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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财政金融

第一节 财 政

1949年6月16日成立省政府财政厅。1955年2月，省政府财政厅更名为江

西省财政厅。1968年10月，省财政厅更名为省财政局。1969年11月，省财政局

与省人民银行合并，成立省财政金融局。1973年3月，财政与金融分开，成立省

财政局。1980年1月，省财政局更名为省财政厅。至1990年底，全省财政税务系

统共有干部职工25 619人，其中财政人员10 540人，税务人员15 079人。

41年中，江西财政经历如下发展过程： ，·

’

1949年7～12月，财政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支援革命战争、医治战争创伤和

恢复生产的资金需要。财政收支很少，全省财政(现金部分)收入0．062亿元，支

出0．036亿元。 号

1950--．-1952年，贯彻执行全国财经统一方针，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全省

财政收入4．88亿元，支出2．68亿元，净上解中央财政1．86亿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支持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财政收支稳定增长。1953--一

1 957年，全省财政收入14．74亿元，支出9．25亿元，净上解中央财政5．61亿

元。

1958"-1960年，国民经济“大跃进”，财政大收大支。全省财政收入19．14亿

元，支出26．66亿元。1960年与1957年比较，财政收入增长近1倍，支出增长近

4倍，其中工业支出增长14．8倍。由于支出增长过猛，超出实际财力，国民经济

比例失调。1961年起，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健全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收入由下降变为回升。1961～1965年，全省财政收入28．01亿元，支出25

亿元，退还给农村人民公社的平调款2．57亿元，净上解中央财政2．05亿元。

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财政收入三次下降，支出增长。全省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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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84．45亿元，支出96．15亿元。由中央财政拨款平衡预算。

1977年，财政拨乱反正，收支增长。1977--一1978年，全省财政收入19．85亿

元，支出28．28亿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财政工作开创新局面，财

政收支持续增长。1979～1990年，全省财政收入262．14亿元，支出348．56亿

元。12年中，财政收支的绝对额分别超过1978年以前30年财政收支总和的

52．2％和84．5％。

1950～1990年，全省财政收入累计433．21亿元，财政支出累计536．58亿

元，平均每年分别递增9．3％和12．3％。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13％。1990年，全省财政收入40．62亿元，为1950年1．17亿元的34．7倍；支出

50．76亿元，为1950年0．49亿元的103．6倍；全省人均财政收入106．6元，人

均支出134．33元，分别比1950年增长13．2倍和42倍。

一、财政收入+

农业税为支援解放战争，1949年6月24日，省政府、省军区发布《关于筹

借粮食、柴草办法的布告》。到10月止，全省共计筹粮5 600万公斤(折大米，下

同)。这次借粮，在1949年和1950年度秋征公粮中分次归还。1949年9月20日

和26日，省政府先后发布《江西省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和《江西省

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施行细则》，规定：1949年度公粮，按农业收入和阶

级成分实行不同比例计征，税率为5％～30 oA，地主最高不超过50％。因灾歉收

的酌予减免。县、村地方粮按公粮附征5％。全省秋征实征公粮和附加4．49亿公

斤。

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9月20

日，省政府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江西省施行细则》，规定：农业税(原称

公粮)以户为单位，按农业人El每人平均全年农业收入累进计征，全家每人平均

全年收人151斤以上的，税率为3％～42％，共分40个税级征收。计算农业收入

时，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对于茶、果、药材等农林特产收

入另定税率计征，以示奖励。对革命烈、军属和特别贫困户酌情减免。地方附加

为正税的15％。农业税以征收稻谷为主，对经济作物较多地区可折征现款或其

他农产品。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布的两个农业税暂行条例和灾款减免办法，

1951年9月15日，省政府发布《江西省土改区与未土改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施行

细则令》，规定：对土改区实行20个税级的累进税制，税率为6％～25％；对未土

改区仍执行40个税级的累进税制。10月7日，省政府发出《关于秋征工作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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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规定省、专、县、区四级成立征粮委员会，乡成立农业税调查评议征收委员

