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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厦门市计划志》是《厦门市志》的一部分。由厦门

市计划委员会编纂，历时四年多。

二、本志编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96年(部

分时间和内容延至1997年)。记述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各类专业计划的编制和执

行情况，有关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计

划管理体制及其管理办法、计划管理机构及其管理职能

等的建立和发展的主要事实。

四、本志中的计划数字按照当时各项计划中实际采

用的数字记述。本志中的计划执行情况按照当时正式公

布的数字记述，少数缺漏的指标根据当时有关数据重新

计算补齐。

五、本志记述因资料限制，前期较为粗略，后期较为

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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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计划机构与职能

第一章厦门市计划委员会

·

一、厦门市计划委员会的机构沿革

解放初期，厦门市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职能由市人民政府财

政经济委员会承担。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是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存

在，而后建立常设机构，1950年6月与市人民政府合署办公，1953

年12月3口正式成立。1954年9月撤销。同年9月25日又成立财

经委员会，1956年4月23日撤销。

根据1954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

构的指示》。厦门市于1954年7月成立了厦门市计划委员会，担负

着全市的计划管理职能。 ‘

1 959年2月23日成立厦门市经济委员会，并与市计划委员

会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称厦门市计经委。1960年8月

5口．厦门市计经委分开设立市计划委员会和市经济委员会。1965

年10月7日。市计委与经委又再次合并，称厦门市计经委。

厦门市1966年6月初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后市党政机

关在“造反派”的冲击下，陷于瘫痪状态。由于厦门市地处海防前

线，故于1967年7月，成立了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厦门市

人民委员会实行军管。其后，计委的工作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生产

组代管。1968年9月1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党委和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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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厦门市革命委员会。同时，全市的计

划工作由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秘书计划组接替，并撤销了市

计划委员会。1970年1月，厦门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机构调整为一

室二处，即办公室、政治处和生产指挥处。生产指挥处下设计划组，

承担原计委职能。1973年12月25甘，市玎i命委员会生产指挥处

计划组撤销，并重新组建市计划委员会。此后，厦门市计划委员会

一直是担负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管理职能的机构。

二、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各时期的主要职能

(--)1954—1958年期间

1．1954年2月1 H，《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

构的指示》规定：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省属市及县(旗)人民政府

的计划机关，其主要任务是：

(1)根据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方针、政策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

指示，按照中央颁发的控制数字，列‘本地区各经济、文化、教育部门

编制的计划草案进行综合平衡，编制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年度计划与长期计划；

(2)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之下，充分考虑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制

定本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措施；

(3)制定各种必要的措施，以尽可能保证按国家计划供应本地

区直属中央各部的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并使本地区的各

项建设事业及本地区的各经济部门与中央各部所属企业联系和结

合起来，并协助这些企业完成国家批准下达的计划；

(4)检查本地区所属各经济、文教部门的计划执行情况。发现

和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生产力的利用状况以及生产、生活

资料的需要情况，及时向上级及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报告；

(5)指导本地区计划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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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及县(旗)计划委员会，除以上5项任务外，应把主要力量放

在拟订关于农林水利、手工业生产、各项合作、贸易、金融及文教卫

生计划，并经常地研究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和文化的需要。

2．1956年2月24日，国务院在《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计划委

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属市及县的计

划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国家颁

发的各项政策、指示、控制数字，并结合当地情况，对本地区各个经

济部门和各种经济成分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充分发掘和利用

地方的一切资源，综合编制本地区的经济计划，并且组织检查计划

的执行情况。结合厦门市的具体情况，市计划委员会主要任务如

下：

(1)审查市经济、文教部门和区、县人民委员会编制的计划草

案，向市人民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综合编制全市的长期的和年度

的经济计划草案，提交市人民委员会。

(2)检查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提出完成计划的措施和意见。

(3)编制本市统一管理的物资分配计划，提交市人民委员会。

(4)审查研究地方财政预算，并提出意见。

(5)研究本市重大的经济问题，及时提出必要的措施和建议。

(6)经常搜集和积累资料，及时向市人民委员会和国家、省计

划委员会提供本巾-有关计划的各项资料和经济情况的分析报告。

(7)协助在本市的国务院主管部门直属的企业或事业单位的

计划的执行和完成，并且提出建议。

(8)根据上级计划委员会统一颁发的计划方法和规定，结合本

市的情况拟定补充意见。

(9)培养和训练地方的计划工作干部。

(二)1959—1980年期间

1959—1980年期间，厦门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职能经历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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