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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顶山市因市区依"山顶平坦如削"的平顶山而得名。气候温

和 p 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矿产资源丰富，经济繁荣，是一个刚入

而立之年的能源新城。宛如一颗璀琛的明珠镶嵌在中州大地上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

平顶山市确定了以能源工业为主体、综合发展的方针，大力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使全市经济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

新时期。城市建设、乡镇企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 平顶山已由单一的

煤矿城市，发展成为以煤炭、电力工业为主，钢铁、轻工、化工、

纺织、机械、建材等门类较为齐全，布局结构趋于合理的具有相当

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1 0.83亿

元。其中:工业总产值83.09亿元，占总产值的74.97% ;农业总产值

27.74亿元，占总产值的25.03% ;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05亿元。

平顶山市的财政工作 p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坚持"量入为出， 量力而行，

白求平衡"的原则，从组织发展生产入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

心，巩固现有财源，扶持发展新财源，培植后备财源，努力增产节

约、增收节支。· 积极积累和合理分配资金，并在积累和分配过程中

加强监督和管理。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支出规模

不断扩大。 1990年，全市财政收入达52 ， 185万元，比1957年的133.1

万元增长391.07倍;财政支出43 ， 510万元，比1957年的197.2万元

增长219.64倍。财政工作在促进各项建设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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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财政志》以文字叙述和统计表的形式，以大量的统

计数据为依据，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建设、机

构沿革等进行了描述、分析和对比，全面地记述了自 1956年到1986

年共三十年财政的发展变化。它是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

化，有益后世的事业。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数据准确、文

字简练，可供各级领导、财政工作者在实践中借鉴和参考。

《平顶山市财政志》的编写工作 p 从搜集资料到成书，几经寒

暑。在河南省财政志总编室和平顶山市地方史志编委的指导下，修

志人员刻苦工作，认真编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现付梓印刷。 由

于编篡人员水平有限，力u之资料，散失严重， 尤其 "文革"期 间 更

甚，不足或疏漏之处，仍属难免 p 务求有识之士批评指正，也有待

后'人续志，使之趋于完善@

市政协副主席兼财政局局长 李明鼎

一九九一年十月



凡例

一 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平顶
山市财政收支的发展变化及财政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

二 、 编篡原则:述而不论， 详近略远，努力体现时代特点和专

业特点.

三、体例: 全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以文为主，辅明述记图
表录 。 横分竖写 .结构为ii: 、 节 、 目 。 以目为书写单位。

四、!所限: J二限始于 1957年建立平顶山市，下限1986年底，对
个别必须述及的渊源和重要史实，作了适当的上i朔和下延。

五、称谓: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名前冠以职务，以后除特殊需
要外，一律直书其名;各单位、机关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冠以
全称 p 以后一般采用习惯简称 p 地理名称均以当时名称为准，括号
内注今名 。

六、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分别遵行1983年 12月 10 日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 1984年 3 月 4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试行) >>的规定。所J1J数据以平顶山市统计
局数字为准，市统计局无统计的数字，采用平顶山市财政局和河南

省财政厅的有关统计数字 。

七、数字书写按1987年 11 月 1 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7

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 文字记述使用
1956年11 月 28 日国务院颁布的简化汉字，并遵行1986年 3 月 12 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的《标点

符号用法》的有关规定 。

八、资料来源: 主要来源于平顶山市档案馆，平顶山市财政局

档案室以及财政系统的老同志提供的劳证资料，还有一部分来源于

河南省财政厅颁发的有关统计资料 。 所用资料经反复考证核实，均

未注明 LI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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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西靠伏牛山脉，东接黄淮平原，

南临南阳盆地，北毗富宾山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大陆性季风

气候.总面积8867平方公里，市区1106平方公里。全市共辖有 5

县、 4 区、 2 个县级市， 1990年末全市总人口 512万人 。 其中:非

农业人口 73.49万人.

