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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太原市财委志》是一本部门志，也是总揽全市

财贸工作发展变化的史志。它以市财委的工作活动为

主线，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指针，力求真实、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建国五十

一年来，太原市财委机构、人事的沿革变迁和各项工作

活动的发展演变。它不仅囊括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财

贸工作的全过程，而也记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的艰难历程。希望能为今后工

作提供翔实的历史见证和必要的参考借鉴。

二、本书采用记事本末的体例，以记为主。年代采

用公历纪年，月、日亦均为公历。具体El期不详者，，贝n记

本年或本月。本书上溯自一九四九年四月太原解放始，

下限至二Oo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本书中所涉及的地名、街道名称、机构名称以

及人名、职务等，均以当时的名称称谓，以保持其原有

的历史风貌。



四、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从历史资料、

档案材料或从历史原始文件中摘记。其中“大事纪要”

与“机构现状”部分由财委办公室提供；“内设处室负责

人名录"与“离退休人员名录”部分，由财委人事处和离

退休干部管理处提供；“财委机构的设置与沿革”部分

由宋有义同志提供。

五、本书编委会，由现任及历届财委领导人共同组

成。主编：张贵元、杨振武。成员有郭春和、宋有义、徐

钟瑗、郭亮栓、赵文铸、鞠丽华、毛志鸣、王建民、王兰

芳、王惠忠、王留珍。总编撰：孔繁策。



序

太原市副市长 张仲

当我们“满怀豪情辞旧岁，昂首阔步跨新元”的时

候，我们深深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岁月的更迭、年

代的交替，更是一个世纪的转换。要是从几十年计划经

济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百寺角度来看，这更是

一个时代的跨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

新的起点，是中国奔向富裕昌盛的一个新的开局。

《太原市财委志》虽然只是太原市人民政府一个部

门的史志，但它却包含了太原市财贸工作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蕴育着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艰难步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

又是一篇翔实的历史见证。是我们研究太原市财贸经

济发展、演变的可靠的历史依据。

人所共知，财贸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它上系“国计’’，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

润滑剂，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助长素，是推动文

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的输油站；它又下涉“民生"，

是保证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供给部，是衡量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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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温度计。建国五十年来，太原市财

贸工作的坎坷历程，包含着无数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

欢欣，但也充满着欣喜中的迷惘、欢笑后的困惑、徘徊

时的无奈。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当我们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力拼搏的

时候，研究一下太原市财贸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看在什

么环境中，如何做，财贸经济就蓬勃发展?在什么情况

下，干什么，财贸经济就易于枯萎?从而找出一些带规

律性的东西，相信这对今后我们的财贸工作也会有所

裨益的。

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信息

传播点击而至，交通线路四通八达，商品充盈超市遍

布，以至企业机制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职能

的转变⋯⋯。这些都预示着我们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正

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把我们财贸工作带入了一

个崭新的天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不论千变万

化，有一条是不可能也决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我们共产

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忆当年，五十年的峥嵘岁月，我们基本上是在生产

力低下，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市场萧疏的短缺经济中

渡过的。长期以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把解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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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温饱、妥善安排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当作头等

大事来抓。特别是广大财贸工作者，为了完成这一光荣

而艰巨的使命，不顾自身虚弱、疲惫、浮肿的身躯、夜以

继日地计算着每一两粮、每一钱油、每一寸布、每一斤

菜和每一两肉，每月还要不厌其烦地调查着货币流通

量、市场购买力、商品可供量等等，并写出专题报告以

供领导决策层参考。他们不仅为广大群众组织基本生

活需求的货源而沤心沥血，并还要如何把有限的商品

分配得公允、合理、方便而殚思竭虑。人人都为参与这

一平凡而光荣的事业感到自豪。没有中饱私囊的，没有

以权谋私的，没有趁火打劫的，更没有半途而退却的逃

兵。正是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激励

着、凝聚着、鼓舞着广大财贸工作者克服了种种艰难险

阻，绕过了个个急流险滩，，中破了阵阵狂风暴雨，终于

迎来了国民经济的复苏，改革开放的繁荣，民族复兴的

希望。

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展望未来，豪情倍增。

我们迈进了光辉灿烂的新世纪，也同时迈进了向

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征程。我们面临着继

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

进共同发展的三项伟大使命，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历史重任，认真地省视过去，奋力地开创未来，就

一3一



一定会实现党中央制定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

图，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

石出。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

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新的

世纪里，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也能

为开创一个和平共享、经济共荣、文明共进的新世界做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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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太原市财政(金)贸易委员会，是太原市人民政府

