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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中昌诞生后，打碎了出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各级人民攻

枉。 1952年 11月建立江苏省， 1953年 1 月正式成立了江苏省人民

政府。近罢十年来，江苏省各级党政轧构经过了多次调整、精简

整编和 1982年至 1984年的执辑改革。在地方机持百 l在新的改革的

今天，提集整理有关资料，编写〈江苏主政机构沿革> ，对子研

究江苏省下一步的轧构改革工作，是颇有掉益的。

机构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必续借鉴历史的经

哇。新中自建立以来，江苏省各级党政轧构在领导全省人景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了重要的组织保证非用。随着经济体

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我们要进行机持改革，转变工作

取佳，提高易事效率，建立起结将合理、功能齐全、运转棒费、

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以适应江苏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需要。这有持于各级领导同志、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

作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夫家都能关心党政机关的经结机构建设，

关心札持编部工作，了解并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机构沿革情况和

经验。我们将按照党中央、 E务院的统一部署，结合江苏实际，

深λ研究，犬月亘探索，亨、极地、有步骤地拉进我者的轧莉改革工

作。

〈江苏党政机椅沿革〉是提据大量历史资料编写百成的。它

较详细地分绍了 1949年至 1989年江苏各级党政扭关机柏编制的沿

革情况，公绍了建国后几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和机持改革的情况，

对我省人犬、政梅、法院、栓察E是以及各民主党提、人民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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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沿革，也作了升绍。它为各级领导同志以及从事机构改革理

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对从事

政培学、有政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也有一定

的参考作用。

当然，由于本书店取资料时间跨度较长，涉及范围较广，尽

管参如编写的同志作了很大努力，但书中蔬j慧和值得商辑之处悲

在蔚难免。希望闰志们在参肉中提出宝贵意丑，以便再段时有所

改进。

久
'
要

JAn d
阵
一九九0年. -月二白

注z 序言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兼

江苏者编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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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j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北接山东省，南连上海市和浙江

省，西邻安数省，东藏黄海。浩荡奔腾的长江，自西向东，横穿

省境中部，流经南京、镇江、南通等市，到启东县与上海市a之间

注入东海，江苏居于长江入海门户，江河湖海联成一气。全省总

面积为10 ， 15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识的1. 1%，是Mfttt较小

的一个费。全省人口六千余万，人口密度居全国各省、自治区之

冠。

1989年，江苏省行政区划为23千市〈其中 11个省辖市， 12个

县级市)， 52个县9

江苏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最早的省份之一。早在1922年，江苏

不少地区就建立了党组织。 1927年 8 丹，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也是人民政权建立较旱的省份之一。拭 B战争期间，在

江苏敌后坚持的新西军、八路军鼓手发动群众，经过同日伪军长

期的浴血奋战，解放区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 8 ]j日本投降

时，党己在以江苏为中心的华中地区，建立了苏中、苏北、苏南、

淮北、淮南五个解放区。

一、苏皖边区政府和华中分局的建立

为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出位于国员

觉心撞地区的苏南解敖区的人民军队。 1945年10耳，新四军苏浙

军区部队及民主政府干部 5 万余人撤至江花。

1945年10月 2913 ，苏中、苏北、淮南、淮北 4 个行署主任，

参议长及各界知名人士120人，在准国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成立苏

皖边区政府，选举李一氓为苏晓边区政府主席。 11月 1 13 ，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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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需在淮荫正式宣布成立。苏中、苏北、淮南、淮北 4 个行政公

署窍肆宣布撤销。苏皖边区包括河南商丘、安徽合理以东至海

边，约500多华里:长江在北，陇海路以南约400多华里;共20万

平方公里， 2 ， 300多万人口，设 8 个仔政专员公署， 71个县和一个

独立市〈其中，江苏48个县市〉。

在苏皖边区成立的同时，党的组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中共

华中局从苏北移至山东，与山东是合并成立华东窍，另成立中共

华东局华中分局，珞子版、谭震林分任正副书记。华中分局直接

领导 8 个地委。

二、华中工委和华中行政办事处的建立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友动了全面进攻，江苏境内