平顶山市矿产资源丰富，品种比较齐全，已查明的各类矿产资

源、多达四十多种。主要有煤、铁、铅、盐、耐火粘土、石灰石、石

墨、熔剂灰石、硅等;此外还有石膏、石墨、磷矿石、石油、黄金。

尤其是煤炭储量极为丰富，含煤面积711平方公里，蕴藏量103亿

吨;铁矿工业储量6.04亿吨，占全省的56.3 伪，品位在25-40 0/0 ; 

叶县境内新发现的特大盐田，远景储量大，盐质好，埋藏平稳，盐

层厚度在 1 , 1 00-1 , 6 00米之间，单层平均厚度27米，盐矿含氧化饷

90伪，工业储量2 ， 300亿吨以上，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盐矿;铅土矿

保有工业储量5 ， 327万吨，占全省的19伪，远景储量达 1 亿吨;石

高矿己探明工业储量1.5亿吨，占全省的60伪，是我省唯一的特大

型石高矿山;百墨矿预测远景储量5 ， 000至 7 ， 000万吨以上，矿物量

150至210万吨。丰富的矿产资源，构成了能源一一化工一一钢铁一

一有色金属一一冶金辅助材料一一非金属矿产等多种资源、组合。为

能源、化工、冶金、建材工业的发展，以及煤炭的转换加工提供了

雄厚的资源条件.平顶山东接京广铁路，西连焦校铁路，其间有孟



〈庙)至宝(丰〉支线横贯市区.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方便.

解放前，平顶山是一个地婿民贫、盗匪出没的地方。解放初期，

这里只有寺沟、工农煤矿以及宝丰、临汝县的小煤窑。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国家决定开发平顶山煤田。 1955年 9 月开始筹建第一对矿

井。 1956年 3 月，成立"许吕专员公署平顶山办事处"先后将叶

县的东高皇、大营、小营、牛庄及诸葛庙五个乡和宝丰县西高皇、井

营、北诸庄及余沟四个乡划归办事处领导。 1957年 3 月，平顶山市

正式建立，平顶山市财政局随之诞生。当时平顶山市辖二镇四乡 F

诸葛庙镇、西高皇镇及大营、东高皇、井营、姚孟乡。行政区域

范围东至叶庄，西至井营，南至九里山，北至平顶山。至此，形成

了平顶山市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 1958年 12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委

托许吕专员公署领导平顶山市。 1964年 4 月，煤炭基地试点将市改为

特区，受煤炭部和河南省双重领导。平顶山市财政局改为平顶山特

区财政局， 1968年 3 月恢复省辖市建制。 1982年 10月舞钢区划归市

辖， 1983年实行市带县体制.先后将叶县、鲁l1J、 宝丰县和 l陷汝、

那县、襄县划归市辖 。

平顶山在荒草乱石山坡下开工建设，水、电、道路、房屋均从

零起步。 11一五"时期，平顶山煤田开发被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

目，矿区建设被列为全国卡大新矿井建设项目之一 e 矿区的开发实

行边建设、边施工.先浅后深 p 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国家从老

矿区鹤岗、双鸭山、鸡西、开深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工人支援平顶

山煤田建设.

1954年至1957年，完成国家基本建设投资5264.4万元。 195丁年

10月设计能力为21万吨的第一对矿井一一平顶山二 矿(原名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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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矿)竣工投产。 12 月 31 日三矿建成投产。与此同时，设计年总生

产能力为420万吨的一、四、五、七矿四对矿井也相继破土动工，

为煤炭生产建设和职工生活服务的金属加工、机械修配、商业、饮

食加工等29个小型企业也相应建立 。 1957年，市区总人口33.97万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07万人。工农业总产值5 ， 378.6万元，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1 ， 043万元。财政收入133. 1万元， 其中 :工商各税

101.6万元，占76.33 份。地方国营企业收入 3 万元，占2.25伪。农

业税收入13万元，占9.77 畅。 其它 收入15.5万元，占11.65% ， 财

政支出 197.2万元.

从 1958年起，由于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掀起，片面

强调和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化程度，忽视个

体经济等其它经济成份的适当发展。陈云同志提出的要搞好财政 、

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管理制度被冲

垮，同时贯彻执行农村财政贸易"两放、三统、一包"的管理体

制。 K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金。"三统"就是统一政策，

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 "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在工业

七搞高指标，瞎指挥，基本建设层层加码，建设规模超过了财力物力

的 i可能.结果是基建挤生产，生产挤维修，工厂停停打打，机器带

病运转@煤炭工业受到严重挫折，新井建设规模增长太猛。缺乏统

筹安排，致使六矿、九矿、田庄选煤厂、钢铁厂、焦化厂等先后下

马，再加上片面追求产量，出现乱采乱挖现象，致使采掘比例严重

失调，造成了煤炭生产大起大落。 1960年原煤产量为562.4万吨，

全员效率0.884吨/工日 1962年仅有283.2万吨，全员效率0.488

吨/工日.来自地方工业企业的收入一再下降， 1960年 至1962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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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8i7.3万元、 216.7万元和负 1 .7万元;分别占同期财政收入的