会，加强对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导。1952年8月2日，省政府发布《关于进行查

田定产工作的指示》。8月18日成立省查田定产委员会，省政府副主席范式人为

主任。经过查田定产，至1 952年底止，全省共有农业税计税人口1 466万人，计

税耕地面积4 029万亩，常年应产量(稻谷)119．4亿斤，分别比查田定产前增加

1．8％、5．1％、10．6 oA。10月，省政府发布《关于1952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

示》，规定：1952年农业税征收工作，必须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取

消附加的总方针，具体征收工作，悉依《中南区土地改革地区1952年农业税暂行

条例》与《江西省1952年农业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的规定执行，当年实征农业

税6．67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8．7％，占当年农业实产量(折合产量)的14．7％。

1953年10月13日，省政府发出《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规定

1953年农业税征收工作，贯彻“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

免，增产不增税”和“在今后三年内农业税负担，一般地稳定在1952年的实际征

收水平上，不再增加，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为稳定农民负担，

各地对少数常产应产量定得过高或过低、等级“片大等粗”的做了适当调整，全省

常年应产量比上年调低4．58％，并按正税附征7％的自筹粮。1954年8月10

日，省政府发出《关于1954年预送公粮工作的指示》，“公粮征收工作按一次计

征，两次入库的办法进行”。10月4日，省政府发布《江西省农业税征收暂行办

法》，税率仍为6％---25 oA。1956年夏季在庐山开会期间，省长邵式平电请中央核

减农业税任务。经中央批准，当年农业税由上年的6．15亿公斤减少为5．75亿公

斤，减少0．4亿公斤。为适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关系，10月19日，省人

委发出《关于1956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对高级社的农业税，试行以社为

单位，按原定常产应产量，采用单一比例税制征收，税率为17％，地方附筹不超

过正税的12％。由于实行平均税率，有的地方税负变化较大。1957年9月7日，

省人委发出《关于1957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对不同地区采取有差别的比

例税制，差别比例税的税率，基本上以各乡或农业社过去依率计征税额占常年应

产量的百分比为基础，由县(市)人委在计税收入11％～20％的范围内分别确

定。

1958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的征收实行比

例税制。同日，国务院规定江西省的平均税率为15．5％。7月31日，省人委发布

《关于1958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规定：“1958年我省征收农业税的税率

仍然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制，以行政区、专区、省辖市为单位的平均税率，一般按

1957年平均税率执行。以农业社为单位的税率，最高不超过常年应产量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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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不宜低于11％，由县(市)人委具体确定。”对于个体农民，经县(市)人委批

准，可另行加征税额的l～5成，但对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的个体农民不予加

征。为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15％；在种植经济作物集中而

又比种植粮食作物收入特多的地方，附加比例可适当提高，但最高不得超过正税

的30％。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

报告》，为了支援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意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大幅度减

轻农民负担。9月2 Et，省人委发出《1961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规定1961

年全省农业税征收任务为3．5亿公斤，比上年减少39．1％；地方附加为5％，比

上年减少67％；全省农业税的平均税率降低为11．5％；各生产大队的税率，在不

超过常年应产量14％的范围内，由县(市)人委核定。当年全省实征农业税和附

加3．54亿公斤，比1960年减少43．1％。农业税占实际产量的比例由上年的

15．8％下降为10．3％。1963年10月25日，省人委发出《关于1963年农业税征

收工作的指示》，根据国务院规定，全省农业税征收任务比上年增加7％，即增加

到3．745亿公斤，全省农业税平均税率调整为12．31％，各生产大队的税率最高

不超过17％。此后，江西的农业税负担基本上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精神，1979年

