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河地区
财政志

《黑河地区财政志》编委会 编

是一j～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河地区财政
《黑河地区财政志》编委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l▲
_▲

·阶



黑河地区财政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洪祥泽张化成
主 任：丁长本

副主任：鲍海陆 凌云祥

匮圈区圈
刘德本 张超
武永庆

委 员：张友仁 曹向东

@J-玉山 孙绍武
杜金奎 朱家明

刘淑珍 I整奎垩I
I梁久j真I 张晓军

李凤莉 张翠凤
徐哲主编：匮圈

编 辑：I马钦周l圆网
王佑民
孑小绍武

李少杰

张文福

刘德惠

王立业

李秀娥
王亚峰
朱德欣
文IJ长明

许淑贤

赵元孝



责任编辑：高桂清

封面设计：于克广

黑河地区财政志

Hei he di qu coi zheng zh

，黑河地区财政志>编委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l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龙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i6 ·印张19．26·插页6

字敷：320 000

1998年2月第1版 1 998午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BN 7—207—03879—8／K·483 定价：22．00元



黑河地区财政志

序

洪 祥 泽

《黑河地区财政志》经过几年的编修现在和大家见面了，我祝贺她的诞

生。
’

财政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有

什么样性质的国家，就有什么样性质的财政。解放前，彳论哪个时代，它的财政

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国)”的。解放后，建立了新中

国，才有了服务于人民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 ．

黑河地区是祖国的北部边疆。满清、民国时期，少有经济、文化建树。日伪

时期成为军事要地，各项事业倍受摧残。“九三"解放初期，敌伪残余势力猖獗，

政治土匪四起，群众生活很苦。当时我党在黑河地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既

要清剿土匪，站住脚，又必须兼顾群众生活。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形势下，全体干

部战士遵照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发扬南泥湾精

神，在剿匪建政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了军民生产。经过几年的努力，渡过了极其

艰苦的岁月，从无到有地开辟了财政工作的新局面。我有幸在新中国建国前后

就在人民的财政机关工作，曾先后在爱辉县和黑河地区任过财粮(政)科长8

年。几十年过去了。回顾过去，深感创业维艰；综观当前形势和展望发展前景，

又倍受鼓舞。

修史治国，以史为鉴，对财政工作亦然。《黑河地区财政志》翔实地记述了

自满清在黑河地区建立财政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92年每个时期

财政工作的发展变化。我希望广大财税工作同志．都来读读这部专志，研究一

下财政工作的过去和现在，一定会从中得到裨益。

我读了这都专志后，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

一是，财政部门是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财税干部必须从全局出发，时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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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全局的发展形势。研究变化的新趋势和新f．-j题。财政工作既要支持有利于

全局的、必须发展的事业，又要防止失误和克服不该出现的损失浪费。财政干

部都要成为熟悉本身业务的经济专家，而且要有敢字当头的精神，该支持的要

积极主动地支持，该限制的也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限制。

二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是财政工作的一条红线，必须在具体工作的每

一个环节中认真落实，一点也不能放松。财政工作必须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

把握财力，安排好收支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工作立于主动地位。．

三是，财税机关的职能和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财税的机构不可轻易

并撤。过去几十年，税务机构多次并撤造成的损失是不小的，教训是深刻的。

四是，廉政建设要作为财政机关的大事常抓不懈。财政机关要廉政，不能

“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才能有力量管好支出。财税干部自身更要廉洁奉公，

在干部队伍中树立起好的形象，使人们信任、赞誉，不能让人家指责、议论。“一

身正气执法，两袖清风管钱"，每一个财税干部都要牢记不忘，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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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一、本志是一部地方性财政专业志。作为志书，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编纂指导思想，力求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断代期的历史真

实。作为地方性财政专业志，则首先着力于对地方财政活动的如实叙写，同时

也力求通过地方财政活动反映出财政“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联系，以达到“窥一

斑以见全豹"。因此，本志引用各个时期国家以及省一级制定的财税法规、法令

较多，这是本志与叙写一般地方志尽量不引用或少引用上级指示和规定的不

同之处。

二、本志的上限尽可能地追溯到远古，下限截止到1992年，在整体叙述上

遵循了“详今略古’’的原则。
’

’三、本志在体例上未完全采用“横排纵述’’的传统志体。本志除《概述》外，

仅分4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机构人员》。在《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两章里，各节是按“时期"的自然延续做了纵向排列，而在各节

内则按事物的不同属性归类做了横排竖写，可算作是对纵横交错写法的一点

尝试。而且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两章里，对“满清时期”、“民国时期”、“东

北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几节都采用了一般叙述法，未予分项；只对“新

中国时期”一节下伸了项次，做了较细致的叙述。

． 四、本志采用的纪年法以公历纪年为主，辅以朝代纪年，如“公元1644年．

满清夺得全国政权，⋯⋯"，“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在江左爱辉建立黑龙

江将军衙门”等。如在正文中独立使用朝代纪年，则在其后加括号注明公历年

份，如“据《爱辉县志》(1986年版)记载，自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八年

(1848)的53年中，⋯⋯’’，括号中公历纪年的“年’’字省略。

五、本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关于简化汉字和在地名中汰除生僻

字的有关规定，一律使用简化汉字。地名爱辉原写作“瑗珲”，1956年经国家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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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办批准改写作“爱辉"，本志不计1956年改写前后的区别，一律写作“爱辉”。

