室等5股1室。办公地

址设市鹅羊池北岸消防队东侧。 一

1961年8月，财政和税务分开，恢复市财政科和市税务

局。财政科内设预算，企财，办公室等两股一室。1964年2

月，财政科改为市财政局。

1968年5月，撤销科局，成立市财政局领导小组，内部

股室相应撤销。同年8月，改设市革委生产指挥组财政小组。’

1973年T月，财政小组改为市革委财政局。1980年，更名为

益阳市财政局。内设预算股、企财股、监察股、办公室。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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