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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克昭盟财政志》经过编修人员的艰辛努力，正式

出版问世了。这是一部系统性、资料性、实用性强的地方

财政志，也是一部难得的社会经济发展变迁史。在此，我

谨向精心组织、积极支持和辛勤编修，出版这部志书的同

志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一． 这部志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较全面、翔实

地记叙了伊盟从清朝初期的财政萌芽，直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的四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反映了伊盟地

区财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探索、总结了前

人管理财政的经验教训，．揭示了财政管理的地位、作用、

特点、规律和办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及其地方特色和

民族特色。是一部有重要的实用和研究价值的珍贵志书。

伊盟是养育我的故乡，也是我大半辈子工作过的地

方，我对它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是古。河

套人丹的故乡，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地，也是

硪党在内蒙古开辟工作较早的老区之一。我们提倡有志

于此的专家和学者，重视挖掘伊盟的历史遗产，剔除其糟

粕，汲取其精华，编史修志。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是把握现实，预见未来，开拓未来的需要。封

建社会的县官每到一个地方上任，首先要看地方志，难道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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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翎就环兹该研究吗口咐至今日1许多发达国家都在用很

呔酶精力研究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比之下，我们不是研究

伪窳多了”‘丽是太少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重视的一个问

题．
‘’

编史纂志．，一贵在借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搞好财政经济

管理已成为备级7党委和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特

别是当前正处旌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制定了十

年规划和—瓜五．一计划的宏伟蓝图．，重视研究和抓紧抓好

财政经济管理工作显得更为紧迫而重要。这不仅关系着‘

全区的长治，爽臻和四化大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党和社

会主义的基衰成败。因此．，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把

财政经济的管理工作抓好，认真汲取前人管理财政经济

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太胆开拓，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本地的资源就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研究生财之道、聚

财之道和用财之道．团结一致，同心词德，为实现内蒙古

自治区的三峦近期奋斗丑标和第二期宏伟战略目标开拓

前进。． ：

·2·

砌帮。

1I—1●●j—，●●1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伊克昭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和优秀

的民族文化闻名国内外。但在解放前，这块古老土地上的

大量文化遗产及珍贵资料却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无

从考稽。适逢盛世，《伊克昭盟财政志》编修告竣，无疑

推动了对伊克昭盟历史文化遗产的开掘、整理。裨益今

世，惠及后代，可喜可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伊克昭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迅猛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年全会以来，伊克碍盟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外

引内联，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经济，财政自给率逐年提

高。为了总结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使前车

之覆真正成为后车之鉴，《伊克昭盟财政志》本着实事求

是，去伪存真的原则，不隐恶、不溢美，对伊克昭盟财政

的发展历史作了详实的记叙，其观点正确，资料丰富、体

例完备，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借鉴。

伊克昭盟的地方财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建国初

期的_供给财政一逐步发展为。建设财政艿，在经济生活

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全盟各项事业

的发展．建国四十余年，伊克昭盟财政始终把支持工业生

产放在首位·使伊克昭盟的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初具规

模，特另j是毛纺、煤炭。化学工业发生巨大变化，已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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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伊克昭盟财政在对农牧业生产进

行投入时，从本盟的自然特点出发，以改变生态环境和基

本生产条件为中心，大抓“三。种五小一，恢复植被建设，大

大改善了农牧业基本生产条件，增强了农牧业生产发展．

后劲．特别是重点支持了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基地建设，

为伊克昭盟生产的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在

商业、对外贸易、科教文卫、，人民生活等方面，伊克昭盟

财政也做了大量工作，为全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

了很大贡献。
’

众所周知j伊克昭盟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实力薄

弱，财政支出大于收入，每年要靠国家补贴。从1950年

到1985年，三十六年中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共拨给伊克

昭盟财政补贴117，817．1万元，平均年补贴3，279．1万

’元。在靠补贴的地区，理财之道尤为紧要。要本着“少花

钱多办事劳的原则，加强财政管理工作．坚持财政为发展

生产服务的宗旨，广开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后劲；坚持财

政收支_当年平衡，略有节余一；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争取实

现伊克昭盟财政基本自给。 ．

r

《伊克昭盟财政志》的纂修，历时仅一年有余，在有

限的时间里，修志人员从区内外广泛收集资料，辛勤耕

耘。在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下，四易其稿，

．终于付梓出书。在此，我谨向为本书付出心血的编纂人员

表示真诚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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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让我们充

分利用地方志“资治、存史、教化一的作用，为开发伊盟、

振兴伊盟，团结奋进，共创伟业。

：琢譬粒

一九九一．五．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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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k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哥‘．堡j

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相统一。努力突出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为伊克赠盟的，

财政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

。生!殳且!旦生垡厶尽基麴凰建宴墼后。 ．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组成。概迷绦
叙建盟以来的财政状况，统摄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

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建盟以来的财政大事、要事j：专志：

分上下卷，上卷记述民国以前的财政；下卷记述建唇以信+

的财政，按专业排列。坚持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体捌={o．

卷下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设子目⋯ ．．

四、《伊克昭盟财政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k表．
录、照片，以求图文并茂，相互映证。文体用现代语槔艾、。

记述体。历史纪年，民国以前二律采用当时称谓二。后用括j

号加注公元年号，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

五、本志各种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谗委员惫

等7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谶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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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准。建国前所用的数字以历史档案资料为准；建 I

国后的各项数字，以伊克昭盟统计处的统计资料为准，辅 1

以财政部门的数字。为便于了解各个时期财政经济的发

展状况，对不同阶段的财政统计数字进行纵向和横向对， 一

比。 ．

．·
’ l

大，本志所称“建国一，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捞，是指1949"年9月19日伊盟全

境和平解放。在涉及到伊克昭盟历史时，按照习惯用语， ：

有时用“鄂尔多斯一代指。伊克昭盟地区一，简称。伊 ：

盟一或。全盟一、“本盟一。一些地名、职官名沿用了当时

历史时期的习惯称谓。 “一‘·

七、本志所用专业术语、名词、名称一般通用财政部
2

统一行文使用的专业用语，例如。农业财务一系指。大农

7业一范畴，包括农业、牧业、林业、水利等。未经统一的，

从旧制。

八、本志所用计量单位，民国以前遵循其当时的通

例，一般采用各个时期原计量单位。建国后使用市制单．：

位，对财政经济统计数字一般以万为单位，使用四舍五入

法，尾数保留一位小数。对不具有统计意义的计量单位按一，。

当时习惯照实记载。 ．

九、本志的资料来源：．档案、图书、文献、报刊、财。

政报表、统计资料以及采访调查、回忆文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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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直接参与社会产品分配

的工具，是国家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

国家要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不能没有财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国家财政是建立在生产

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为满足剥削阶级专政所需要的一种

特定的分配关系。是一种具有对抗性矛盾的分配关系。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财政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

有制基础上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的、为实现社会主

义国家职能的需要，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利用价值形式．，参

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取之于民．、用之予民一的一种

分配关系。

清朝初期，清廷对蒙古民族在经济上实行宽松的怀

柔致策，财敢自收自支，王公们的官俸幽清朝政府供给。

清王朝不直接向蒙旗征救赋税，蒙蔟肉属民堑收税捐·也

有较严格的规定．据‘钦定大清会典剃例>载：。颗治初

年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每年征收所震，有5牛以上及

有羊20者，收取1羊，有羊40者，取2羊，虽有余畜，

不得增取。有羊2者，取米6锅。有羊1者，取米l锅。

其进贡、会盟、游牧、嫁娶等事。其所属至百户以上者，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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