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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财政志》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地方志办公室和诸多

部门以及从事财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的关怀、帮助和指导下，经过编辑人员

的艰辛笔耕，在较短的时间内，几易其稿，完成了我市历史上第一部财政

志。它的印刷出版，确是我市财政战线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我作为从事

财政工作的一名老战士，能为编纂此志书作些工作，心情激荡，颇感欣慰。

古云：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实践告诉我们，编写志书这样浩繁的工

程。首要的问题，是选配一批具有事业心，责任感，热爱修志的人员．。《沧

州市财政志》所以成书快，质量高，正是编辑人员站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的高度，以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积以时日，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获得了蜜果。还值得一提

的是，在修志过程中，组织上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强有力的支

持，从而为修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试想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修志工作

也是难以进行的。主客观溶为一体，形成合力，战而胜之，终成千秋大业。

在这里，我要说，修志者业绩，将超越生命的时限，与志书一起留存。

’《沧州市财政志》是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体例编写的专业

志。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

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它本着尊重历史和现实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详

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了4D余年来党和政府财政工作的方针，较为详尽

的记述了沧州市财政工作的发展与变革。既反映了沧州市各个历史时期财政

收支的内容、本质、持点及生财，聚财，用财的规律，又反映了沧州市财政

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状况，兴衰起伏的变化。突出了时代特

点。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给财政工作带来新的生机作了记述，达到了保存史

实，反映现实，服务当代，益于后世，为现在和今后从事财政工作的同志提

供历史借鉴的目的。因此，编写这部财政志具有现实和深运的重要意义。无

：f工：?：!：



疑它将为沧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万事开头难’’。本志初次编纂，不可避免地存在二-些缺陷和不足。谨请

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赐教。

一作者：沧州市财政局局长

1993年3月12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本志是沧州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财政志。在编写过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尽力全

沧州市财政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专业和地方两个特点。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上限1 947年6月，下限1 990年1 2月。

本志共分八章三十七节。志书安排以财政的专业特点，采用横分纵写的

方式记叙。着重于沧州市的财政收入、支出的实际数字和管理体制的变化，

对于财政科目和规定的变化尽少叙述，各种数字中，物价上涨等因素没有剔

除o
’

为叙述方便，本志采用了一些习惯性简化词，其中，建国前(后)表示

公元1 949年1 O月1日前(后)，解放前(后)表示1 947年6月1 5日沧

州市解放前(后)。
。

本志以章节为序，体例以记叙为主，记、述、图、表、录并用，重在记

叙。

本志中根据资料来源的不同，在文字和图表中采用了两种统计办法：一

种是由包括青县和沧县的现行体制往前追溯，在文字和图表下，注有：“按可

比口径统计”字样；另一种是根据沧州市的自然发展过程记叙，在文字和图

表下，注有“按自然增长口径统计’’宇样，这种统计图表大部分作为资料放入

附录中o

新中国建立后，1 949年至1 955年3月1日流通的旧人民币，其收支

数均按新人民币折算，个别地方为反映历史面貌，仍用旧人民币。

本志资料来源有：沧州市1 959～1 990年财政决算、市财政局现有有

、关资料、沧州市档案馆存档资料，调查采访资料等。

本志中理应包括的一些数字和内容受某些因素影响，有的已经遗失，实

难调查考证，在此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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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沧州市财政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它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在

不同的时期，沧州市的财政收入有着不同的特点，50年代处于起步发展状

态。年均递增约14％。60年代处于徘徊阶段，增长指数呈负数。70年代则

是稳步发展阶段，年均递增15％o 80年代前半期呈徘徊低速增长趋势；后

半期则保持了稳定较高的发展趋势，是全市经济发展的最好阶段，年均递增 ．。

17％。 ’，

，|
．

1947年6月15日，刚刚解放的沧州市是一个工业少于商业，小商贩、。

摊贩多于坐商的落后地方，几乎没有工业。财政收入以征收实物为主，面临

着恢复生产和支援前线两项任务。1948年，废除了国民党20多种苛捐杂

税，为了恢复生产，豁免了1947年和1948年工商业税及17个月的地方附

捐。1949年l～8月，征收交易税、货物税、印花税、临时营业税

21007926元，折米57万余斤，农业税征米11．1万斤，战勤米4．1万斤。工

业与商业相比，商业约占70％o 1950年4月，沧镇完成“人民胜利折实公

债’’36231分的任务。1952年工业增产节约147．2万元，财政收入15．3万’