37.03 伪、 18.55% 、负 0.22伪。在"大跃进"、"放卫星"、"多收

多支。快收快支、大收大支"的影响下，使财政收入连续三年出现大

幅度的虚假上升. 1958年至1960年分别为671万元、 1 ， 701.7万元、

2 ， 366.1万元，比1957年分别增长4.04倍、 11 . 79倍、 16.78倍.到

1961 年至1963年，财政收入锐降，分别为 1 ， 168.5万元、 751.4万

元， 802.8万元，后三年的财政收入比前三年的财政收入减少近一

半。财政支出方面，在以钢为纲，要多少拨多少的思想指导下，使

财政支出连续三年大幅度上升， 1958年至1960年三年财政支出平均

为810.13万元，比1957年增长3.11倍 。 加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财

政收支上的严重困难 。

1961 年，财政工作贯彻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 p 协同有关部门大力压缩基建规模和社会集团购买

力。精兵简政，下放人员，关、{亭、并、转了一部分企业.同时，

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和《会计人员职

权试行条例》。在认真执行财政、金融两个"六条"的基础上，先

后冻结了全市工商企业、行政、事业单位1960年和 1961年两年年终银

行存款，共288.4万元， 经省、 市批准解冻资金222.2万元 ， 上交财

政66.2万元。整顿了财政金融制度，严肃财经纪律。对16个企业实行

全面的清产核资，组织开展了清理"小家当"和历年结存资金的工作 。

在支持发展煤炭工业生产的同时，积极扶持机械、建材、食品、皮革、

服装、食品加工等地方国营企业，开展了以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

盈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通过调整，扭转了"大跃进"带来的困难局

面，使经济结构逐步走向合理， 1964年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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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的要求。

1964年 4 月至1968年 3 月，平顶山煤炭基地试点改为特区，受煤

炭部、河南省双重领导 .1965年财政体制变动，除市营企业上缴利润

和其它收入划归特区财政收入外，其余各税、商业企业收入等全部

上缴省财政，特区财政支出不足部分，由煤炭部给予补助，这种体制

的产生，是在当时特殊情况下，为使企业、行政合一、本着有利生

产、方便职工生活而建立的单一型煤炭城市。但是，这种单一型的

产业结构和单一型的经济功能，使城市失去了自身的调控能力，再

加上这种财政管理体制本身的缺陷，造成财政收入、支出处于低水

平，财政方面的拮据状态，严重制约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1965年至1967年，这三年财政收入总额48.7万元，比1957年财

政收入133.1万元下降63.4伪，地方企业收入1965年至1967年分别

为 30.8万元， 31万元和负27.4万元。除了体制方面的影响外，后

二年受"文革"的影响更甚。

1967年到 1968年"文革"动乱加剧，武斗频繁，正常生产秩

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生产停顿，运输阻塞，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

府状态，工效严重下降，煤炭全员工效由 1 .139吨/工日，下降到

0.600吨/工日。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 1967年财政收入负24.4万

元，是平顶山市建市以来地方财政第一次出现的负收入. 1968年财

政收入为60万元，比1957年的133.1万元下降54.92伪，地方企业收

入为零，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财政部门受到严重冲击. 1968年

4 月 10 日至1969年12 月，市财政局被撤销， 18名同志先后集中到柏

楼干校参加"斗批改"由市"革委"生产指挥部下设的财贸组负

责管理全市的财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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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顶山有丰富的矿产、水利资源，发展工业有许多有利条