11月24日省革委会批转省财政局《关于制定江西省执行农业税起征点若干具

体问题的暂行规定的报告》。从1979年开始农业税实行起征点的办法，起征点的

口粮标准为稻谷400斤，革命老根据地的社队为450斤，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

以下的生产队，免征农业税。1979一--1982年，全省每年平均有29．2％即6．65万

个生产队享受起征点照顾，共计减免农业税3．31亿公斤。1983年，起征点减免

办法停止执行。

1984年2月，省政府发出《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

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对园艺收入、水产收入一律按5％的税率征收农林特

产税；对自己种桑又养蚕的单位和个人，按蚕茧销售收入的40％征收农业税。

1 985年8月31日，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老区特困乡若干政策问题的补

充规定》，对全省402个特困乡中人均纯收入不足120元的农户，从1985年起，3

年内减免农业税。为照顾老区特困乡的困难，1988年又按原来年减免数的一半

继续减免1年。1985～1988年，全省共计减免农业税1．62亿公斤。． ，

1989年5月5日，省政府发出《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农业

税征收工作的通知》，规定农林特产按照产品实际收入计算征税，税率分别为

5％～15％，地方附加为正税的10％。1989年，全省征收农林特产税3 340万元．

比上年增长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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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90年，全省共计征收农业税正税(fi-农林特产税)168．89亿公斤，

折合金额45．09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10．4％；共征收地方附加15．88亿公

斤，占正税的9．4％。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税负担由减少到稳定，农业税

正、附税占实产量的比例由1949年的17．1％下降为1990年的2．7％。，．

耕地占用税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农用耕地，1987年8月30日省政府

发布《江西省征收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耕地占用税按不同地区占用每平方米

应税耕地面积固定税额征收。江西省占用每平方米耕地面积平均税额为4．5元，

各县(市)占用每平方米耕地面积平均税额分别为3．5—6．5元，共分5个档次。

对人均耕地不足2分的行政村可以适当提高，但最高不得超过适用税额的

50％。对于部队、军事设施等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对公路建设用地减半征收耕

地占用税，对农村中革命烈士家属、革命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

新建住宅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给予减税或免税。1987,-．-1990．年，全省共计征收耕

地占用税6 999万元，其中地方分成收入4 234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0．1％。

契 税 1950年4月，政务院发布《契税暂行条例》。12月，省政府发布《江

西省契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在城市和完成土地改革的乡村中，凡土地、房

屋的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均应凭土地、房屋所有证，并由当事人双方订立契

约，由承受人按规定缴纳契税。契税的税率分别为：买契税，按买价6％；典契税，

按典价3％；赠与契税，按当年价值6％。1953年，全省征收契税148．9万元。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契税收入逐年减少，到1958年基本上停征。1981年为适应

城乡房屋买卖的新形势，财政部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契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

知》。江西从1986年起又开始征收契税。1990年，全省征收契税100万元，占当

年财政收入的2．5‰。
“

，； 。-。。

工商税 1949年7月10日，省政府发出《关于建立各级税务机构立即进行

征收工作的通令》。各级税务部门从7月起开展征税工作。1950-'--1990年，全省

共计征收工商税296．8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68．8％。1990年全省工商税收

入32．7亿元，比1950年增长9100％，平均每年递增12％。

·企业上缴1949年12月5日，省政府印发《梁达山副厅长在省府首届财政

科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在扶助机关生产的同时，积极帮助

兴办小型工矿和加工厂，以担负一定的财政任务。1950年3月17日，财政部发

出《关于公营企业缴纳工商税的通知》，规定自1950年起，公营企业的利润按照

隶属关系，分别向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缴纳。江西地方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额

上缴同级财政。1950年，全省仅航运企业上缴利润2 400元。1951年4月6日，

政务院财经委发布《国营企业提缴折旧基金暂行办法》，江西地方国营企业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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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财政。为了鼓励企业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

入，1952年1月15日中财委公布《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江西

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在5％的范围内提取奖励基金后上缴财政。1952年，全省国

营企业上缴利润357万元，上缴基本折旧基金57万元，共计企业收入414万元。

L’1955年8月18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拟定的《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超计划

