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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兵团

财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专业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的范围，上限始于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下限止于2000年末。

三、本志财务资料主要来自兵团历史档案资料、历年财务决算和零星整理

的资料、国家农业部农垦局财务处编印的《全国农垦企业财务资料汇编》，以及

知情人口碑回忆和书面材料等。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共设5章30节，约90万字。文体采用语体文，

应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各种体裁，以志为主。志首设序、凡例、图片、概述、大

事记；专志部分设5章，分别为：财务管理、财务预算、财务收入、财务支出、财务

学术团体；志末设附录、后记。

五、本志数字用法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

位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六、由于兵团发展历史上经过建立、撤销和恢复的过程，1979年以前的文

件、资料遗失严重，存在着某些时期数据资料不全及个别数据不准现象；1 979年

后的资料比较准确、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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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点。兵团当时在经济上是新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机械化、规模化的大农业，有新建的现

代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贸流通业，以及以石河子为代表的一批军垦新城，经济总量

占新疆1／4。兵团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通过交流、支援、示范和带动，成为。中央支

援地方、内地支援边疆、兄弟民族相互支援”的模范，促进了新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强了

各民族的大团结。兵团劳武结合、寓兵于民，守土戍边，有力地维护了新疆的稳定。

“文化大革命”中，兵团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5年兵团建制被撤

销。1981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肯

定兵团是新疆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特别强调“兵团是稳定

新疆的核心”。八十年代初期，伴随国家改革开放，兵团在着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

一年兵如趵弛一治



兵团的职责就是屯垦戍边，屯垦与戍边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是在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形势下突出的重点不同，显示的方式不同。1996年中央7号文件指出，兵团是“维护

新疆社会稳定，建设和保卫边疆安全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兵团的体制、职能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但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任务不变”。进入21世

纪，兵团党委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发展壮大兵团，致富职工群众”坚持发展论，

致富群众，凝聚人心，壮大队伍，增强兵团屯垦戍边的实力，进一步为新疆各族人民造福，为

国家安全和新疆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性质和屯垦戍边的职能需要有组织制度上的保证，这种保证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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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兵团事业的发展和机构的健全而得到加强的。目前，兵团的机构设置主要有兵师团三级党

的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有三级行政和政法机构负责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行政司法事

务；有三级军事机构，负责民兵、基干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的军事训练、执勤巡逻和处置突发事

件。还有监狱管理系统和武警部队。

兵团作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自行管理内部行政、司法事务。兵团财务在负有管

理兵团预算收支的同时，还负有管理兵团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职能。在财务方面，为中央财政

管理的一级预算单位，财政部对兵团实行部门预算管理。目前，兵团财务以国家《预算法》和

‘兵团预算管理实施办法》为依据，组织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方针、政策和法规；运用财税政策，

实施兵团宏观调控和综合财力平衡；拟定和执行兵团内部的分配政策，以及财务中长期规

划；制定兵团执行国家财政法规的补充规定和办法；编制兵团及兵团本级预算、各类财务决

算，组织预算实施；负责兵团企业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管理兵团公共支出、社会保障支出；

拟定和执行兵团统一采购政策；监督检查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

兵团实行兵、师、团三级预算管理体制，有三级财务管理机构，分别实施对本级和下级预

算单位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其内部机构设置及工作人员分工与财政部门基本相同。其中，团

场为党政军企合一的载体，在年度财务收支计划中对其公共支出部分实行预算管理。

1954--2000年，兵团事业总体上可划分为以下5个发展时期：

1954--1957年，为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时期。

1954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的一兵团二军和六军大部、五军大部和二十二兵

团全部成建制转业组建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成立后，在财务上改变供给制，实

行经济核算制和工资制，实行企业管理，连队进行定额核算。兵团财务实行以收抵支、自筹包

干。从1955年起，兵团计划正式纳入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兵团坚持稳步而又积极发

展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水利为中心，以开发北疆为重点，积极进行老场补测和新场勘测

