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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辽阳市计划志>是在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的大好形势下，经全体修志人员四个寒暑的辛勤劳动，终于编就成

书面世。这是辽阳市计划战线上一项重大成果，也是辽阳计划史上

的首创，雨且是惠及后世的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幸事。我讯谨

以此序为之庆贺o

(辽阳市计蛾志>是辽阳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编纂过程

中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I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鹄决议>

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一九九五年四十六年

间，辽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辽阳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着重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步骤、重

大方针措施和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反映了计划机构，体制方法制度

等发展变化。既记述了成功曲经验，也记述了值得汲取趵教讲9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国家统一计毯指导下运行9为

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家的指示，辽阳地区

相应的建立和健全了计划机构，计鲻体制、管理方法和稍度，并不

断充实完善，，对指导、推进全市国民经济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9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上来，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

针，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种种束缚和禁锢，实行简政放权，



放开搞活，经过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计划体制、方法制度也相应地进行了大胆改革创新，

逐步强化宏观调控作用，强化为基层企业服务，有力地推动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o

<辽阳市计划志>的问世，对我们系统回顾全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经济计划工作历程，更好地认识计划经济的历史地位、作

用和弊端，以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对我们进一

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加强宏

观调控，强化组织协调，搞好服务，促进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

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市计划战线上广大干部，为建立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体制、方法制度，曾经历了逐步探

索、逐步成长和逐步前进的过程，他们付出了辛勘的劳动，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今后要一如既往，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事业中，为繁荣经济，振兴辽阳，发挥重要作用，做出新的贡

献。

我们深信，<辽阳市计划志>的问世，必将有助于计划战线的

广大工作者从中汲取营养，继往开来，不断改革创新，积累经验，

为提高计划工作水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谱写

新的篇章。

蓠徉



凡 例

一、体例内容：全书以记述为主，辅以记、图、表、录；除概

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共分三章十七节。约三十五万字。重点反映

了计划机构、计划体制的演变和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与执行结果。

二、记事时限：辽阳地区计划工作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逐步展开的，因此，本志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95年。

三、资料数据：所用资料以档案文件记载为主，参照各县

(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的文件、资料，相互印证，去粗取精。所用

数据，均以历年定案计划和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尽量以可比口径

叙述。计量单位原则上依据各时期国家规定的计划和统计制度所列

计量单位为准。概述采用现行公制计量单位。

四、简述称谓：本志在各章节前记简述，旨在突出本章节的重

点紊基本内容。机关、单位名称尽量采忍全称或习惯恩法，如，辽

阳市计划委员会，简称“市计委”，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公司，简

称“辽化”等。

五、大事年表：包括计划工作的重大事项与活动，以及与计划

关系密切的全市国民经济运行中重大事件、重大成果等。

六、注释：本志属资料性著述，引文，除重要文件外，一般不

注明出处，文内不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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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辽阳位于辽东半岛经济开发区的中部，地理坐标东经t22。35’

04”——123’41700”，北纬40。42’19”——-41。36732”，总面积4731平

方公里6北依沈阳，南接鞍山，东邻本溪，匿界辽中。境爽千也也

脉，峰峦叠翠。太子河、浑河两大水系诸多河流网布，水利资源丰

富口长大铁路和沈大高速公路纵贯南北，辽溪铁路横穿东舔也区。

南通海港城市大连、营口，北连东北最大的航空港沈阳桃仙机场，

交通十分便捷6

辽阳地势，大小山脉多分布于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西部和西北

部为太子河冲积平原6喜然形成东南高，西北低的缓件镊斜，分为

山区、丘陵和平原的地势地貌，土地结构大体是“五山一水四分

田”。地处北温带属大陆幢季风气候．西季分锅，气温适宜，竞照

充足，雨量充沛，适合作物生长。东部山区盛产山楂、苹果、栗子

和各种梨等；西部平原沿河地区，王壤怼沃。盛产未稻、大豆、玉

米、高粱及多种经济作物。辽阳地下矿藏资源丰富，主要有铁、

金、铜、煤、石油、水泥灰岩、石膏、糖土和菱镁等金属和非金属

矿物30多种，储量可观，天然气储量丰富．汤河温泉、矿泉水弛

名中外。

辽阳，远在六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

繁衍。自战国时期出现行政建置，辽阳称囊平，至今已有2400多

年的历史。1945年“九三”胜利后．辽阳市、辽阳县分别建立了

民主政权；建国后经历市、县分合到市辖县的多次更迭。到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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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市辖辽阳、灯塔两县，白塔、文圣、宏伟、弓长岭和太子河