元。1953年，收入40．9万元，全镇总人口(第一次人口普查)．69154人，人

均5．9元。各项税收97639元，占财政收入的76．1％o 1952年至1962年是

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五”和“二五，，计划时期。在这期间沧镇和青县均遗散了部

分统计资料，无法就其财政收入发展做出准确统计。只有现在所辖的沧县历

年数字保存完整。从沧县的数字看，尽管在此期间遭遇“大跃进，，运动，但财

政收入除1960年和1962年两年下降外，其余各年仍呈逐年上升趋势。

1958年至1961年，沧镇与沧县合并。1961年，财政收入1 197万元。1962

年，收入993．2万元，比上年下降18．1％。1963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进

入调整时期，部分企业关、停、并、转o 1963年收入降瓤60年代的最低

点，仅740．6万元，比上年又下降25．4％。1964年收入861．7万元，全市总，

人口110326人(第--，／zA．口普查)，人均78．1元。此后两年财政收入逐步回

升，但仍低于前1960年1200万元的水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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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业停产，使一度复苏的经济遭到破坏。当年财政收入降至920．2万元，

比上年减少近100万元。1967年和1968年；都在1100万元以下。

1969年，随当地形势的逐步好转和一批新上项目的开工运转，当年财

政收入达1690．9万元，比上年增长57．4％o 1970年财政收入又增至1933．9

万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市本级企业收入比重由1953年接近于零提

， 高到18．7％，各项税收由1953年的27．8％提高到80．6％，其它收入由

76．1％降至0．6％。从此，沧州市财政收入进入了70年代稳步发展阶段。基

、 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在1 10万元左右。1 1971年至1975年的“四五"时期，财

政收入由2197．3万元逐步增长到4451．3万元，增长l倍多，年均递增

19．3％，1976年至1980年的“五五”时期，前三年呈增长趋势，到1978年

收入达8000．9万元，较1976年纯增2480．2万元，增长45．1％。1979年至

1982年，国家经济进行调整、整顿，沧州市财政收入每年在7150多万元，

较1978年减少850万元左右。其中，市本级1982年收入4984．7万元，人

口266384人1(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均187．1元。“六五’’时期后三年至“七五’’

，时期的前四年，即1983年至1989年，‘沧州财政收入出现稳定高速发展阶

段o t985年，国家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其收入用于地方城市建设，‘到

1989年，全市共征收5051．8万元。1983年，开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到1989年共征收11248万元。1987年，开征耕地占用税和农林特产

税，到1990年分别累计征收1054万元和290．3万元。1989年，财政收入

22140．2万元，较1983年的8363．7万元纯增13776．5万元，增长1．64倍，

年均递增17．6％。其中，工商各税21295．9万元，1占总收入的96．5％；企业

收入一389．4万元，主要是企业亏损补贴和退库；农业税收入611．7万元，占

总收入2．8％。”全市总人口124．3万人，人均182．6元。其中，市本级人均

455元。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经济滑坡，沧州市财政收入仅完成

22050．9万元，比上年下降0．4％。至此，从1961年到1990年的三十年

中，累计完成财政收入20．49亿元，上解支出11．3亿元，地方支出11．46亿

元，支援国家建设，促进了沧州市经济的发展。

沧州市的财政支出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的较快发展时期，

年均递增约17％6 60年代到70年代的缓慢增长时期，年均递增3．9％。80

。年代的旺盛发展阶段，年均递增25．3％。
’

．

’

1947年6月到1948年10月，沧州市没有建立起地方财政，一切本应

地方开支的教育费、地方福利事业等完全依赖国库开支。1948年11月至

一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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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财政支出小米221922斤，其中，街政经费支出小米21074

斤，占总支出的9．4％3福利费小米53284斤，占总支出的24％；教育费小

米116299斤，。占总支出的52．4％，建设费小米5642斤，占总支出的

2．54％，财政费小米2332斤，占总支出的1％；优抚救济15758斤，占总

支出的7．1％，预备费小米7528斤，占总支出的3．4％。1953年，沧镇财政

支出37．3万元，其中，经济建设类2．2万元，‘占总支出的6％，社会文教类

‘支出23．1万元，占总支出的62％，行政管理费支出11．87万元，占总支出

的31．8％。 ：

·

’．

．， ‘‘，“

：． 从1961年开始，贯彻国务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紧缩财政支出。1962年，沧州市财政支出584．9万元，是60年代支出的最