利润分成和使用办法》，江西对国营企业1954年的超计划利润，40％留归各级企

业主管部门，60％上缴财政。1956年，国务院公布《关于一九五六年国营企业超

计划利润分成和使用的规定》。江西以主管部门为单位，对超计划利润在扣除企

业奖励基金和基层企业社会主义竞赛奖金后，60％上缴财政。1957年，全省企业

收入4 506万元(含利润和折旧基金等，下同)，比1952年增长990％。

1958年1月起，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3个管理体制的规

定，原由中央主管部门管理的商业、粮食、电力等企业下放地方管理；供销合作社

系统改属商业系统，由原来征收所得税改为向财政上缴利润。5月4日，省人委

发布《关于省属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利润分成的规定》，从当年起省属地方国营

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分成比例分别为6％～17％，余额

上缴财政，不另提超计划分成和企业奖励基金。1962年，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社

分开，供销社恢复缴纳所得税，不上缴利润。10月23日，省人委批转财政厅、农

林垦殖厅《关于1963年国营垦殖场缴交企业收入和拨补政策性亏损问题的报

告》，规定农垦企业实现的利润、折旧和固定资产变价收入按时上缴国家金库，但

为简化手续，企业可抵充政策性亏损，余额上缴，差额由财政退库拨补。1963年，

全省企业收人L 89亿元，比上年增长3．9％。

1966年1月11日，财政部、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关于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所

属企业预算交款办法的联合通知》，县以上供销社所属企业改缴所得税为上缴利

润。当年江西全省商业企业收入299万元，比上年增长67．8％。4月10日，中共

中央批转《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指出奖金制度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在

“文化大革命”中，奖励基金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国营工交企业

实现的利润又改为全额上缴财政。1967年2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分配

1967年预算收支指标(草案)的通知》，规定地方国营企业的基本折旧基金不再

上缴财政，留给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从当年起，江西财政预算内

不再集中企业上缴的基本折旧基金。1968年，供销社再次并人国营商业企业，并

统一上缴利润。1972年，国、合分开，根据财政部、商业部1973年5月21日《关

于供销社利润上缴办法的通知》，全省基层供销社又由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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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30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改进固定资产更新

改造资金管理的报告》。江西从1978年1月1日起，集中一部分企业基本折旧基

金，纳入预算管理。省属国营工交企业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50％留给企业使用，

50％上缴财政。财政集中的基本折旧基金60％由中央掌握，40％由省安排。1978

年，全省财政集中的折旧基金为5 837万元。1978年11月25日，国务院批转财

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江西从1978年起，对国营工业企业

按职工全年工资总额的3％～5％从实际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1979年3月16

El，财政部、商业部联合发出《关于在商业系统试行利润留成办法的通知》。江西

从1979年起对商业企业恢复利润留成办法。商办工业留成19．3％，上缴财政

80．7％。6月20 El，财政部发出《关于实行县办工业企业利润留成问题的通知》。

江西县办工业企业利润60％留县，40％上缴财政；亏损由县负担20％，由省负担

80％。7月13 El，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江西对34

户扩权试点企业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办法。1980年6月28日，省政府转发省经委

《关于请批转扩大国营工交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暂行办法的报告》，将全

额利润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1980年，全省扩大企业自主权

单位增加到103户，这些企业实现的利润比上年增长27％，上缴财政利润比上

年增长19．1％。1980年8月7日，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国家经委《关于征收国

营工业交通企业固定资金占用费的暂行办法》，开始在试点企业中征收固定资金

占用费。12月20 El，省财政厅发出《关于征收工交企业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

用费的补充通知》，从1981年1月1日起，对国营工业、交通、城市公用、文教及

物资供销企业，全面征收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用费。1980 1982年，全省征收

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用费1．03亿元。

1981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

的暂行规定》，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首先保证上缴财政任务的完成，实行盈亏包

干办法的企业超收或减亏分成比例，上缴国家部分一般不低于60％，留给企业

部分一般不超过40％。1983年和1984年，根据国务院规定，江西国营工交商企

业先后实行利改税第一步和第二步改革，改上缴利润为上缴所得税和调节税。

1985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推进国营

企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从1 985年起，折旧基金不再上缴财政。

1987年3月24日，财政部发出《关于抓好国营企业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和扭亏

