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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财政部长王丙乾视察延安时题词

邋叠鐾堂通文鱼妄蔷誓釜 圈m祭砸立



财政部副部长

谢旭人(右)视察延

安．省财政厅厅长

丁全德(左)、延安

行署常务副专员刘

孝文(中)陪同

局长王建民(左)、

副局长康仲涛(右)向

项怀诚(中)同志汇报

工作时合影

省财政厅副J亍长

E树汉(巾)视察延

蟹财校





延安炼油厂烁油塔



▲延安地区财政局办公楼

丫局长王建民(中)、副局长阎书德(左)、康仲涛(右)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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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财政志》就要付梓问世了。这是延安财政工作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值得向延安所有财政工作者祝贺的一件喜事。

《延安地区财政志》以翔实的资料，忠实地记载了民国时期、陕甘宁边区时

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始终贯穿着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路线和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的延安精神。陕甘宁边区时期，财政工作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

的。抗战初期，国共二次合作，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以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饷和

友军提供的帮助为主，取之于民的极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

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皖南事变后，完全断绝了对边区的供给，边区财政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极为严竣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筒政，边区财政

工作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制定了农业累进税率，合

理负担j激发了根据地人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为抗战救国做贡献的热情；开

展贸易，稳定金融，制定了货物税条例，以边区的特产换取所需的工业品I财

政支出采用实物供给制，实行最低标准，有力地保证了边区军政的基本生活所

需，稳定和发展了边区经济，积蓄并壮大了革命力量，巩固了后方，支持了前

方，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时期形成的财政工作指导思

想、工作方针、工作措施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

新中国的财政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响应毛主席《复电》的号

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努力开展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地委、行

署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依托资源、面向市场、择优开发、重点突破"的开发

思路，调整产业结构。农业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着力发展烟、果、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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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四大主导产业；工业依托资源优势，着力发展石油、煤炭、卷烟、毛纺(电

力)四大主导产业。放手发展非公有经济。坚持管护与利用并重的方针，依托

历史文物、自然景观、黄土风情文化等人文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建设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格局。坚

持综合规划，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配套；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村庄为依托，山

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思路和治理与预防管护并重的方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加快治理水土流失。坚持建设与治理并举的方针，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治

理大气污染，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坚持“教育奠基，科技兴延"的方针，改

造教育基础设施，努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推进了延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76．82亿元，是1978年的6．36倍。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延

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进程，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充分运用各

项财税政策，调控分配，支持生产，壮大财源，增加财政收入。1995年财政收

入达到6．14亿元，是1978年2615万元的23．48倍，1998年财政收入达到

12．28亿元，又在1995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是1978年的46．96倍。坚持财政

体制改革，在保障党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离退休老干部生活费、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城乡贫困人口社会保障等有效供给的前提下，聚集资金，增加投入，重

点支持农业、教育、科技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以公用车辆统购、定点维修、会

议费统管、政府采购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财政支出框架，有效地加强了支出管

理，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存史资治，启迪来者，继承创新，开拓未来。今天，延安人民面临着响应

江泽民总书记号召，开发大西北、建设秀美山川的历史机遇，肩负着建设特色

经济，把开放、富裕、文明的革命圣地推向21世纪的历史重任。在新形势下，

财政工作也面临调整思路、继承传统、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新任务和新课题。

任重道远，光明在前。学习中央关于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我

以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继往开来；坚持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加快发展；坚持深

入实际，调查研究，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生产，发展经济，巩固骨干财源，

壮大群体财源，开发新增财源的工作思路，培植财源，增加收入；坚持调控分

配、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完善政策，健全制度，提高

依法行政水平；坚持建立全新的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强

化预算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办事原则和一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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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的工作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以新的工作思路、工作精神、工作态度、

工作措施，创造新的财政工作业绩，为圣地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延安地区财政志》的出版，凝结着全体编撰者的心血，在此，我谨向他们

表示真诚的谢意。应人之邀，览其手稿，回忆我在延安工作十多年分管、指导

财政工作的实践，浮想联翩，感慨良多，摘其要者记之以为序，愿与延安的广

大财政工作者共勉。

刘孝文

1999年9月9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

二、断限，上自可溯资料，下至1995年。

三、体例，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横列财政门类，纵述财政过程。以横为主，

纵横结合；以类系事，事以类从。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四、形式，志、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相辅，附录为补。

五、内容，以延安地区财政工作为主，兼及县(市)。

六、资料，来自陕西省和延安地区档案馆有关文献，以及延安地区统计公

报和财政决算。

七、币制，民国时期为法币；陕甘宁边区时期，1936—1940年也为法币，

1941—1942年为边币，1943—1947年为流通券，1948年为农币；建国后一律按

新人民币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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