规划，共规划农场44个，规划面积45．93万公顷。至1957年底，兵团企业总数已达166个，

其中农业企业59个，工业企业32个，商业企业72个，交通企业2个，建筑企业1个。国家投

资年末累计额14445万元，兵团自筹年末累计投资额19834万元，固定资产原值20382万

元。4年累计销售收入11131万元，实现利润2900万元。

1958--1966年，为兵团全面发展时期。

1958年，在全国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中，兵团积极开展垦荒造田、兴修

水利工作。在农场建设上实行“边建场、边生产、边积累、边扩大”和“定额投资、限期完成制

度。至1966年底，全兵团耕地面积80．85万公顷，职工741226人。企业总数361个，其中农

牧企业158个，工业企业108个，商业企业50个，交通企业21个，建筑企业24个。随着兵团

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兵团农场必须加强经营管理，全面加强经济核算。兵团一方面总结前

几年的财务会计工作经验，一方面选派人员去黑龙江友谊农场学习苏联国营农场的会计核

算办法，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费用及奖励)制度和“三包一保证”(包产、包工、包成

本、保工资)制度；对师(局)实行“预算平衡、收支抵消”制度。至1966年末，国家投资年末累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志

计额110713万元，兵团自筹年末累计额175028万元，固定资产原值68500万元。1958—

1966年的9年间，累计销售收入822501万元，实现利润97762万元．

1966年5月一1975年3月为兵团事业受挫时期。

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近10年浩劫，使兵团的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生产连

年下降，财务连年亏损，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67—1974年的8年中，5年亏损，亏损总额

42748万元(其中1974年亏损19602万元)，生产效益下降，成本上升，农场吃返销粮1．7万

吨。在经济建设上，8年国家投资总额70917万元，兵团自筹38445万元，但效益不佳。

1975m1981年，为兵团建制撤销至兵团恢复时期。

兵团建制撤销后，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兵团独立核算企业按行业对口移交自治区各有

关厅(局)；农牧团场划归所在地、州、市领导，有些农牧团场划归所在县管理。由于体制不顺

等多种原因，新成立的农垦总局出现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束缚了农垦事业的发展，致使农牧

团场生产下降：1975年销售收入95379万元，比1974年减少59734万元；1975--1977年，累

计亏损66337万元。1978年，国务院决定将黑龙江、新疆、广东、云南4省区国营农场改由国

务院主管部门和省区双重领导，新疆农垦总局成为国家农垦总局直属企业，基建投资和物资

供应列入国家计划。兵团经济由此出现转机，销售收入上升，成本下降但仍未能扭转亏损局

面。1978--1981年4年间累计亏损24222万元。在经济建设投资上，1975--1978年，4年中

国家投资总额38260万元，农垦自身没有自筹。1978年末国家累计投资额177789万元(包

括划给地方固定资产53443万元在内)。1981年末，国家累计投资额224841万元，自筹年末

累计218326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46718万元。

1982--2000年为兵团事业新的发展时期。

1981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兵团体制。恢复后的兵团受

农业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1990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计划在国家实行单列。1997年lo月中央进一步明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国家实行单列，在

计划方面，对兵团单列的内容和方法参照计划单列市的方式进行f在财务方面，兵团为一级

预算单位，预算管理、经费拨款由财政部直接对兵团。在中央、自治区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

兵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农业企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工交商建服企业推行承包经营。经过改革，兵团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1982m1990年销售收入年均递增15．3％，9年间综合盈利8．14亿元，1990年末：企业资产

总额107．5亿元11991--1995年销售收入年均递增24．6％，5年综合盈利总额117791万

元，1995年末资产总额338．15亿元，比1990年增长2．08倍；1995--2000年，主营业务收入

年均递增12．7％，2000年末资产总额612．19亿元，比1995年增加0．8倍。

截至2000年末，兵团实际拥有资产总额1155．88亿元，其中：按现行财务会计制度核算

资产总额为612．19亿元，未列入生产经营会计核算的企业资产436．5亿元(耕地1596．75

万亩，每亩按1200元计算，资产总额为191．61亿元。林地587．2万亩，每亩按1000元计算，

资产总额为58．7z亿元。水库105座，库容29．9亿立方米，每立方米库容按4元计算，资产

总额为119．6亿元。水闸65座，资产总额1．5亿元。喷微灌115．36万亩，每亩按600元计 ．

算，资产总额6．92亿元。渠道总长8．89万公里，其中已防渗渠道2．29万公里，每公里按3

万元计算，资产总额为6．87亿元；未防渗渠道6．6万公里，每公里按1万元计算，资产总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