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丑。 1946年 7-8 月捞，人民解放军取得了

苏中 t，七哉七捷"以后，又先后敢得了苏北五次较大战斗的 F桂

利。 1946年冬，野战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各解放区坚持了原地

斗争，至1947年 8 月，苏中、苏花原解放区获得惊复，从市打开

了坚持原地斗争的新局面。

提据苏皖地区战争形势的变化， 1947年11月 1613 ，中共华东
h、

局决定成立华中工委，陈军显为书记，统一领导华中〈主要是苏

北地区〉党政军工作。同时成立华中行政壳、事处，曹获秩为主

任。

1948年末，伟大的淮海战役取得了辉煌进利，徐邦、淮海地

区全部解放，江苏出现了大汗新解放区。至1949年 2 月，离适、

扬州、泰舟、淮阴、连云港等城市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攻克，苏北

全部解放。苏北解放后，华中工委、华中行政办事处迁到泰州

市。

1949年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敌军百万雄师横夜长江。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接着，相继解鼓了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6

月拐，滋沪战役胜利结束，崇明解放。至此，江苏全撞获得解

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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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北、苏南fi喜和区党委的建立

在解放江苏的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为巩固胜利成

果，党和政府领导江苏人民主要做了三件大事I 1. 民主建攻5

2. 接管城市和乡捋; 3. 剿匪肃持。由于苏北边去大多为老解

放区，百苏南多为新区，中央决定在原江苏省地域内分裂成立苏

北行政公署和苏南行政公署，两者均为乙等省省一级政府。

1949年 4 月 21 目，苏北行政公署支出遥令〈豁字第 2 号) : 

奉华中行政必事处哥哥令I t，华中业己全面解兹，原有行政区域以

及行政机构，亟应调整，以如强行政工作之领导，本处自黯日起

撤销，另成立苏北行政公署，管辖原苏皖边区一、二、五、六、

九等行政区〈黯泰州、挠头H、盐城、淮阴、南逼五区) ，并委

哲希萌为该署主任。 m 奉跑道于 4 月 21 日成立苏北行政公署，开

始工作。当时苏北全区百积62 ， 200平方公里，人口21 ， 069 ， 276

人。

1949年 5 月 16 日，中自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电台宣布: "江

苏省长江以南27县划为一行政区，成立苏南行政公署。"全区面

辑部，985 ， 8平方公里，人口口，595 ， 113人。

注江战役前夕，中共华中工委作出了建立苏北区党政领导机

梅和发震苏薛建立苏南区党政领导机梅的决定。随后，中共华中工

委、华中行政办事处各摇谓一挝干部于1949年 4 月 15 日、 4 月

28 日先后在泰州市和无锡市成立了中共苏北区党委和中共苏南区

党委〈简称苏北区委、苏南区委)01949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

中共华中工委，苏北区委和苏南区委由中共华中工委领导攻属
华东局领导。苏北区委下辖 4 个地委、 2 个盐这特委、 2 个市委
和35个县〈市〉委s 苏南区委下辖 4 个地委、 27个县(市〉委。

至此，江苏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已基本建立，开始领导
人民走上恢复生产、建设新江苏的大道。

在建立省级党委和人民政校的同时，遵照中央和华东局关于
"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以及"先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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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结乡村"以"壤市为主、兼顾乡村"的接管方针，苏北行署

和苏南行署开始了全面的接管工作。

为使新解放的城市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中国人民

解放军入城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军事管制的摇示，分别在南

京、拐州、无锡和镇江、常到、苏州、茵通等 5 万人2以上的城

市以及戚墅堪工业区成立了军管会。军管会成立以后，命令解散

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以及各种特务组织g 命令保护工商业和

公在财产，保护文物机枪和名胜古迹，接管国民党政府所属一切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和单位的全部资产和物品。为了

恢复生产，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一殷不打乱原有机构，对i吕~、

人员保持原职原薪。

在接管!日银行和宫肇资本的同时，分裂成立了中国人民银有

苏北分行、苏南分行、南京分行$建立了各种贸易公司，专业公

司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商业。与此民时，富京〈新华目报〉和

〈苏北日报〉、〈苏南击援〉相继出手~;新华书店在南京和苏

南、芽、北各地先后建立。

解放初期，各地军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首恶必办、胁

从不闰、立功受奖"的方针，限令反革命分子进行登记自新。苏

南军区在医特活动较严重的太湖边区，成立了剿匪指挥部p 苏北

军区也探出武装力量清黯残余股匪，加强防汛救灾中的探卫工

作。 1949年 9 月，各地根据华东军这剿匪会议精神，对匪特开始

了全面清擒。经过三个月的英勇作战，歼灭了大股武装匪特。各

地党委还拮溺万余干部去农村，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废除保甲制

度， 2之展农会会员，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武装，有力地配合了军

事上的语骂骂。

江苏人民在党和政肃的领导下，在很短的时期内，黯利地完

成了民主建政、接管城市和乡村、清黯匪特的三大任务，迎来了

1949年10月 1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4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1949. 10 一一一 1952.12)

