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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治天下以史为鉴，治地方以志为鉴一。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一个文

化传统，两千余年连绵不断。卷帙浩瀚、内容繁多的各类志书，为我们

研究过去的历史，汲取经验和教训，做好当前的工作，提供了大量可资

借鉴的资料。对此，我们应当引为自豪，同时也应当感谢我们的前人。

可是，科左中旗有史以来竟没有一部旗志，更没有专门记述财政工作的

志书，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修志工作也随之蓬

勃兴起，形成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科左中旗财政志》正是在这种形

势下，应运而生的。

“存史、资治、教化’’是志书的三大功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需要了解国情，进行我旗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了解旗情。只有对情况有

了充分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才能防止产生主观主义，避免或减少工作中的失误。《科左中旗

财政志》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完备的体例，翔实的内容，严肃的态度，

规范的语言，记述了我旗财政工作的产生和发展的史实。体制、收支、

机构无所不包，生财、聚财、理财应有尽有。它不仅记述了封建和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我旗经济落后，建设不兴，财源枯竭，民不聊生的历

史。也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艰苦创业，团结建设，广开财源，发展经济的历程，并载入了不少鲜为

人知的珍贵资料。这本志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我旗财政史上没有志书

的空白，也为我们现在进行财政工作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可靠



的依据。阅读这部志书，可以激发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情怀，增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感、责

任感和紧迫感。它一定能够在我旗均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我认为，这是一部前有所鉴，

后有所稽，有益当今，惠及子孙的专业志书，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和收

藏价值。

我们要借助志书晓古知今，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兴利除弊，艰苦

奋斗，勤俭办事，积极发挥本地优势，大力振兴我旗财政，促进两个文

明建设的不断发展。

勿须讳言，这部志书尚有功力未及之处，读者自有高见。

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志书是经两位年逾花甲的退休干部编纂而成

的。这两位老同志发扬“鬓虽残，心未死，蚕吐丝，暖后世”的可贵精

神，历尽艰辛，奋斗两载，终以近十万字的志书奉献于世。我在祝贺

《科左中旗财政志》出版的时候，要特别向这两位同志致以衷心地问候!

我主管财政工作，对科左中旗有史以来第一部财政志的诞生感到由

衷地高兴，谨奉数语，聊以为序吧!

孙 占 三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

(本文作者系科左中旗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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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云：著史撰志存史资治，裨益后人，善哉斯言也。自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j通过拨乱反正，赢得了安定团结。在经济上制定了对内

搞活，对外开放一系列政策，促使经济空前繁荣，为编修史志创造了良

好条件。际此升平盛世，科左中旗开展编撰史志工作，以反映科左中旗

发展历程，为四化建设提供借鉴，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加速社

会主义建设。当我们受命编写科尔沁左翼中旗(以下简称科左中旗)财

政志以后，深感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尽全力完成。

我们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建立了组织，一九八七年着手搜集资料。

由于旧档在日军败北时，散落各地，残缺不全，解放战争时和战后所形

成的档案在十年动乱中的破坏和经过批准部份销毁，这就给我们带来很

大困难。我们深感重任在肩，不辞辛苦，在残留的旧档中搜集有用的资

料曾赴沈阳，大连、长春、四平、郑家屯、通辽、乌兰浩特等省市，档

案馆，图书馆、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摘抄资料。并参考了四处志书，七种书

籍和刊物，查阅了数以百计的政府档案，走访了一些知情老人和老财政领

导干部，还访问了一些编志起步较早的单位，深得各方面的热情支持。

特别是本旗史志办公室的各位同志，经常给以具体指导，以及省市盟旗

档案馆的同志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使本志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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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谨向有关单位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志于一九A／＼年．--H开笔至一九八九#--二H脱稿，计十万余字。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曾注意到：要求史料翔实，取舍得当，并能体现地

方特色。但由于档案残缺，经验不足加之水平所限，故疏漏错误之处在

所难免，恳请财政同行及专家学者，不吝指教，以便重修时加以补正。

---·2__-。_

科左中旗财政志编写组

I 9 8 9年2月I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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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载了科左中旗财政实绩的全部历程，它包括财政收入、

支出、管理三方面的活动情况。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力求真实可

靠，是研究财政工作的有力工具。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迄伪满大同元年(一九三二年)，下迄一九

八五年，在此以前财政情况，在概述中做了扼要叙述，以示来龙去脉。

三、本志卷首有图片、序、前言，正文在概述之下，分大事记、及

章节、光荣录、附录、编后记。本志共分五章十五节，其中农牧业税收

单设一章，因建国初期征收公粮是财政重点工作，亦是一项主要收入．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其中：日伪占领阶段仍用当时纪年，但在

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以备考证。

五、财政收入、支出统计表内数字，已将旧人民币折合为新人民

币，即现行的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折新币一元)。



概 述

财政做为一个经济范畴和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财政是作用

于经济的产物，担负着再分配的任务。因此财政的本质亦随着j国家的性

质而异，在阶级社会里财政始终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财政的建立和发

展史，就是一个重要的侧面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财政的建立和发展是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变化。科左中旗是少数民

族地区，多为蒙民，在清朝以前是以。游牧生活为主，受王公的统治。旗设

扎萨克(即旗长)管理本旗事务。所有收入直接归扎萨克支配，．旗的收

入即是旗长的收入，实际上旗财政即是旗长的私人经济。从清朝中叶以

后，，随着科左中旗土地的放垦，在开垦区开始征收蒙租(即土地税)并

设置了“蒙租征收局IP9,。这就是科左中旗最早的属于财政范畴的机构。。

伪满州国成立后，对蒙旗财政进行改革，于大同二年(一九三三年)始有

旗岁入岁出预算。于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对土地税进行整理，实行

土地分等课税，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开始有财政雏形。

日本侵占中国东；lk目-期的财政，完全是为其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掠

夺为目的的万恶财政，科左中旗各族人民深受其害。

一九四七年科左中旗全境解放，旗人民政府于五月成立了财政科，

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的人民财政展现在人民面前。解放初

期，面对着旧社会给遗留下来的民生凋敝，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支离破

碎的烂摊子。全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

革运动，在财政极端团难的情况下，全旗人民怀着高涨的革命激情，重

整家园，开始了艰巨的经济建设工作。

科左中旗财政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支援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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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战争筹集资金，供给前后方的急需，成巍供给财政"。建国后进

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主要是为经济建设征集资金，以满足经济建设

的需要，由供给财政"转为搿建设财政"。财政做为经济杠杆，通过收

入、支出，执行着再分配的任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建国初期，科左

中旗百业待兴，财政相当薄弱，只能以微薄的资金扶助工农牧业生产。

对社会文教卫生事业的投资亦是最低限度，如：一九四九⋯九五二
年三年恢复时期文教、卫生总投资210千元，支援农业投资107千元。自

一九五四年旗财政由报帐单位转为预算单位，成为一级财政后，有了自

主权和活力，财政投资逐年扩大，为兴办各项事业，支援农牧业生产提

供了大量资金，促进了科左中旗工农牧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如：

文教卫生事业由一九五四年财政投资554千元，发展到一九八五年投

资9．974千元，支农资金由一九五四年财政投资10l千元，发展到一九

八五年投资4，508千元。，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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