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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军 9 月 24 日 ， 申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副书记贾庆林

参观《 泉。*1 解放 40年成就展览馆 》 的综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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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泉州市计划管理志编

篡小组经过近两年的艰辛耕耘完成了《泉州市计划管理志》

的编修任务ω

编寨《泉州市计划管理志)) ，在泉州历史上是头…回 4 编

寨小组本着继承传统体例、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原则进行撰

修。它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宏观管理角度，历史地记述了泉州市

1950"'-'1990年计划管理的演绎和发展情况，全面、系统、真实

地反映了泉州市计划管理的面貌。

《泉州市计划管理志》的撰写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

历史，秉笔直书，资料翔实，记述贴切，文字流畅，数据准

确，是一部宏观管理多学科的专业志书。它是领导者，尤其是

经济理论工作者、宏观管理工作者及有关社会科学工作者，研

究泉州市在实行计划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本宝贵的参考资料

书，它对于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将具有借鉴意义。能

够起到"认识历史，资治当今，惠及后世"的作用。

泉州市市长林大穆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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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 《泉州市计划管理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从1949年10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

下限至1990年底。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泉州市1990年行政区域 〈辖鲤城区、

石狮市和惠安、 晋江、南安、安溪、 永春、 德化、 金门 (待统

一〉等县) ，机构各称保留历史演变过程的原来称谓。

四、本志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数字书写和度量

衡单位各称均采用国家规定的数字用法和法定计量单位。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 调查和有关书籍、报刊等均经

核实后载入，一般列注出处，使用的统计数字均以统计部门的

统计年鉴资料为准。

六、木志卷首置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下设管理机

构、管理制度、年度计划、中长期计划、计划成效和计划体制

共6章18节，表格随文，卷未后记。行政区图、照片置于卷前。

七、本志的编撰体例参照《泉州市志编写通则》的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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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49年 8 月 31 日泉州解放，开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

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着手建立国民经

济管理体系， 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形成集中统一的计划

经济体制。 1954年2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

计划机构的指示>> ，规定把计划机构逐级建立至基层工作部门

和基芸企业单位， 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

晋江专区的行政体制是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梅-一晋

江专员公署。中央对专署一级没有规定成立计划委员会，但是

计划编制规定，专署是农业生产计划的编制单位，因而在1954

年6 月把原专署统计科， 改为专署计划统计科，负责农业计划 阳

的编制工作。由于计划经济管理工作任务越来越多， 直至1956

年4月才设立晋江专署计划委员会 ，作为全区编制和执行计划的

一级行政机关，从1955年1 月起至1956年底，先后编制了《晋 

江专区1955-1957年农田水利建设计划》、 《晋江专区 1956年

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和转达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发展国民经

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命令》 。 并对全区国民经济实行直接计划 .

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 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迅

速恢复与发展。

1957年晋江专区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1958 

年在实施"二五"计划时，发动"大跃进η 和农村人-民公社

化。 前后持续3 年，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音江专区经



济陷入困难的境地，计划经济管理也受到冲击与破坏， 计划管

理严重违背科学，脱离实际，搞高指标， 喊空话。 晋江专署编

制"二五" 农业生产发展规划时盲目提出 : 用"十分指标、

十二分措施、 二十四分干劲"来保证。 结果这个发展规划编制

不起来。 1961年9 月， 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 提高" 的八字方针， 经过3 年调整后， 晋江地区

国民经济摆脱了困境，工农业生产在协调的基础上已超过1957

年的水平，计划经济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全区工业内部

结构有了改善， 农业内部结椅也有合理调整， 农轻重的比例关

系得到调整，由 1957年的 78.5 1 18.7: 2.8调至1 965年的 70.7

1'25.6 1 3.7 ， 为国民经济在比较协调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奠定基础。

1966年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国家的计划经济管理系

统从上到下遭到严重的破坏， 晋江专区在1967的 "夺权"和

1968年·武斗"风的影响下，计划统计机构瘫痪，计划管理制度

被破坏，统计报表、计划编制被取消， 此后就连基本的年度计

划也是时有时无，很难正常编制和实施，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

反革命集团后， 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工

作，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 科学教育文化工作也开始

走向正常。但是，由 于没有对当时经济管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

左倾错误进行清理，对10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

晋江专署在1977年编制《晋江地区 1977-1980年农 业发展规

划》中提出根食自给， 一亩一头猪等高指标和高速度。因此，

在计划经济管理工作中 ， 继续发生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急于求

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开始全面地认真

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确定了"解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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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蕾"的指导芳钟

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特别是1979年4月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沙的八字方

针后， 晋江地区经过1 年多的调整后，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至

1980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15.0 9亿元 ， 比 1 978年增长28.2% ，

农轻重比例关系趋向协师， 其三者比例是45.3 I 41.7: 13.0, 

为80年代岛民经济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981年晋江地区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衍调整，计划经济管理

作了相应的部署， 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严格财政和信贷管理，

制止滥发奖金， 稳定市场物价， 使各项整顿任务按时按质地完

成。在1982年9 }j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 ' 市场调节为

辅。 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

的阶段，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

就为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和方法指明方向， 晋江地区根据福建

省政府提出的"六五"指标控制数和下达的"六五" 计划，制

定实施办法，确保"六五刀计划的完成，至1985年全区国民生

产总值达23.08亿元， 比 1980年增长68.8%第一产业占31.9% ，

第二产业占43.3% ， 第二产业占24 .8%;工 农业总产值达 '