六、本志使用的数字较多，有汉字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文内这两种数字在

使用上有区别：在序号上使用，表示行文的章节排列和不同的逻辑层次，大的

和较大的范畴使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或一、二、三、四⋯⋯，较小的和小的

范畴使用1、2、3、4或(1)、(2)、(3)、(4)⋯⋯。在纪年上，公历纪年使用阿拉伯

数字，朝代纪年按习惯使用汉字数字。在计数上，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并遵照

国家出版署的规定，凡计数达到4位以上时，在原需要加分节点(，)的地方，拉

开一定的间隔，留些许空白，而将分节点取消，如4 053 787不写作

4。05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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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居住在黑河地区的古代人民，约从公元前21世纪起，便臣服于中国中原

历代朝廷。古代的财政，与当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政治隶属关系相适

应，主要表现为贡赋和徭役。

公元1644年，发祥于东北长白山地区的女真人后裔满族人夺得全国政

权，入主中原，称大清帝国，史称满清。满清前、中期实行中央集权财政，一切财

政权力统由中央户部掌握，没有地方财政，黑龙江地方所需军政费用，全赖朝

廷供给。后期改为各省协饷，并且渐有地方收入，但黑龙江地方所收甚微，是受

协省份。

中华民国实行国地分权财政，以税收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统一了

全国税法，划分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和国家支出、地方支出范围。黑河地方财

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如公署行政费、监狱司法费、外交费、查边费等属国库开

支，例由省拨；其他经费，如巡警费、教育费、自治费等属地方开支，由地方税及

．杂捐筹措，量人为出。

1931年“九·--A”事变后，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伪满洲

， 国财政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永占满蒙，进而鲸吞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扩张政策

服务的殖民地财政，财权完全掌握在日本殖民者手里。伪黑河省属国境地带，

人口稀少，产业凋弊，日伪虽敲骨吸髓压榨人民，仍所收无多，但警费和地方防

务费支出浩大，财政主要靠国库补助。

1945年11月，黑河地区建立起人民政权，到1946年末期间，人民政权的

主要任务是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战胜政治土匪，在县乡两级建政，稳定全区政

治局面，因此当时的财政工作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一方面要为发展人民武装

力量，清剿政治土匪提供财力保证，另一方面又要安定群众生活，“为谋求生存

而斗争”。在财政体制上，为适应当时的武装斗争环境．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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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工委的指示，实行地、县“自收自支、分散自给、自求平衡”的体制。当

时财政收入的来源，较大量的是接收敌伪遗产和军政部门开办的公营企业收

入，其次是不多的工商税收入和建设公粮。部队在作战行动中也时有摊派，如

军粮、军草等。在财政支出上，因当时所收较少，只能重点保障军需，其他一切

项目开支都必须“勒紧腰带”，忍饥度日。当时党政军干部战士一律实行供给

制，只有少数单位任用部分薪职人员，供给标准和薪金都十分微薄。

1947年初至新中国建国前，全区政权趋于稳固，人民政权的主要任务转

向除奸反霸，清剿残匪，实行土地改革，彻底解放劳苦群众，开展生产运动，恢

复和发展地方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财政体制改行全区统收统支，并且开

始执行预决算制度，但因未纳入省预算，所以对于全省来说黑河地区财政仍属

分散自给体制。财政工作的主要目标转向增产增收，节约支出，其内容包括：大

力恢复农业生产，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业生产力，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在农

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公粮收入；投资办厂、办运输、办商业，扩展内外交

流，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增加公营企业收入和工商税收；

在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大力节约开支，减轻财政负担。经过两

年奋斗，到1948年末，全区渡过了经济最困难时期，开始把消费型财政转向生

产型财政。1948年全区实现财政自给有余，并以粮食等物资支援了全国解放

战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自新中国建国到1955年，黑河

地区继续执行“统收统支，自求平衡”的财政体制，不纳入省预算。但从1953年

起，全区财政预算须在年初报省批准，然后方可执行；年终须报告决算，由省进

行监督。1956年经国家财政部批准，正式将黑河地区财政纳入国家预算，结束

了长达10年的“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历史。

自1949年至1957年，全区财政工作在地委和专署的领导下，认真执行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精神，集中财力

发展地方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9年间，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年平均收

入额(扣除不可比因素)比1948年增长7．4倍，不仅保证了全区经济恢复和

“一五”建设时期的资金需要，而且能以部分资金解省支援国家建设。

1958年出现“大跃进"，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为了紧跟形势，保证“大跃

进”的资金供应，财政工作也随之“跃进”起来。在“大跃进”中，由于衍生了浮夸

风和共产风，全区财政虚收成分和平调资金增加，支出激增。原北五县(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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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逊克、呼玛、嘉荫)，1958—1959年两年年平均地方财政收入1 283万元，