增盈工作的通知》，对国营中、小型企业试行租赁和承包经营。江西从1987年4

月起，对国营企业在实行利改税和盈亏包干的基础上，逐步推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将所有税和调节税按企业承包数额上缴财政。

岁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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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一--1990年，全省预算内企业共计上缴利润和基本折旧基金71．13亿

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16．5％。其中，工业企业1990年上缴利润2．35亿元，比

1951年的175万元增长133倍，平均每年递增13．4％。

借款与债券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打击银元黑市，恢

复与发展生产，1949年8月15日省政府发出《关于城市借款的决定》。规定在人

口1万人(后改为0．5万人)以上的城镇内，均可向银钱业、商业和比较殷实的工

业界并具有5元以上承借能力的业户借款。全省借款总额原定52万元，后调整

为43．5万元。从9月开始到10月22日止，共计借款36．46万元，占调整数的

83．7％。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2月6日，政务

院发布《一九五O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1950年1月28日，省委、

省政府发出《关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工作的指示》。折实公债的推销对象主

要是城市工商业者、殷实富户。截至2月28日，全省实销折实公债219万份，完

成推销任务109．5％。

为筹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资金，1953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发

布《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54年1月29日，省政府发出《关于

推销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到12月底，全省共计推销经济建设公

债1 516万元，完成推销任务117．8％。1954---1958年，全省共计推销经济建设

公债7 016万元，完成国家分配任务105．7％。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事业发展

的需要，省人委根据国务院195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

条例》的规定，于1960年3月17日发布《关于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和

《1960年江西省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办法》。至12月底止，全省实际发行地方

经济建设公债2 056万元，为原定任务的102．8％。以上各年度发行的公债，均在

规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1981年1月16 Et，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

例》，决定从1 981年起，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至12月底，全省共推销国

库券7 444万元，为推销任务的106．3％。此后国家每年都发行国库券，省政府每

年都发文组织国库券的推销工作。1988年，国家在继续发行国库券的同时，发行

特种国债和保值公债，分配江西1989年国库券推销任务1．55亿元，特种国债推

销任务0．97亿元，保值公债任务2．74亿元。1989年5月7日，省政府发出《关

于认真做好1989年国债推销工作的通知》，规定1989年国库券的发行对象是有

收入的公民个人和个体工商户，特种国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企、事业单位，保值

公债无论单位或个人均可自行购买。单位购买特种国债后，可不再购买国库券。

1990年，国家继续发行国库券和特种国债，保值公债停止发行。1981～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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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计推销国库券13．53亿元，推销特种国债1．79亿元，完成保值公债2．78

亿元，分别为国家分配任务的105．2％、95．2％和101．5％。

基 金 198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征集国家能源交

通重点建设基金的通知》，规定从1983年起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3

年2月5日，省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切实加强领导，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征集任

务。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从各级行政、事业和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预

算外资金收入中征集，征集率为10％(7月1日起改为15％)，至12月底，全省

共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0．97亿元，超额完成任务0．1亿元。1987年4月

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规定》。从5月1

日起对城乡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征集7％的国家能源

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税后利润不足5 000元的免缴)。

198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征集办法》，为平衡财政

预算，对所有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预算外资金，

所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均按当年收入的

10％缴纳国家预算调节基金。调节基金中属于中央单位缴纳的部分全部归中央；

属于地方单位缴纳的部分，50％上缴中央，50％留归地方。

1983"--1990年，全省共征集基金15．13亿元。其中，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为13．85亿元，是中央分配任务的125．5％，上缴中央财政9．83亿元，占

75．1％，地方留成4．02亿元，占24．9％。1989---1990年征集的国家预算调节基

金1．28亿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和地方留成各0．64亿元。7

其他收入 1949年6月，省政府发布《关于征收田赋及公柴、公草的布告》，

规定“对于农村人民除按农业收入征收公粮外，并按其土地之所有，征收田赋”，

每亩平均征收标准，田赋大米3斤，柴草大米1．5斤。1949一"1950年，全省共征

收29．65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3．5％。1951年起，田赋、柴草均停止征收。