1949年10月一-1952年12月，是江苏省解敖后国民经济诙复

的头三年。在这三年中，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深的残余特务和土

匪，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5 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进行了社会主

义改造;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指示，统一了财政经济工作，

稳定了物价，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反宫镣主义的必三反万运动和打运资产除级进攻的支行

黯、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窍国家经

济情摄的"五反"运动5 对IB江苏的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

进行了改造。在胜和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开展轰轰烈烈的

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迅速治理了战争创彷，疏散了大批难民，

救济和安置了大量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稳定了社会，基本恢

复了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苏南、苏北以及南京市工农业

总产值从1949年的54.33缸元增如到1952年的80.36缸元，增捕了

26亿多元。

第一节 苏南、苏北行署工作部门

的设置和调整

1949年10月 1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

人民政府设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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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和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35个工作部门，其中经济

管理部门 16个。当时，苏北行署和苏南行署由于其接管工作、民

主建政等工作尚未完全结束，如之其各自的实际需况，政府工作

部门基本上没有与政务院各工作部门对口，特芳号是经济管理机将

未设工业、商盘等专门管理部门，仅设置了行署工商处。苏北行

署曾于1949年 5 月 20 日，即行署成立后的不久，还将原有的生产

建设处撤销。与此同时，为维护社会治安、安置战争难民，解决

人民温饱问题，苏南行署和苏北行署均设置了公安局、财政娃、

民政娃、按食处等部门，这些部门的人员编制也较多。

至1949年四月，苏离行政公署设置秘书处、民政处、黯经处、

生产娃、教育处、公安局、邮电管理局、交通管理局、卫生局、

人民法院等10个工作部门。苏北行署设置秘书处、民政娃、财政

处、教育娃、农业水利娃、工商娃、交通处、公安局、人民法院

等 9 个工挥部门。

1949年12月 16 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大行政区

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那儿并规定了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也通

用此通则。该通则规定I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各该区

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清政务院

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 "领导所震各省、市、县地方

人民政府工作"，井有"在其职权范围内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

查其执行"和 4扳定与地方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n 等权利。

按照该通则，苏离行政公署、苏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在中央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同时均受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

1950年裙至1952年底，苏南、苏北行署机构沿革大致可分为

三个阶段: (一〉实施1950年新编制方案1 (二) 1951年的就构

词整(三〉全国第一次编制会议后的机指调整。

一、实施1950年新辑部方案

建雷韧期，新中国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困难主要

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偿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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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掠夺和长期战争的影璃，使得国民经济十分落后并遭到严重

破坏。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

子，工业藏产、农业摆散、交通阻塞、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投

机盛行、失业现象严重、城乡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因苦。另一方

面，由于战争还在继续，军需费勇浩大，人民政府又包下了数百

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同时还必须有重点技资挟复生产和交通，救

济失业人员和灾罢，因此，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由于财政上的不

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膜节现象〈支出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

责，公粮现在校大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 ，中央人民政府不得

不暂时依靠增友钞票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其结果固然解决了

支援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生产的需要，但又不免引起通货膨胀和

物价波动，再却上投就资本乘机捣乱，从1949年 4 月到1950年 2

月全国物价共发生四次大幅度上涨。

为了迅速扭转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 1950年 2 月 13 日，中央

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作出了〈关于统-国家英主政经济

工作的决定〉。其基本内容包括z 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

茵的野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3 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使

国家财政收入中主要部分统归自痒，集中使用于国家主要开支:

统一全国的物资调动。闰时，国家还采取核定编制、清理仓库、

控斟资金技放、整顿税收等具钵措施，成立了全国编制委员会和

全国仓库物资清理混lfr!委员会，提出了各级人民政府员额暂行编

制方案，并建议地方各级成立编制委员会。不久，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旗布了〈关于统一全国各级人员政府党派群众团体员额暂

