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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是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一部分．湖

北省一级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就其对泉而吉，分为两类。一类是

对特定产业的专业管理(专业经济管理)，如农业管理，工业管理，

贸易管理，，交通管理．等等．这一类管理巴分别写入‘湖北省

志'的农业、工业、贸易、交通等志中．另一类是与各种产业或

经济整体有关的综合管理(综合经济管理)，如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计量管理，标准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物资管理，价格管理，统

计管理。环境管理，人口管理和劳动人事管理等等．这一类经济

综合管理是本志编修的范畴。 。 ：
’一 ．一 ：

。， 湖北省一级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是中央政府经济综合管理

职能在湖北省这个地域内的实施。与这种职能相对应，；湖北省级

政府建立职能机构和事业单位，以及名为社会团体实质上也是政

府职能机构的组织，以实现湖北省级政府经济综合管理职能．这

些机构为实现自身职能，都有相应的特定的管理方法。据此，本

志的中心内容是湖北省级政府进行经济综合管理的机构，及其职

能内含和进行管理的方法． ． ．

一

+‘湖北自设省以后，湖北省级政府就有经济综合管理的职能．这

种经济综合管理职能的内含及相应的管理机构与管理方法。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交化而交化。在本志的上

限时期，湖北省对经济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经济，两湖总

督衙门和湖北迟抚衙门对湖北省经济的综合管理。因须管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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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机构少，方法简单．1842年中国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之后，

特别是1862年汉口设为通商口岸之后，湖北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商

业发展甚快，外国资本家来此地设立工厂，开辟轮船航运，中国

政府在此地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设电报、电话、银行，私

人也投资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湖北省的经济

由传统的手工小生产经济向现代机器大生产经济转化，由封建经

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即半封建经济)，由权自我操的经济向外

国人享有特权的经济转化(即半殖民地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
， 经济——市场经济转化(印半市场经济)。由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

开始和社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省一级

政府经济综合管理随之由自然经济型向市场经济型过菠，管理的

职能亦逐步加强，管理的内合与方法逐渐丰富，相关的机构及层

次亦逐步增多．及至194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特别是1953年
， 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实行计划经济，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经济{}4度与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湖北省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进入了计划经济型阶段。1979

年开始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

市场作用的范围和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逐步扩大；经济综

合管理由计划经济型逐步向市场经济型转轨。到本志的下限时期，

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从总体上看，本志所叙述的一个半世纪的湖

北省经济综合管理的演交历程，是一个曲折的现代化过程。
。

’j 湖北省的经济综合管理受政体与政策的制约．中国长期实行

中央集权制。在中央与地方两极的权力分配上，中央一极掌握经

济管理权力的主要部分或决定权，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一

极的权力是有限的。在地方一极中，省一级是地方经济的本位．中
， 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主要表现为权力在中央政府和省一级政府之

间的分配．经济管理的整体情况是如此，、经济管理中的综合管理

尤其是如此．湖北省的经济综合管理受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两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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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约，其中，首先是受中央政府决策的制约。故本志在记湖

北省经济综合管理的变迁时，往往是先述中央政府有关决策的交

化，然后着重记载湖北省一级政府结合湖北实际情况采取的贯彻 一

措施f也有少数措施，是出自湖北省政府的主动或首创．这后一

，类情况的出现，或是中央政府势力衰微，集权较少，‘地方政府权

重，分权较多的时期I或是主政湖北的官员为中央政府所倚重·手．

握大权，且思有所作为的时期。湖北省由于地理位置与经济的重

要性，一中央政府常常委派这样的官员主政湖北，这使湖北在经济

综合管理方面产生过一些为全国先的措施． ；
．；

j一

在经济综合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省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分

配不是固定不变的．权力分配的交化，或出于中央政府的自觉的

调整，或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权力的扩张．在本志所述时限的初期，

～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管理权力，湖北省政府。奉旨一照办而已。在

清廷与太平天国交战的过程中，两湖总督及湖北巡抚权方逐步加

重，中央政府经济综合管理的权力下移．战后，特别是张之洞任

两湖总督(X-后期且兼任湖北巡抚)的十七、八年问，湖北省经

济综合管理权力大增。民国前期，全国处于军阀割据时期，湖北

地处要冲，经常为势力大的军阀所据，在经济综合管理上多自行

其是i-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中央政府经济管理的权力．从

1938年至1949年的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因地倒宜采取措施的

权限扩大。新中国建立前后，因各地解放时间不同，情况复杂，在

中南地区设立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后改为行政)委员会，

下辖湖北等6个省，湖北省的经济由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

政府管理．从1953年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后，擞消了中南地

区一级的党政机构，它们的经济管理职权大部分收归中央，少部

分移交湖北省。中央的经济管理权限加强，到1956年形成了中央

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从1956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注意中央

集中管理权限太多而地方太少的『可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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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央、地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7年10月，中央制定扩’大

地方管理工业：商业‘财政权限的规定。1958年大幅度地下放计

划、投资。财政、税收：劳动、工资等方面的管理权限和一批工

矿企业给地方管理：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管理

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将经济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

省三级．特别强调两、三年内主要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1964年。又开始放权，中央把19个非工业部门，如农业、商业、

城市建设、卫生等基本建设投资划交地方安排，计划管理权也适

当下放．1970年前后，在。打倒条条专政”的口号下，将商业、计

划0投资、财政，物资等方面的许多权力和多个中央直属企事业

统统下放给湖北省政府管理．1977—1978年上收了部分财政、税

收、物资等方面的管理权限和一些工业企业．1979年以后。为了

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采取了许多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的措施。在

1949』1985年的30多年时间里，经济综合管理的集权(上收)与

分权(下放)交换频繁，几年就交化一次．此中的原因甚多，除

了调整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外，还有经济状

况的不同。大体说来，经济景气时．中央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给省，

如1957—1958年．1964—1966年．1969—1970年I经济困难时，

中央从省一级上收经济管理权限，如1960一1961年，1976—1977

年．因而，管理权限下放与上收的时间，与经济上升与下降的时

闻基本相吻合． ’、

“一 ，’一‘ 。}． ，
，

?

，-经济综合管理执行的是宏观调控职能i在省一级政府的经济

管理中，它处于主导地位。从改革过程中探索的实践经验与改革

发展的日标模武看，省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职能将比以往更加重

要，因此也必将进一步加强．在政府机构改革中，专业经济管理

部门将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

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而执行经济综合管

理职能的综合经济部门，将逐步调整和建设成为职能统一，具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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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宏观调控部门。经济综合管理的这种

本志出版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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