1951年8月，省政府发出《关于征收房捐的指示》，凡工商业户在50户以上

的城镇，一律由县财政部门按季征收房捐，并作为县地方财政收入，捐率分别为

6％～12％。自房自住的免征。8月4日，省政府转发中南军政委员会1951年7

月7日《关于整顿罚款、没收款物收入的决定》，各级机关所收罚款、没收款物即

时解缴同级财政部门。1951年，全省罚没收入71万元。1952年9月6日，省政

府转发《中南区规费暂行通则》，对民政、公安、交通、工商、卫生、建筑、房地、司法

等部门收取的社团登记费、结婚证费等51项收费标准分别作出具体规定。10月

17日，省政府发出《土地所有证收费工作的指示》，规定各地在完成土地改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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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视建设为可有可无，必须积累资金，发展生产。1951年，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

1 947万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9．3％。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省政府确定在支援重点建设的前

提下，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国营工业，相应地发展其他经济建设事业。1954年起，

省政府每年都安排经济建设费支出扶持江西纺织厂、九江电厂、丰城煤矿等77

个工业项目和锦惠渠、泉港蓄洪工程以及培修圩堤等农田水利工程，同时支援

农、林、牧、副等各业的发展。1953～1957年，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2．64亿元，占

同期财政支出的28．6％。 ，

1958年1月17日，省人委发出《关于编制1958年预算草案的指示》，指出：

对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关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必须

有适当的增加，以加速农业的发展。从1958年起，经济建设费支出连续3年大幅

度增长。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1958年比1957年增长420％，1959年比1958年

增长57 0．4，1960年又比1959年增长17．3％。这些支出，主要投资于江西钢铁

厂、江西拖拉机厂、赣抚平原等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和农田水利工程。由于建设

规模过大，财力不足，加之投资结构不合理，管理不善，使投资造成严重损失和浪

费。为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1959年9月省人委发出

《控制计划外基本建设的通知》，决定从9月1日起，凡没有列入计划的基本建设

项目，建设银行一律停止拨款。196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

食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省人委第20次会议讨论

同意省财政厅提出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薄弱环节，进行工业的填平补齐，

积极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至1961年底，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3．38亿元，比

1960年减少55．9％。其中，基本建设支出1．56亿元，比1960年减少76．7％；农

业事业费支出1．49亿元，比1960年增长62．5％。

1962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要

求“严格控制各项支出”。当年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2．26亿元，比上年减少

33．2％，基本建设支出0．87亿元，比上年减少44．3％。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

比例关系得以逐步协调。1964年，在财政收支增长的情况下，全省经济建设费支

出3．02亿元，比上年增长5．7％，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增长46．3％。在基本建设支

出中，农业投资(包括化肥工业和农业机械工业的投资)增长34．2％，基础工业

投资增长57．3％。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连续下降。1968年，全省基本建设

支出1．89亿元，农业事业费支出0．17亿元，分别比1 966年下降20％和55％。

1970年，中央将部分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比1968年猛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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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47％，但农业事业费却下降12．4％。1973年1～

3月，全国计划会议决定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当年，全省经济建设费支

出比上年增长2．17％。其中，工业基本建设支出比上年下降14．3％，农业基本建

设支出比上年增长160％。1975年4月16日，省革委会批转省财政局《关于贯彻

财政部华东、中南片上海碰头会议意见的报告》，坚决贯彻农、轻、重的方针，促进

农业大干快上，各级财政的机动财力大部分用于支援农业。当年全省经济建设费

支出虽比上年下降5．9 oA，但用之于农业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长168％。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大办农业和加速基础工业的

发展。江西财政预算安排的经济建设费增加较多。1978年，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

10．76亿元，比上年增长48．2％。其中，基本建设支出5．61亿元，比上年增长

51．0％。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方针。12月24日，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1980年的财政概算，要

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大力支援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对轻纺工业所需资金

应尽量给予保证。1980年，全省工业基本建设支出比1978年下降41．5％，但轻

工业投资在全省工业投资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6．4％上升到13．3％；农业事业