有编部〉的方案。方案对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省人

民政府、专员公署、县人员政府、区公所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作了具体规定.规定省级人民政府一毅下设事秘书娃、民政厅、

公安厅、黠政厅、税务局、粮食局、农林牙、工业厅、交通厅、

商业厅、文教厅、人民法院、监察委员会、检察署、财政经济委

员会、劳动局、卫生处等17个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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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翻新部编制方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华东编制委员

会。同年 3 月，苏南行政公署、苏北行政公署分别成立了整编委

员会和编制委员会，本着提高效率、节省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

担的精神，努力担编制与改造各级领导提梅和整顿干部思想结合

起来，发挥每个工作人员的权极性和创造性，开始了机枪编制的

整顿工作。经过动员学习、整编及处理捷外人员三个阶段，苏离

行政公署、苏北行政公署分别于周年 5 月和 8 月基本上完成了新

编制方案的实施工作。

新编制方案实拖后，苏离行署、芽、北行署工作部门的设置情

况如下z

苏离行署下设z 秘书处、民政娃、公安局、野政娃、税务局、

寝食局、对政经济委员会、工业娃、农业娃、交遥处、商业娃、

教育处、监察委员会、卫生娃、劳动局、薪闯出版署、法院、检

察署等18个部门。

苏北行署下设=秘书处、生产救灾委员会、公安局、民政处、

财政娃、税务局、稳食局、农水处、工商娃、交通处、教育娃、

监察委员会、劳动局、新闻出版署、法皖、检察署等16个部门。

窍时， 1950年 4 月 15 日苏离行政公署和苏北行政公署分躬改

名为江苏省苏商人民行政公署租江苏省苏北人民任政公署， 9 JI 
15 日，又分黯改名为苏商人民行政公署和苏北人民行政公署〈简

称苏南行署和苏北行署〉。

二、 1951年的机椅调整

经过1950年的新编制方案的实麓，至1951年，我国的财政经

济状况有了贺步好转、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走上正辑，民主政权更

加完善。但在罢家拉关布经济部门中的少数干部却逐渐滋长着贪

污、法费和官撩主义。有的追求个人物质享受，讲究阔气排场，

大肆铺张浪费，糟踏国家建设资金5 有的沾染着宫傍主义恶习，

脱离群众、兢亮实际。这些都严重地提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为

-此，毛泽东罔志和中共中央在1951年底向全党全国人民主击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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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三反纱运动的号召。为贯翻中央和政务院关于开展必三反"

运动及进行"土地改革纱的指示精神，苏离行署、苏北行署分别

对其所属工作部门作了局部调整，并对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作了进

一步费确规定。

根据〈苏南行政公署试行组织条例〉巍定，苏南行署委员会

所设各工作部门及其职责如下z

1. 民政处z 主管地方政校建设，行政区题、社会福起事业

之推进，户籍、地政、优挺之举办，战勤支前之筹刻，民族事

务、华侨事务之处理。

2. 公安局z 主管全区治安、保护革命秩序及全体人民利益

与建设事业之安全，乳西人民民主政权。

3. 财政处鑫主管按政、盐务、税务之征收管理。预算、决

算之结制及颈算之执仔，英才务行政管理，捡查公产管理。

4. 农林处z 主管农业、林业、蚕业、水利、渔牧之行政及

生产教育、技术之研究与推进。

5. 工业处z 主管童工业生产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

较复与发展，一般公营工矿业之计窍、管理、奖惩，私营工矿业

之调查统计、技术发明之奖励。

主 .6. 商业是s 主管一切公私贸易，调剂供求、管理市场、掌

握物资政策，取缔商业技祝活动，调整公、私营工商业，供销合

作提将按此间相互关系，扶持人民合作事业。

7. 、交通处s 主管舷务、公路、电话及其有关交通事项之管

理，及公、私营运输事业之管理指导等事项。

8. 文教处z 主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幼童保

育，科学研究，文物保管，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调配。

9. 卫生处z 主管卫生事业之推广，医药、卫生教育之推

进，卫生人员之语配，卫生医药机构之改进及卫生行政等事项。

10. 新闻出版处z 主管'薪再出服事业之管理指导，出版物及

广播电台播送节目之审查，新闻发布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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