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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由《阜新市财政志》编委会编审的《阜新市财政志》，历时近

四年，并在阜新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专家学者及

专业工作者的审阅，修订，四易其稿而完成的。这部财政专业志是

一部关于阜新财政历史和现状概貌的专著。它的出版，是阜新财政

战线的一件大喜事，值得祝贺。

回顾阜新财政历史，从历代封建王朝直至中华民国，其财政来

源无不出自人民的沉重负担。“苛政猛如虎”就是旧社会财政的写照。

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阜新财政，是“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新型财政。建国40年来，经历了艰难曲

折的发展道路。在中共阜新市委、阜新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

下，全体财政干部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克服了各个历史时期财政

工作中的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

《阜新市财政志》以丰富的资料，比较翔实地记述了阜新财政的建

立和发展过程，记述了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教

训，对搞好今后的阜新财政工作，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

点正是《阜新市财政志》出版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建国40年来的阜

新财政史，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

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遵照“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一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一的原



则，从阜新的实际出发，坚持财政改革，精心理财，把尽力而为和

量力而行结合起来，使地方财政建立在稳固、平衡的基础上，确保

地方经济的稳定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在东北沦陷期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

抗战胜利后又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破坏，造成阜新经济凋敝，物

价飞涨，民不聊生。阜新市人民政府成立时，全地区仅有14家地方

手工业作坊，由政府经营，是阜新财政的经济基础。1950年地方工

业总产值11 07万元，地方财政收入仅有6万元。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加强城乡财政，整顿农村税收，查评土地，平衡负担，实行严

格的节约措施。经过三年的时间，地方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万元

增长到1952年的144万元，增长24倍，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

“一五”时期，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下，充分发挥地方

财政的职能，加强财务管理，增收节支，运用税收的经济杠杆作

用，配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开展反偷漏税斗

争，促进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农业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

政策，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五年财政总

收入2221万元，用于地方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为1 lo_7万元，占收入

的57％，取得了地方财政收、支稳步增长的好成绩。国民经济三年

调整时期，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重新收回下放过多的财权，把支出压缩到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克服主

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加强财经纪律，保证了国家预算的完成，实现了

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个时期财政总收入达到6 7r18万元。在40

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

“大跃进”中，出现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不从实际

出发，片面强调主观意志，搞财政务虚，实行“大收大支’’、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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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就给”、 “要多少给多少”，收入尚未落实，支出早已安排，财政

出现虚收实支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政府主义思

潮的影响下，财政法规和一些制度横遭批判，财经纪律被践踏，i截

留国家收入、偷税漏税、划大公为小公、乱拉资金搞计划外基本建

设等造成严重损失。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年的1 976年，’财政收入

仅为5604万元。根据有关资料统计，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两个时期造成的损失高达7483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理了左倾错误的影响，遵照“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财政工作克服了“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破坏和困难，财政状况逐步好转。同时把财政工作的重

点转移到促进技术革新、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实

现从管理型财政向经营管理型财政的转变。在改革、开放、搞活的

方针指引下，从地方实际出发，坚持财政改革，支持在巩固公有制

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增加企业活力，适时地调整分

配关系，使过去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讲究生

财、聚财、用财之道，既搞活了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迅速发

展，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了财政管理体制，加强了财政管理。1988年

末，阜新市财政收入实现127，05万元。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

是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我们全市财政战线全体同志在今后的工作

中，应该把《阜新市财政志》作为案头必备之书，认真借鉴其中的

历史经验，为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而努力奋

斗。

《阜新市财政志》是阜新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地方财政的

专业志，其编纂之难度可以想见。自1986年起，编写入员利用9个

月的时问，广泛搜集资料。从南京、武汉、成都、石家庄、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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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地，搜集到建国前有关阜新财政方

面的资料35万余字；从机关内部的档案和有关资料摘抄、复印资料

350万字。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从实际出发，忠于史实，秉笔直书，注意突出专业特点

和地方特点，几经修改，终于完成3 5万字的送审稿。又经市志办领

导和专家们的精心修改、增删，最后定稿才得以出版。对编写过程

中曾给予帮助和指导的同志，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水

平所限，难免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敬请参阅本志的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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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阜新市财政志》是记述阜新地区财政历史和现状的专

业志。遵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翔实地、系统地记载地方财政的历

史发展和变化。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三)本志篇首设《概述》，概括记述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阜新

财政、新中国成立后的阜新财政。全书按篇、章、节、目排列，计3

篇17章54节，约35万字。本志篇目设计，根据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

相结合的原则，在“财政收入”篇中，已记述了各项税收数据，但

未设置“各项税收”篇目，待由《阜新市税务志》专列。

(四)本志记述范围包括阜新、彰武两县，五区和市属企事业

单位。

(五)本志以记述财政专业为主，图表附以说明。专志横排竖

写。根据需要，部分篇首冠短文。

(六)本志记述时间，原则上限自1940年阜新建市开始，下限

到1988年12月末止。个别处上下限有所突破。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阜新解放指1948年3月1 8日。

5



(八)本志一律采用国务院l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为准。清末、民国及解放初期，考虑当时

财政计量特点，个别处仍保留旧制。

(九)本志历史资料，主要来自财政历史文件档案，并参阅中

央、省、市有关财政政策、法规，制度和规定，经反复核实，准确

无误。为简化记述，资料出处大多未予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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