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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l·

序 言

盛世修志，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当今中华大地，

亿万人民正在掀起“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潮。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在中华大地勃然而起。政通人和、百业振兴、躬逢盛世，用新

观点、新方法编写地方财政专业新志书，借以总结历史经

验，扬长避短，鉴往知来，对研究包头市的财政经济的历史

和现状，推动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四化’’建设大有益9

处。我们正是从这缃义与目的出发，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本着尊重历史、详近略远、详独略同、求真存

实的原则，记述了包头市财政近七十年所走过的路，既有传

统的经验，又有应记取的教训，总之，它客观地反映了包头

市财政工作的发展与变革，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材政“取之于 ．

民用之于民’’的无比优越性。

志书的编纂，曾得到了财政厅修志办、市圜史办的指～
导，以及各区旗县财政部门的支持与协助。经过历时五载的

辛勤耕耘和多方努力，第一部《包头市财政志》终于问世了。

它既正确地继承了传统体例，又在篇章设置方面有新探索。

主体明确，脉络清楚，繁简有度。它是一部具有可读性、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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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鉴性的史料书·． t

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几位多年战斗在财政战线上的老。；
同志，克服诸多困难，以严谨负责的精神，对历史资料进行?：

挖掘、加工、考证、分析和缜密筛选，呕-1、5"沥血，几经易稿，方·

笔削成书，付出了艰辛劳动。藉此之机，向他们表示诚挚地．

慰问和衷心地感谢。 ．

＼ 。‘

影红移

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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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凡 例

一、《包头市财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包

头市财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限自1926年起，下限至1990年末。

三、币制；本志一律以所述事其年代之本位币为准。
． 1950年后均为人民币(新币)。

四、纪年通用公元纪年。志中××年代均指20世纪×

×年代，“建国前"、“建国后”分别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五、本志编纂，采用横排竖写的方式；取事以详近略远，

详特略同为原则，着重记述历史之本貌。 ·

六、本志除“概述"采取有叙有议和“大事记”以时系事

外，其余皆用记叙文体，叙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中。

七、本志中计量单位，悉用当时的计量单位。用字和数

字的书写，分别以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总

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 八、所用专业术语、名词、名称均系财政部门通常在行

文中采用的。例如：“控购"、“冻结存款"、“小钱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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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设章、节、目3层，以章、节为主体结构，篇首设；

概述、大事记，篇末设附录及编纂始末。 j

十、本市所辖区旗县的简称：土默特右旗——土右；白

云鄂博矿区二白云；石拐沟矿区——石拐；昆都仑区——．
昆区。 ．

十一、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涉及财政部门的，不专

设章、节，在志中分散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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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7述

包头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直辖市，是一个新兴的工业

城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北靠阴山山脉，南临黄河，西

连河套平原，东接土默川。总面积9 991平方公里，全市人

口118万。

一清末民初，包头镇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商品集散地，1926

年包头改镇为县，县公署设统捐局征收各项税捐，在军阀混

战局势动荡情况下，税捐收入均悉数上缴，以供军队粮饷。
’

北伐战争后，政局日趋安定，绥远省着手整顿财政。建

立县财政机关，统一管理地方财政收支。按照规定，征收之

税捐分为国家和地方两部，将关税、印花税、烟酒费税、垦荒

地价、火车货捐、邮包货捐、矿产所得税、卷烟吸户捐皆划为

国家税。此外，如过载捐、驼畜绒毛特捐、盐食户捐各项税捐

附加以及包头盐商报效军事费、土默特公署应解军政费或

原为军饷而设或向系指充军费亦统一并为国家收入。地方

所收捐款，名目达50余种，繁杂重复，紊乱已极，且各机关

自收自支，结果财政局所收无几，仅够维持县党政警团部分

经费开支。
、

1930年，绥远省政府拟定县财政局组织规程，强调县

地方财政收支各款均由财政局统收统支，并实行收支预算

决算制度，县地方收支预算经省府审核施行，预算审定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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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生任何需要，非经省府批准，不得再行增加负担。对于：

县地方征收税捐名目繁杂，指率苛细问题也提出整齐划一i．

意见，由过去50余种减到19种。1931年度包头地方财政

，征收税捐额为55 725银元，1932年度征收额为62 018银7。

元，1933年度征收额为69 976银元，1934年度征收额为 ．

105 275银元。征收数额较大的有护路车驼捐、河路船筏捐、

还有妓捐和烟斗捐，反映出当时包头商品集散水旱码头和

消费城镇的经济状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包头沦为日伪统治区，日本

帝国主义者为维持其侵略战争，横征暴敛，大肆进行经济掠

夺，实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征收渠道五花八门，工商各

业不堪重负，致使大批商号破产倒闭。伪蒙疆政府还强制农．

民利用良田种植鸦片，每年从中征收税款数万银元。在日伪

统治8年中j包头经济遭受到严重摧残，县地方财政入不敷．

出，赤字连年。，．、
。

日寇投降后，包头地区市县并存，包头市和包头县分别二

设立单独财政机构。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收入、税课收，

入、惩罚及赔偿收入和其它收入。财政支出包括政权行使支．。

出、行政支出、教育文化支出、经济建设支出、保安及警察支?