低点。其中，市本级经济建设费的比重是7％，文教科卫事业费的比重是

57．7％，行政管理费比重是30．4％；其它支出类比重2．5％，预备费2．5％。

1966年至1968年，正值“文革”期间，连续3年支出额在800万元以下，出

现了明显的停滞现象。此后几年出现螺旋式上升趋势。 ，一 ”．

1973年，全市财政支出1875．7万元，较上年增长35．8％。1974年首次

突破2000万元，支出2031．5万元，较上年又增长8．3％，市本级支出943．3

万元，其中，城市维护费支出223．7万元，占总支出23．7％；文教科卫事业

费152．1万元，占总支出的16．1％；人民防空经费96．1万元，占总支出的

，， 10．1％；基本建设投资63．7万元，占总支出的6．7％；行政管理费支出63．5

万元，占总支出的6．7％；支援农业支出76．1万元，占总支出的8％；抚恤

和社会救济支出36．1万元，一甚艺支出的3．8％。1978年和1979年支出额较
前后几年高出300万元左右，分别为3571．1万元和3303．5万元，主要用于

j 安排城乡劳动就业、增加部分职工工资和落实政策o 1982年，财政支出

3143．9万元。此后各年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支出也以较大幅度增

长。1989年支出15236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889．8万元，占财政总

支出的5．84％；文教科卫支出4432．4万元，占总支出的29．1％；行政管理

费支出2084．3万元，占总支出的13．7％。城市维护费支出1481．5万元，占

总支出的9．7％。“七五’’期间的城市维护费累计支出7166万元，在崔尔庄新

水源工程、解放路、西环路、北环路拓宽改造等市重点建设工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一 。一 。

． 。，
，

按自然增长口径统计，1959""1990年，沧州市经济建设支出累计

26036．6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33．8％3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14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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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总支出的19．8％，行政管理费支出15756．8万元，占总支出的

20．5％；城市维护费支出10071．3万元，占总支出的13．1％，抚恤和社会救

济支出3527．2万元，占总支出的4．6％；其它支出6623万元，占总支出的
， ●t

●

8．5％。 ，·
。

’’

沧州市的财政管理随着国家的形势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

化而变化。1947年6月至1948年10月，沧州市没有建立财政体制，收入

全部上解，支出全靠上级拨款o 1950年，规定全国各地所有主要收入一律

上交中央，一切开支由中央核定，按月逐级拨付，年终节余全部上交。根据

1950年《河北省市镇财政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规定，市、镇财政收入包

·括：农业税附加、工商税附加，契税留成、市镇公产收入和公用事业收入、

政教建设事业费收入等11项。’市镇地方开支包括：行政费、民主建设费、

文化教育费、市镇建设费、社会事业费等1l项。’1953年，建立沧镇一级财

政o 1953年至1957年；沧镇实行“分类分成"的管理体制。1962年，全国

实行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计划

管理，定量供应。对国家规定专控商品(小汽车：办公设备等，实行专项报

批d 1980年，河北省对沧州市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型管理体

制。工商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基金收入全部上解河北省财政厅。市级国营

企业收入、农业税、工商所得税和其它收入为市级收入。以1979年实际财

政收入执行数为基础，经过适当调整确定沧州市收入基数为5239万元，支

出包干基数为1068万元，上解比例79．6％，留成比例20．4％。同时，沧州

市对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行“预算包干”的办法，对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开

始了企业化管理的转变。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实行了“拨改贷’’‘‘先存后用"的

办法，使基建投资由无偿使用变有偿使用，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果。在国营

企业中先后推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制度、承包竞

争机制，增强了企业活力。1985年又进一步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

级包干"新的财政体制。沧州市根据河北省的指示，结合自己的实际，’对所

属的二县三区也实行了上述相应体制，原则上一定五年不变。在坚持“统一

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进一步明确了各级财政的责任和权利，调动了

各级政府聚财理财用财的积极性。+1988年10月，在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

的基础上，组建了市财政信用，到．1990年，累计投放资金5100万元，对

提高资金利用率，促进沧州市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财政监察上，从

1980年到1990年共查出违纪和不合理资金5298万元，一维护了财经纪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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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严肃性。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方面，从1981年到1990年，沧州

市累计发行国债9164．24万元，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沧州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
．．

金额单位：万元

＼ ＼收支 收入累计 支出累计．时1期＼
’、＼

三年调整时期 ． 2620．1 3241．8 ∥一
J

“三五”时期(60—70) 6651．0 4735．4

“四五’’时期(71--75) 1．6414．5 9033．8

“五五”时期(76--80) 34974．9． 14908．1

“六五”时期(81—85) 。47187．2 19514．3

“七五”时期(86—90) 94889．8， 61391．4

注：按可比口径统计

一5一 ．



沧州市财政收支指数



注：按可比口径统计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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