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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深化改革，经济繁荣的昌时盛世，《朝阳市财政志》问世

了。在这里谨表由衷的祝贺。

《朝阳市财政志》是朝阳地区百多年来财政工作的纪实，尤其

是建国后广大财会干部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政策，勤勤恳恳工

作，努力增收节支，保证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朝阳地区有着光辉的历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朝阳经济在解

放前极不发达，劳动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党和

政府极端重视发展经济，非常关怀人民群众的疾苦，特别是从财政

上给朝阳地区以很大的支援，使朝阳经济有了初步基础，使人民生

活逐步提高，基本上达到了温饱水平。这是落实党的政策的结果，

是全区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广大财会工作者勤奋工作的结

果。

建国36年来，朝阳财政工作在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它保证了地方政府行使其职能所必须的

资金需要；它支持和促进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它为支持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雄厚的物质

基础；它支持和促进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之，这36

年中朝阳财政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朝阳市财政志》记述了朝阳地区财政工作的过去。而修志的



真正目的还在于激励未来。希望全地区广大财会干部能以史为鉴，

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深入改革开放过程中，贯彻政策，勇于进

取，讲求生财、聚财、用财之道，为进一步搞活朝阳财政作出更大

的贡献!

高良田

1 988年8月1日



—皇厶—JL．

刖 舌

前人有“盛世修志”的说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

两个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策归心， 时势宜人， 各项事业都在

蓬勃发展。处此昌明盛世，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认

真地安排了编修地方志和专业志的工作，这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

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是一件汲取历史经验教

训，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有益之举。

财政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解放前在朝阳地区的历代统治者，为

维护其统治地位，都曾以不同方式，横征暴敛，取之于民间，用之

于官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反动统治以后，建立了人民政

权，在财政上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发展经济，开源节

流，在短短的36年间，使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朝阳地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困苦。但是解放以来，

在中央和省的关怀与支持下，各项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到1985年，

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建国初期1952年的59．3倍，一年的财政支

出相当于1 952年的84．7倍。人民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善。现在，回过

头来看看历史，看看财政发展史，编好财政志，这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使命，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

朝阳市财政局的领导对编写财政志工作很重视。1 986年1 2月组

成了以局长高良田同志为主任的“朝阳市财政志编纂委员会，，，聘

请离休老局长徐绍乙同志为顾问，并抽调5名同志成立“修志办公

室”。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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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了约1，200万字的资料。经过订立篇目计划，整理和筛选资料，

先写大事记，后写专业志，反复修改，几经增删，始定稿成卷。

在财政志编写的过程中，承蒙省、市、县档案馆和历届做财政

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谨表谢忱。对本志编纂

过程中给予积极协助的单位和个人，深表谢意。

财政志的完成，是多方面因素的组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

于历史久远，资料散失不全，编写水平有限，因此，在内容结构和

资料选用上，都难免有谬误之处，诚望有关领导和同志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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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朝阳市财政志》是一部专业志，是反映朝阳地区财政工作的

历史和现状的专著。

财政是政权的重要支柱。因此，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我们

现在编写财政专业志，也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为发展朝阳经济提供财政方面的

科学依据。

财政工作概括起来说，就是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

下，组织收入，安排支出，搞好平衡，严格管理。晚清时期地方没

有财政机构，官府的经费开支，仅限于官俸，役食、祭祀工料银

两。这些经费，均由热河道库支拨，地方各项事业开支(如办学经

费等)，由地方自行筹募。民国初期，地方开始建立财政机构，初

期称理财所，后改为财政所。东北沦陷时期，财政管理逐步统

一，直至新中国诞生以后，财政机构才得到完善和加强，财政管理

逐渐走上正轨。

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财政的共同特点，是收入靠苛捐杂税，支

出主要用于警察开支。据朝阳、建平县志记载，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

一个县开征的地方性捐税有亩捐÷斗纪捐、牲畜公益捐、石灰捐、

沙货捐，商务营业捐、炭捐、小肠捐、商捐、食盐捐、屠宰捐、人

力车捐、园捐、观览捐、游兴捐、房捐、不动产取得捐、驮捐、户

别捐等二十余种。收取这些捐税，主要用于办警、办学，而其中又

以警察费用开支为主。如民国18年(1929)凌源、建平两县一年的



经费开支总额为3 o万元，其中警察经费1 5．8万元，占52．7％，教育

费6．7万元，占22．3％，其它9项支出为7．5万元，占25．o％。

新中国成立后，财政机构是随着地方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并

且为巩固政权，繁荣经济、发展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于朝阳地区的行政建制几经变化，财政也随之而变化。1 955

年以前，六个县的财政分别直接对热河省财政厅。热河省建制撤销

以后，从1956年起，六县财政分别直接对辽宁省财政厅。1959年建

立朝阳市，始组成包括六县两区在内的市一级财政。

朝阳地区由于多方面的客观原因，经济基础薄弱，群众生活贫

困。解放以后，中央和省对朝阳地区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扶持，

因此，朝阳地区的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进展惊人。1 9 85年一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比从1 949到1 964年的1 6

年的总和还多。由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财政收支也相应有了大

幅度的增长，以1985年和1952年比较，财政收入增长59．3倍，财政

支出增长84．7倍。 ：

从1 950年到1 985年的3 6年间，全地区财政收入共完成

1，647，552千元，贝于政支出共完成3，374，444千元，收入占支出的
48．82％，省财政补助1，797，991千元，比地方收入还多9．1％。从

36年的予算执行情况看，收支相抵，有所结余，特别是朝阳建市以

后的27年间，年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情况是良好的。这是党的

政策的体现，是各级领导重视的结果，是全地区近千名财政干部和

1．5万名会计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

建国后各时期财政收支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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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各时期财政收支情况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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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50～1952年的予算总收入数只有19；2年一年数，予算总支出数是全数。予算

2、我们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发展各项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如

在支出总额中，属于经济建设类的支出占48％，文教卫生事业占

27．4％，．这两项即占总额的75．4％，而属于行政机关、公安司法类

的支出只占l 1．6％，其它支出占1 3％。

36年的财政收支情况，体现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l、我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营企业。如在累计收入总额

中，国营企业交纳的各项税金和利润占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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