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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黄埔区建区历史沿称

第一次建区时期：

1953年6月一1955年3月

1955年3月一1956年6月

第二次建区时期：

1960年5月一7月

1960年7月一1962年8月

第三次建区时期：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委员会

广州市黄埔人民公社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委员会

1973年2月一11月 广州市黄埔区筹备领

1973年11月一1980年7月广州市黄埔区革命委

1980年7月一现在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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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黄埔区财政局历史沿称

第一次建区时期：

1953年4月一1954年1月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财务科

1954年1月一6月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财粮科

1954年6月一1956年6月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财粮土

地科

第二次建区时期：

1960年6月一1961年11月 广州市财政局黄埔区财政分
‘

局、广州市税务局黄埔区税

务分局(财税合并)

1961年11月一1962年8月 广州市财政局黄埔区财政分

局、广州市税务局黄埔区税

务分局(财税分设)



第三次建区时期i

1973年10月一1979年2月

1979年2月一1990年5月

1990年5月一1996年7月

1996年7月一现在

广州市黄埔区财政局

广州市黄埔区财政局、广州

市黄埔区税务局(财税合

署)。

广州市黄埔区财政局

广州市黄埔区财政局、广州

市黄埔区地方税务局、广州

市黄埔区国家税务局(财税

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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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73年，广州市委决定将原广州市郊区

黄埔、罗岗两个公社其中相连的12个生产大

队(自然乡、镇)划入黄埔区，称市辖区。

黄埔区方园121．7平方公里，横贯珠江，南接

番禺、东莞麻涌、东连增城新塘、北临广州

白云、天河两区，西距广州市中心区约20公

里，是广州市东面一个大门。

黄埔区建区早期，区属地方经济结构，

只有几间小型国营商业、一间供销联社、几

户农村社队企业。农村部分穷社穷队，一个

劳动工分的分值只有4—6分钱，农民月平均
收入约在12元左右。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亦

在46．5元不等。贯穿黄埔区的主要交通干线

称“黄埔大道"仅宽10米左右，据说亦是由

孙中山时代起修筑，历数十年断续铺就。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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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一条“大道"，偶遇台风季节、洪峰汛

期，因水利设施不力，部分路段竟成泽国，

两侧农田淹没，颗粒无收。

开放改革后，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后，

区属经济结构已有国营经济(含大中型商业

企业)、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

营、股份、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含外

商独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根据计会科

纳税资料统计：1980年黄埔区区属国有企业

24户，集体企业248户，个体工商户102户，

其他企业4户。十四年后，即到1994年，区

属国有企业197户(其中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

6户)，集体企业1，287户，私营企业187户，

个体工商业户4，073户，外商投资企业303

户，其他成份企业17户o

1980年后，全国财政实行分级包干“分

灶吃饭”办法，财政体制(包括税制)多次

进行改革，地方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地方可

支配财力逐年增长。黄埔区1980年财政收入

349．12万元，到1994年是15，802万元，后

者是前者的45倍o 1980年财政支出279．87万
10



序

元，到1994年是11，717万元，增长41倍。

根据黄埔区计委计划科统计资料：1980

年黄埔区商业批发、物资、供销、饮食等部

门商业零售总额合计4，621万元，．到1994年

是57，108万元，增长11．3倍o 1994年工业

总产值(现行价)252，217万元，农业总产

值(现行价)4，752万元；按可比价折合计

算分别是1980年的161．45倍和O．39倍。1980

年黄埔区城镇人口月平均收入57．6元，1994

年达到650元o 1980年黄埔区农村人口月平

均收入24元，1994年达到600元。

从以上资料说明，开放改革十五年来，

黄埔区地方经济是发展了，财政收支是增长

了，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昔日的“黄埔

大道”已扩建为路宽58米的大道，同时，亦

新建成一条宽约60米水泥地面的中山大道

——广深公路，双向6车道，东至深圳、西
联广州市中心区。从大沙地至南岗整条路段

两侧，建筑如群，工商林立，酒楼宾馆，随

处可寻，华灯如昼，车马如龙，日以继夜，

川流不息，已成为一条名符其实的十里长街o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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