五个城区，全市总人口176060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18784人。

辽阳的经济计划工作，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恢复国

民经济和进行大规模地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逐步开展起来的，相

应地建立了计划机构。1951年7月1日成立辽阳市人民政府计划

统计科，同年9月1日正式成立辽阳市人民政府人民经济计划委员

会，负责审查汇总全市各项经济计划，组织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在

国家统一计划下健康发展o 1953年6月5日改称为辽阳市人民政

府财政经济委员会。1955年7月4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颁发的<地方各级计划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改为辽阳市计划委

员会o 1967年——1970年8月，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市计

委失去了职能作用。1970年10月27日成立辽阳市革命委员会计

划组，才逐步恢复计划工作。1973年1月4日撤销计划组，成立

辽阳市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1977年9月16日恢复辽阳市计划

委员会。随着市级计划机构的成立与加强，市直各经济部门和大中

型企业，各县、区的计划机构也都相继建立和完善起来。辽阳市计

划委员会历来受到中共辽阳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重视，把计委做为

各级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其党和政府“统一管理^财经工

作的综合部门，管理、组织、领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参谋部和助

手”。其基本任务，可概括为三条：①组织编制综合平衡全市国民

经济年度的和长期的计划草案；②审批下达国家计划并检查监督计

划的执行；③搞好调查研究，综合撩调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制订措施，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推进国民经济协调健康

发展。干部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1951年9月成立人民经

济计划委员会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先后有四任市长兼计委主任；

十年动乱后，自，1973年1月恢复市计委到1995年末又都是出市革
一2一



委会截主任和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或分管计委工作，设专

职副主任若干人。工作人员大部分从工业、农业、财经部门业务骨

干中选调，做为计划工作的骨干力量。尤其，通过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推进干部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进程，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计委系统干部队伍逐步扩大，干部素质有明

显提高。到1995年末，市、县(区)两级计委系统干部达到210

人，其中，市计委58人，35岁以下青年占47．2％，55岁以上只

占‘7．5％o文化程度，具备大专以上(含研究生毕业2人)文化的

占市计委人数的84．5％。市计委所属事业单位人员74人，县

(区)计委人员78人。

辽阳市计划管理体制是随着国家和省的计划体制的建立、完善

到变革而相继调整变化的口从辽阳市计划机构建立到1995年的45

年间，计划体制大体经历两个历史时期，四次较大变革阶段。

从五十年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剐

体制建立、完善、反复调整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恢复国民

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根搀政诒、

经济形势的需要，认真贯彻执行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对国

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统一管理，对其他经济成分实行同接计划△

从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思想、计划范围、深度、程序、表格、

审批下达等有关事宜均由国家统一规定々t955年3只缳发<辽躲

市关于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试行办法(草案)>，标志全市计划经济计

越体制进入比较完善阶段。进一步睨确了计赵归口、基层诗熟单

位、计划程序、审批权限等问题，尤其强调了计划是指令性的，一一

经国家批准。就不能随意修改交动6“一五”后掘，须发辽粥南

<关于编制工业产供销平衡计划暂行办法)。加强了地方综合平衡工

作9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二骱段。这，
一3一



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弊端和问题，又先后经

历了三次调整。第一次是随着全国财政分级管理制度和下放企业领

导关系，计划体制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制度，目的

在于充分发挥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首先将商品流转计划审批权下

放到市(县)，相继又给予基层生产企业一部分自主权。不久，开

始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专业部门与地区相结合，即“以块

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分级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市计委的综合

平衡工作。对计划报送、颁发实行“双轨制”。国家和省下达给市

的计划，包括中央、省和市所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部计划。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曾实行过“两本帐”，甚至出现“三本帐”

或“四本帐”。计划的盲目性很大，打乱了正常的计划管理体制。

1961年进入调整时期，随着原下放给地方的企业大部分权力又陆

续收归国家各部和省管理，整治“大跃进”出现的混乱局面，强调

“全国一盘棋”和综合平衡工作，要求正确处理“农轻重”等重大

比例关系。这次计划体制调整的中心是加强集中统一和综合平衡，

强化了“条条’’，财政、基本建设审批权和物价管理权等也都实行

上收。十年动乱前期，计划机构瘫痪，体制被打乱。1970年lO月

市革委会计划组成立后，开始恢复计划工作o 1971年起实行“自

下而上，以块块为主，条块结合，上下结合”的体制和方法。随

后，调整企业隶属关系，大部分中央部属企业又下放给地方管理，

扩大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作用。但是，由于财政、信

贷、投资和物资管理体制仍以条条集中管理为主，对企业扩大再生

产和产供销活动管的过死，计划经济的弊端较前更甚。1976年结

束了十年动乱，开始加强改进计划工作，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下，实

行“条块结合，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管理经济的

权限。全市国民经济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计划及各区、局、各单位的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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