!件t ， "文革"期间国家陆续在平顶山进行了大量基本建设投资。相

继建成了六矿、高Jt:矿、大庄矿、洗煤厂和高压开关厂、平顶山 、电

1厂、焦化厂、河南省第一化纤纺织印染厂.灯泡厂、内衣厂、铅

制品厂，并开始了八矿、姚孟电厂、水泥厂、化肥厂、舞阳钢铁公

司等企业的建设，平顶山的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生产结构得

到调整。特别是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期间，

随着整顿工作的开展，各项工作开始走向正常。 1975年原煤产量突

破1 ， 000万吨，超过设计能力 12 ， 6 份。财政收入总额为4 ， 120 ， 8万

元，也是建市以后财政收入最多的一年 。 比"三五"时期最后一年

的1970年增长134 ， 99 0/0 。在总收入中，企业收入占16 ， 45伪计677 ， 7

万元;工商税收占82 ， 95%计3 ， 418 ， 3万元;农业税占0 ， 5% 计28 ， 7

万元;其它收入占0.06 %计 1 , 1 万元，财政支出总额2 ， 147 ， 5万元，

比1970年增长46 , 1 7 % .但 u文革"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局面尚未完全

消除。 1976年财政收入为2 ， 710 ， 7万元，比1975年下降34 ， 22 伪，市

区148户全民所有制工、商企业有47户亏损，亏损额4 ， 800万元，盈

亏相抵后，净亏损60 ， 8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了平顶山生机与活力，经济建设进入

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逐步走出了单一煤炭经济的狭窄胡同，

开始以能源为主导全面协调发展。

财政工作紧紧围绕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这个中心。

解放思想，开拓前边，狠抓扭亏增盈工作.

从1978年开始，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指引下，市财政积极支持扩大企业自主权，先后在国营企业中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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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制度和盈亏包干办法。 1983年对国营企业全

面实行了第一步利改税，把企业的大部分利润用征收所得税的办法

上缴国家，以法律形式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有利于

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稳定国家财政收入，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

业和职工三者的分配关系。财政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当年市本级

财政收入突破 1 亿大关，达到10473.3万元 。 1984年10月开始实行

第二步利改税，并采取了多项放宽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增强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调动企业提高质量，降低成

本，增加花色品种，扩大生产能力，努力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1985年，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30奋，税利

增长27.1 伪，上交财政增长6.7伪，超收返还企业79万元，企业留利较

上年增长407.8万元，增长30.26 %。与此同时，改革粮食企业财务管

理体制，先后对城市粮店试行了利改税;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对县、

区财政采取"划分范围、核定指标、增收分成"的办法，对市属四

区财政实行"划分范围，核定指标，支出包干，超收分成"的体

制，促进县、区经济发展;改革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体制，实

行经费预算包干办法;改革财政管理方式，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改革资金管理办法，积极发展财政信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搞活企

业，发展事业的精神，有利于扩大地方和单位的财权，增加了财力。从

而使我市预算外资金迅速增长。 1986年市区预算外资金已达828.3万

元，比1977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递增7.7伪。预算外资金迅速增加5

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力量，对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改善

人民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需要近一步加强管理，促使合理使用

通过调整与改革，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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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高，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 1986年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完成41.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33.798万元，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40 ， 493.6万元。财政收入17 ， 348.5万元，是

j 957年s-g 130.34倍。平均每年递增17.6 伪;财政支出 12706.6万元，

是 1957年的64.44倍，平均每年递增14.9伪。

1956年至1986 年， 平顶山市级财政收入总额达125 ， 057.2万元，

其中:工商税收113 ， 351.5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90.640奋。企业收

入10 ， 222.57万元，占8.17伪。农业税收入558万元，占0.45伪。其

它收入925.2万元，占0.74伪。按照财政体制规定，建市以来三十

一年间，共上解中央收入92 ， 209.7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

73.7 伪。 5 县、 2 市1985年至1986年，累计上缴国 家9 ， 18 9 ， 6万元。

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平顶山市财政收入中，来自工业的收入大幅度上升，来自农

业的收入相对稳定。来自工业的收入中煤炭、电力、纺织是财政收

入的三大支柱，这是平顶山市财政的一个显著特征。 1958年至1986

年，这三大产业共提供财政收入87 ， 780 ， 3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总

额的70 ， 30% 。其中:统自己煤矿缴纳税额36 ， 150 ， 8万元，占同期财

政收入的28.95伪，电力工业在1972年至1986年的15年间，上交税

额30 ， 764 ， 2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总额的27 ， 63伪;纺织工业从

1 981 年至1986年上缴利税20 ， 865 ， 3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总额

30 ， 07% 。

1956年至1986年，平顶山市财政支出总额为 71 ， 646.4万元。其

中，基本建设拨款23771 ， 4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33 ， 16%; 企业流

动资金支出 2 ， 193 ， 9万元，占总支出 3 06 % ;企业挖潜改造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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