费支出比1978年增长20．8％。 ．。

．1980年2月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

制的通知》，明确1980年中央各部下放的基本建设投资、部与省协商安排的基本

建设投资等，由中央财政另行拨款，不包括在省支出预算之内。4月28日，财政

部发出《分配1980年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的通知》，从1980年起，中央

财政每年拨付2 000万元，省财政每年拨付300万元，共计2 300万元(1989年

起增至6 500万元)，用于帮助革命老根据地发展经济(到1990年止，全省共计

拨付资金3．46亿元)。8月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企业使用各种专项生产措施

贷款还款问题的规定》，明确全民所有制企业贷款项目投产后增加的利润及税

收，可用于归还该项目贷款；这部分利润和税收不上缴财政，财政预算也不再安

排这部分专项拨款。1982年，全省经济建设费支出5．96亿元，比1980年减少

2．32亿元，减少28％。其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改贷款并以利润和税收归还，

减少财政预算支出2．18亿元。1986年7月15日，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大力

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各级财政每年用于发展乡镇企业的资金，

要逐年有所增长。今后各地应从乡镇企业上缴税利的增长部分中，每年拿出一部

分用于扶持乡镇企业。1988年，全省用于农业(包括乡镇企业)方面的支出4．95

亿元，比1 986年增长18．4％。

1 950～1990年，全省经济建设支出累计229．86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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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其中，基本建设和挖潜改造资金支出137．1亿元，占经济建设费支出的

59．6％。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工业方面的支出91．88亿元，占40％；农业方面的

支出88．74亿元，占38．6％；其他方面的支出49．24亿元，占21．4％。1990年，

全省经济建设支出14．8亿元，比1950年增长159倍，平均每年递增13．5％。其

中，农业方面的支出6．43亿元，比1950年增长193倍，平均每年递增14．1％。

科教文事业支出 1949年7月27日，省政府发出《关于公营企业学校工教

职员工薪标准试行办法》，对公营企业、学校工教职员的工薪标准规定，每人每月

分别为100～1 000斤米。对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专家，报经省政府核准，每人另

发给100一-．300斤米的技术补助。在学校和企业中，有少数人员原实行供给制，为

一致起见，10月30日省政府通知，学校及企业部门所有供给制人员，从11月

起，一律改为薪金制。12月10日，省政府发布《关于工薪标准试行办法改米为分

的规定》，将每月工薪数目折分计算。

’为了鼓励技术人员积极从事技术创造与改进，1951年8月18日省政府发

布《关于技术奖励补助办法》，规定“凡在本省各级政府及工矿、农林、水利、卫生、

交通、建筑及上述各种技术的专科学校等单位，服务于技术工作及业务管理的各

级技术人员”，均“酌予评奖或补助”。1952年，政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保险条例》。7月30日，省政府发布《江西省人民政府公费医疗预防实施暂行办

法》，从7月起，对各级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实

行公费医疗制度，公费医疗经费列入财政预算。10月20日，省政府发布《关于

1952年下半年乡镇财政支给标准令》，对文教事业费的支给标准作了规定。11月

22日，省政府为照顾革命老根据地群众的困难，发出《关于大力开展老根据地重

点乡免费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省419个重点乡的1．76万名贫苦烈军属及复

员转业在乡军人给予免费医疗。1952年，全省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3 471万

元，比1950年增长530％。

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从1953年起，省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付的文教科学

卫生事业费支出逐年增加。1960年，全省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1．27亿元，

比1952年增长266％。其中，教育经费8 040万元，增长242％；卫生事业费(包

括公费医疗)2 524万元，增长197％。由于调整工业生产计划、提高粮食收购价

格和减轻农民负担等原因，财政预算收入减少较多，为此，省人委于1961年9月

14日发出《压缩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的通知》。全省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由1961

年初安排的1．4亿元压缩为1．04亿元，压缩25．8％。同月，省人委又发出《调整

中学、师范助学金享受比例及享受月份的通知》，适当调低中等学校学生人民助

学金享受比例。1964年8月8日，省人委发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开支及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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