29.15 亿元，比1980年增长93.2 % ， 工农业比重为67 I 33。

1986年泉州市升为地级市， 实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计划

经济管理按省辖市一级政权机构应有的职能进行管理。自行制

定本区域的中长期计划、专题规划和战略规划。 1987年iO月中

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

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泉州市的计划经济管理就逐步放开，着重

加强宏观调控工作，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做好产业优化的

导向和生产力布局的规划。尤其是1989年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

金会后，中央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

s 



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lklJ 0 泉州市计划经济管理

工作，重点是在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搞好区域

国土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 做好经济发展预测和综合运

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七五"计划

期间〉国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至199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

达38.31亿元，比1985年增长66% ， 三次产业的比重为 20.7 : 

54.4 1 24.9。工农业总产值达63.58 亿元，比1985年增长 1.18

倍，工农业比重为82.1 1 17.9 0 为 90年代经济飞跃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泉州市计划经济管理从1953年开始至1990年 ， 38年来受政

治运动、 经济动荡等因素的影响 ， 而不断地发生着变革与变

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

行改革后， 基本上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一种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

结合的经济管理模式将在实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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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0---1990) 

1 950年

11月， 晋江区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计划工作归财经委管

理。

195 1 年

9 月， 晋江区财政经济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财经委制定的

《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

1 952 年

1 月， 晋江区财经委贯彻执行中央财经委颁发的 《关于国

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

1 954 年

6月 7 日 ， 晋江专员公署决定把专署统计科改为专署计划统

计科，加强力量，担负计划和统计工作任务。

1 955 年

1 月 29日，专署计划统计科编制《晋江专区1955-1957非

5 



农田水利建设计划))。计划内容z 灌溉、 排水 、 防洪、围垦、

防讯、防冲浪等建设工程。

8 月， 专署贯彻执行国家计委制定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

编制办法 (草案) ))。

12月 10 日 ， 专署计划统计科试编 (( 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

计划)) ;以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

1 956 年

4 月 12 日， 晋江专员公署计划委员会 (以下简称计委〉 成

立。

4 月，专署贯彻执行省计委颁发《福建省地方工业十二年

(1 956-1967) 规划 (草案) ))及六个专业规划 。

6 月 22 日， 晋江专署计委召开第一次专署一级经济部门会

议，传达贯彻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命令到 ， 并按命令的要求把各项计划任务落实到各部

门和各县、 市人民委员会。

1 957年

1 月 14 日， 晋江专员公署批准下达晋江专区1953-1957年

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命令，由专员许集美 签署发

布。

4 月专署计委组织实施福建省计划委员会颁发《专、 市、

县计委职责范围与工作关系的几项暂行规定》、 《检查国民经

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草案) ))和《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规定

〈草案) )) ， 并按此规定办法检查， 监督执行。

5 月 15 日 ， 专署计委向中共晋江地委和专署领导就有关省

人委下达的1957年晋江地区工农业生产任务和基本建设投资计

。



划的安排，提出书面汇报意见。

195 8 年

2月 5 日， 晋江专署进行紧缩财政开支，压缩行政编制， 精

简人员，专署计委只留1个人做计划工作。

4 月 24 日，中共晋江地委、 专署决定，成立专署生产规划

委员会。尚书输为主任， 王德秀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由朱汉

增任主任，负责日常事务， 并确定迅速开展生产规划工作。

7 月 15 日，中共晋江地委决定计委与统计科合并，成立计

划局。

8 月 21 日，专署计划局制定 《关于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

指出计划局是地区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职能部门。它的主要任

务是〈一〉编制地区长期和年度计划 (草案) J (二) 组织检

查计划执行情况(三〉 平衡和分配物资 (四〉 审查研究地

区的财政预算(五〉 管理与外地区的经济协作(六〉研究

地区重大经济政策和提供给党政领导的决策资料。

9月 9 日， 专署决定撤销工业厅晋江经理部，成立晋江专署

物资供应处，负责管理国家统配物资的调拨和分配工作，归专 、

署计划局领导。

9 月 30 日，专署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

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 ，要求各县、市计划(含统计〉机构，

配备12-16人(其中主任2 人) ， 设工业基建股、 农业股m 商

业股、物资供应股。

1 959 年

4 月 28 日，专署计划局贯彻执行省人委颁发的《基本建设

项目设计文件审批暂行规定》。

7 



6 月 26 日， 晋江专署贯彻省人委颁发《关于商品实行分级

管理办法)) ， 确定一类商品32种，二类商品365 种， 由省管

理，三类商品由各专业部门平衡。此办法自 7月 1 日起执行。

1 960年

2月 5 日，中共晋江地委决定计划局改为晋江专署计划委员
A-H 

9月 6 日，专署决定物资供应处升格，成立专署物资局。

196 1 年

10月 29 日， 晋江专署计委召开各县、市计委主任和物资局

长会议，传达贯彻中共晋江地委工作会议精神， 要求各县、市

计委围绕保粮保钢， 增产节约，大搞五秋做好工作， 会上介绍

了省统计工作改革的经验。

1 962 年

2 月 22 日， 专署贯彻执行中央、省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的指示，清理晋江地区在建工程， 停建-批建设项目 。

4 月， 晋江地区部份企业调为省属企业，同时对部份工业

企业实行"关、 停、 并、 转"处理。

12月 31 日， 晋江地区精简压缩职工队伍， 1961.........1962年精

简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6.64万人z 精简社办企业职工 3.50 万

人， 其中下放农村的8.23万人，占精简总人数的 80.20% ， 余

者充实手工业队伍。

1 963 年

2 月 15 日， 晋江专署决定，成立专署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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