比1957年实收数增长2．6倍；年平均支出1 685万元．比1957年实支数增长

3．13倍；年平均支大于收402万元。1960年北安市(包括德都县)划入黑河地

一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2 943万元，支出3 762万元，支大于收819万元。3年

“大跃进”使黑河地区由原来的财政上解地区变成了差额补贴地区，财政自给

率(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一退而为77．2％。

1961—1963年，为纠正“大跃进”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扣除

“大跃进”财政收入中的“水份”，退赔平调资金，关停并转部分企业，压缩基本

建设战线，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均大幅度回落。3年年平均地方财政收入

1 100万元，比1960年下降62．6％；年平均地方财政支出1 580万元，比1960

年下降58％；支出继续大于收入，而且支出额下降幅度小于收入额下降幅度

4．6个百分点，因此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8％，省补贴增加。再经过两年，到

1965年调整时期结束时，全区地方财政自给率回升到81．7％。

1966—1967年，全区财政工作又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文化大革

命’’伊始，由于造反派夺权，地县两级财政机构瘫痪，财政、税务、建行合并，大

部分领导干部或被揪斗打成“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靠边

站"(领导干部被夺权后待审查)，预决算制度被废除，以致造成收入元人抓，支

出无人管，财源流失，支出(包括“准备打仗”因素)再次激增的局面。在收入方

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当年，全区工商税收锐减‘与1965年比较，当

年减收114万元，减收幅度达12．5％。1967—1968年，全区工商税收入维持在

700—900万元之间，仅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961—1963年经济调整时期

的水平。1968年，地方企业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包括肉蛋禽和蔬菜价格倒挂

亏损)。到1970年和1971年全区财政收入下降到最低点，连续两年出现负值。

1971年，加上省下放给地方管理的粮食企业亏损和农场亏损，全区地方财政

收入负值竟达4 333万元。在支出方面，1969年地方财政支出4 256万元，比

．1965年增长1．67倍，平均每年递增27．83％。1970年，嫩江县划入黑河地区，

呼玛、嘉荫两县划出，当年地方财政支出达5 054万元，次年上升到5 391万

元，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地方财政支出的最高点。1972年恢复各县税务局，

恢复正常税收征管工作，当年较前一年增加收税136万元，比1966年则增加

547万元。同时，因地方无力负担粮食企业和农场亏损，省又将下放的粮食企

业和农场上收，所以1972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变成正值1 373万元。1973年

?6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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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恢复地县财政局，地方财政工作基本转向正常，收入有所增长，支出有所下

降。到1976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1 656万元，比1972年增长20．6％；地方财

政支出4 757万元，比1971年下降11．8％。“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区财政自

给率最低的时期，自给率只有21．3％。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倾向，

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鼓舞下，黑河地区大踏步地进行了改革和开放。经过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增加，农村多种经

营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市工商业在深化改革中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效益有

所提高，亏损减少。1987年对俄边贸再开，1988年哈尔滨——黑河空中航线恢

复通航，1989—1990年嫩江——黑宝山和龙镇——黑河两条地方铁路建成通

车．，1992年国务院批准黑河市为国家级沿边开放城市，并在黑河市建立经济

合作区，给予相当于经济特区的经贸政策。“北开’’带来了“南联”，国内各地企

业界、港澳地区乃至国外人士到黑河地区投资者、建办事处者纷至沓来，外贸

和内贸大兴，带动了地方产业发展。这些变化，给地方财政工作注入了巨大活

力，使地方财政工作逐步走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低谷，出现了空前活跃的

局面。

1977年后，全区财政从改革入手，调整了财政收支结构，实行包干体制。

在收入方面，在企业中逐步推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从1983年1

月起，对区内除农牧企业、劳改企业、军工企业以外的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改

税"，加强了工商税收征管，并且建立专门机构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防

‘止利税跑、冒、滴、漏。在支出方面，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严格控制，大力压缩

非生产性支出和行政费支出。从1988年起，按省的统一部署执行财政预算“保

盘子工程”，进一步加强了财政收支管理。

1977—1992年，全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持续同步快速增长。与“文化大

革命"时期比较，16年地方财政年平均收入额增长11．5倍，平均支出额增长

3．4倍。由于收入额增长速度大于支出额增长速度，所以全区地方财政自给率

逐步上升，到19眈年已上升到87．2％。同时，省为了支持黑河地区的改革开

放，每年都给予大量的财政补助，其中扣除粮食企业亏损退库和粮油超购加价

补助以及黑河地区上解，16年净补助黑河地区100 881万元。由于黑河地区财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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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成绩显著，自1988年又连年完成“保盘子工程"任务，因而受到了省政

府的嘉奖。在1989年2月召开的省财政工作会议上，黑河行署财政局局长丁

长本作了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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