出、公务员退休及抚恤支出、协助及补助支出、其它支出和，

第二预备金。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包头在抗战时期造二

成的经济衰退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恢复，财政状况相当困难，

．． 据绥远省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47年包头市财政收支在全，

省所辖3市22个县中排列第lo位，包头县排列第18位。

和平解放前夕，市场物价飞涨，货币严重贬值，财政预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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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收支均以银元计算，公务人员俸薪则发放粮食布匹

实物。因社会动乱，经济萧条，在财政收入中，课税收入仅占’

到20％。在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支出已无分文，公立学

校、医院的经费仅占总支出的5％。除维持党政警团经费开

支以外，区乡保甲得不到足够经费，任意浮摊乱派，人民群

众负担更为加重。
’

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和平起义，包头市人民政权

建立，建立起人民的新财政。40年来，包头财政随着经济建

设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几经波折，有着

深刻的经验及教训。
’

，

． ．

解放初，包头社会治安很不稳定，财政经济面临较多困

难。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财政部门积极参与各项经济恢复工

作，扶持国营商业，打击私营商业投机活动，消除长期存在

的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按照全国统一财政，统一金融

的原则，清理整顿所有国家资产，统一管理地方各项收支。

省财政厅对市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市财政为预算单位，除地

方自筹经费(附an)不列入省级预算外，一切收入上交，所需

经费由厅下拨，月终据实报销。1950年市财政收入138．8 ，

万元，财政支出60．2万元，在收入少开支紧的情况下，适当

安排资金，整修城市道路、防洪排水设施、安装路灯等，以方

便人民生活。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包头市财政部门贯彻“整顿收入、

节约支出’’的原则，以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方针，

根据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与人民负担能力，努力组织收入，

保证必须支出，反对铺张浪费。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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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财政职工队伍建设和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建设，学习

掌握经济建设财务管理知识，为供给财政向建设财政迈进

奠定基础。三年恢复期内，财政收入为757．6万元，财政支

出为368．5万元，为国家积累了一定的建设资金。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包头被列为重工业建设

基地。财政部门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

针，把支持经济建设列为财政工作中心任务。“一五"时期经

济建设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由三年恢复期的32％增

长到72％，提高40个百分点。投资重点，主要为包钢、包头

糖厂、内蒙古第一、二机械制造厂等重点项目服务配套的轻

纺、食品、建材、机械维修等地方中小型工业。烈篡一五”末

期，市属工业企业已达到37户，比1953年增加31户，全市

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2 501万元，比1953年增长25倍。新

兴工业城市的出现，改变了过去的经济结构，国营工商企业

税利，成为国家财政主要财源。1957年全市财政收入达3

千万元，是1953年的10倍。内蒙古自治区在“一五’’时期对

市财政实行“核定收支、分级管理”体制，财政收入分为国家

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两大类，初步划定市级财政收支范

围，地方机动财力也随之逐年增多。5年内财政收入除留用

地方外，净上交自治区1 536万元。 。．

L。

1958年“大跃进"，经济建设一度发展很快，市财政收

支增长幅度较大，但“左"倾思潮泛滥，浮夸成风，使经济工

作违背了客观规律。财政部门在“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

的口号下，大搞突击收入，“放卫星"，使本来已经定的很高

的收入指标，一跃再跃，形成寅吃卯粮，致使财政形成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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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支。三年“大跃进”中，财政收入共22 842万元，财政支出

共30 686万元。财政支出结构中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

出比重上升到70％。形成基建挤生产、生产挤生活、积累与

消费比例失调。不顾财力盲目上马，急于求成的错误，迫使

许多建设项目停建下马，造成严重损失。仅财政补贴两家小

型冶炼厂亏损即达1 369万元。在三年“大跃进"中，各企业

第一次清仓查库处理流动资产三项损失金额达1 439万

元。
～

为克服“大跃进"时期造成的经济困难，1961年国家提～

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财政部门认真参与各

项调整工作，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对一些亏损企业

实行“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同时纠正

财政管理体制上放权过多和财政收支虚假浮夸做法，尤其

是在紧缩财政开支、控制货币投放和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

等方面进行大量工作，取得切实成效。1961～1963年全市

财政收入共14 668万元，财政支出共9 312万元，经过几年

认真调整，包头财政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出现工业增产、农

业丰收、市场繁荣、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 ‘

．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国民经济再度陷入困

境，受其冲击影响，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经营亏损剧

增，财政机构瘫痪，无法正常行使职能，各项规章制度被视

为“关、卡、压"而横遭批判，从而出现收支无计划、成本无核

算、管理无章程的混乱局面。十年“文革’’运动，阻碍了国民

经济的发展，也是财政工作受挫最大的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国民经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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