的组成部门，是综合、协调、综合、管理全市财政、金融、

商贸流通、饮食服务业的综合管理部门。担负着贯彻执

行国家、省、市有关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研究、

制定、实施财贸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及相关政策；统筹

安排城乡市场，宏观调控市场运行；协调指导商贸企业

的改革与发展、对外开放及科技开发；组织干部职工的

教育培训；对社会商业实行行业管理等任务。财委的工

作对组织全市人民的经济生活，稳定市场秩序，繁荣社

会经济、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促进科学

教育和文化事业的进步，促进全市国民经济的蓬勃发

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市财委对所属财贸各局、行、社、公司等部门，在业

务上负有管理、指导、协调、服务之责。所属单位按业务

性质，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一、商业贸易类：有太原市商贸局(包括原第一商

业局和第二商业局)、太原市粮食局、太原市饮食服务

总公司(即原服务局)、太原市供销合作社、太原市食品

工业公司、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迎春楼广东
——1——



酒家和太原市财贸宾馆等。

二、经济杠杆类：有太原市财政局、太原市国家税

务局、太原市地方税务局、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太

原市审计局、太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三、金融机构类：有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中国

工商银行太原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分行、中国建设

银行太原分行、中国银行太原分行、交通银行太原分

行、太原市商业银行(即原城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原市人寿保险公司、太原市财产保

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太原分公司、太原市信托投资

公司等。

四、其它类：太原市财贸学校、太原市商业建设开

发公司、财贸幼儿园、烹调杂志社、经济情报研究所，以

及属于政府机构由财委代管的太原市食品管理办公

室、太原市冷饮管理办公室、太原市桑那浴池业管理办

公室等。

市财委对上述单位的管理方法、管理形式和管理

范围上，随着它们在组织形式上的设置、合并、撤销而

变化，随着它们在隶属关系上的归属而不同，当然，这

也是根据当时客观经济形势的要求所决定的。

对于商业贸易类的部门，基本上是属于直接管理

的。但在解放初期，由于隶属关系的不同，管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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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所不同。当时，基本上分三大块：第一类是国营企

业，由中央直接实行“二条鞭”经营管理，如“中国百货

公司山西省公司太原市公司”等等，人财物大权均由中

央、省级公司实行条条领导；第二类是地方国营企业，

如贸易公司、零售公司等等以及饮食服务企业，是由地

方即太原市直接管理；第三类是供销合作社及机关团

体自身办的机关消费合作社等，这些单位由于隶属关

系的不同，有的是由市直接管理，有的实行部门管理。

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部门管理的各类消费合作

社逐步移交商业部门或撤销，中央辖属的经营公司专

业逐渐划细，数量增多，将权力也逐步移交地方。在这

种情况下，一九五六年六月，市将商业局一分为二，分

别成立第一商业局和第二商业局。前者分管经营穿、用

方面商品的专业公司，如百货公司、纺织品公司、煤建

公司等等。后者专管经营吃食和生活服务方面的公司，

如糖业烟酒公司、饮食公司、服务公司等等。五七年五

月，第一商业局恢复商业局名称，第二商业局更名为服

务局。五八年以后，随着“左”的思潮干扰，商业局、服务

局、供销社三个单位几度分了合，合了分，分了又并，并

了又合，直到一九八一年三月，才定型为第一商业局、

第二商业局、服务局、供销合作社、食品工业公司。五十

一年间，不论商业管理体制如何变更，自五十年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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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划细的各专业经营公司人、财、物权下放地方政府

后，市财委即全权负起妥善安排全市人民经济生活，稳

定市场，支援工农业生产的重任。由于五十年来，大部

分时间是在粮棉油布全面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商品短

缺、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市财委对商业贸易类部门的工

作抓得较多、较严、较细、较实。尤其是在解放初期、三

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连供应什么品种、

如何供应、供应多少都要管，看似“管得宽”，实际上这

正是党和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具体表现。也只有这

样，才保证了全市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保证了社会的

稳定和市场繁荣，才促进了全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对于经济杠杆类单位，市财委基本上采取的是监

管与协调并重的方针。对于他们的具体业务工作插手

不多或基本不插手，主要是监督、检查他们在贯彻党的

有关财经政策、方针上的执行情况，协调有关业务工作

上的矛盾与问题。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随着

审计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设立以及国税局和地税局

的分设，更促使市财委在组织、协调财税检查、国资的

认定和评估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金融机构，中央历来控制较严，人、财、物及业

务管理权限，大都由上级专业银行直接管理，即使五十

至七十年代各银行的党组织关系和人事关系曾一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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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理，但业务管理权限仍属上级银行，各金融单位的

撤、并、分、立，亦均由中央决定。因此，市财委对这些单

位基本上是采取协调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协调企业与

银行的关系，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促使各金融

机构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方面都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

总而言之，建国以来，太原市财政(金)贸易委员会

及其历届领导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针，认真贯彻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在长期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积极合理地组织

全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断调整工商、农商关系，团结、

组织、依靠和鼓舞全市财贸职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他们又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政治上的高

度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认

真治理整顿，积极深化改革，为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第一章太原市财贸委员会

五十一年间大事记要

一、恢复时期

(1949,--,1952)

解放进城，百业凋零，社会混乱，生产停

顿，市场萧条，满目饥馑。党和政府为了巩固

新生的人民政权，既要从政治上镇压反动势

力，更要从经济上恢复生产，组织自救。财委

自成立之日起，就遵循着党的“发展生产、繁

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

交流”的方针政策，为稳定市场，安定民心，恢

复经济，发展生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九四九年

四月 廿四日太原市解放，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

人民政府、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城办公。市委书记

一6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