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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喜

旨在全面反映我县财政工作全貌的《彰武县财政志》经过全体编撰人员共同艰辛

的努力，终于在跨入新世纪的今天问世了。存史资政，惠及后人，彰武县财政史志的出

版不仅实现了广大财政工作者多年的夙愿，同时也将对指导当前乃至今后财政管理工

作发挥重要作用。

纵观历史，风雨沧桑。彰武县财政发展的历程与彰武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样布

满了痛苦、艰辛与欢乐。新中国成立之前，暗无天日，彰武的财政也必然是置百姓于水

火之中，榨民众之膏腴而满足统治者私欲的黑暗财政；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作

主，这时的财政才真正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社会的人民财政。50年的探索、

50年的奋斗，前途光明，道路坎坷。这其中有建国初期老一辈财政工作者艰苦创业，建

设社会主义新型财政的光荣；有。大跃进"时期左的影响，实行“大收大支一，实则“虚收

实支"的沉痛教训I更有“十年动乱"百劫难复，财政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惨痛经历。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县财政工作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

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将量入为出和量力

而行有机结合，全力组织收入、合理分配支出，财政收入已由197G年的743万元增加

到1999年的4，064万元。

建国50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几代财政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我

县稳固、平衡的财政基础已经夯实，科学的运行机制已经逐步形成，稳步增长的财政收

入，促进了我县地方经济和各项事业的长足发展。农业产业化结构得到较大调整，农业

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工商企业通过调整开始复苏，文教、卫生及各项公益事业健康发

展，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观，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彰武财政为地方经济发

展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切实起到了柱石作用。

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财政人已乘风破浪、扬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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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筋腱托起彰武经济腾飞的翅膀并非易事，但我们仍然要开

财源、组织收入，当家理财的实际行动，去迎接“塞北绿洲”那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斧正本志。

二oo一年七月



凡 例

一、编修《彰武县财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

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围绕县委、县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思

路，力求全面反映彰武县各个时期的财政状况，突出记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财

政事业的发展水平，探索其发展规律．

二、．：彰武县财政志》经过由县和财政局领导、老财政工作者、财政志编写人员和县

地方志办公室组成的评审小组审议出版．

三、《：彰武县财政志》旨在全面记述全县财政事业的发展状况和各级财政部门为本

地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全书分。概述一、“财政管理"等15章、42节，总计32万字。

四、《彰武县财政志》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一的原则，上限自彰武县设治，下限

至2000年。个别章节上限有所突破。

五、本志主要资料源于财政历史文件、档案、并参阅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政策

法规、制度和规定，大多资料未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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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彰武财政，在清朝末年、中华民国时期，社会处在封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清政府依靠横征暴敛、掠夺社会财富维护其统治，中华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不断，

致使经济萧条，财源困窘，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百姓成为国家的主

人，地方财政真正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财政。

清末、民国时期的彰武财政

清朝末年，彰武县未设财政机构，由知县负责为朝廷征收赋税，本县经费出入由国

库收支。宣统元年(1908年)本县岁入银95．919．09两，岁出银118。257．89两，岁入岁

出相抵超支银22，338．8两。入不敷出甚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本县开始设立主管

地方财政的专门机构“财政局一。民国6年(1917年)彰武县全年财政收入62。450元奉

洋，其中按田亩征收的警学亩捐、学田捐计55，184元奉洋。民国8年(1919年)全县财

政收入50，925元奉洋，地方财政连年收不抵支，亏空不断增加。仅1917年到1919年

的三年间即累计亏空达65，419元奉洋。民国后期，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物价飞涨，

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彰武财政

1947年12月28日，彰武县全境解放。彰武县人民政府建立，下设财建科(后改为

彰武县财政局)。’地方财政的建立对彰武县各历史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

建国初期，为克服各方面困难，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于1950年作出了《统

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的决定》。在财政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地方财政

收入上缴中央，地方财政支出统一由中央拨付。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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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关于进·步整理地方财政的决定》，为有利于经济和生产发展，改供给财政为建

设财政。使地方财政有了一定的积极性。1951年，全县财政总收入56．8万元，到1953

年财政总收入达132．4万元，上升133％；财政总支出由1951年的54．2万元增加到

1953年的122．3万元，上升126％。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国家提出的“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加强了企事业财务管理，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从而扩大了积累、增加了财政收入。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下，发挥地

方财政的积极性，按经济规律合理组织收入和分配资金，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国营

经济、集体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一五"期间，彰武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五年总收入

920．7万元，稳步增长的财政收入保证了对各项事业投资的增加。五年财政总支出

918．3万元。其中，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186．3万元，文教卫生支出383．3万元，

抚恤社会救济支出72．2万元，行政管理费支出271．8万元，其他支出14．7万元。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了大规

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左倾错

误，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财政工作也随着

主观意志的片面夸大，受到重大干扰，致使财政收支自1958年到1960年连续三年大

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由1957年的236万元虚假上升到1960年的910．4万元，增加2．9

倍；财政支出由1957年235．5万元猛增到1960年的951．1万元。增长3倍。由于财政

连续三年的大幅度虚收实支，假平衡、真赤字的错误做法，使地方财政处于极其困难的

境地。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彰武县

在经济工作中，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关闭了。大跃进"期间盲目上马的县糖厂、乳品厂

和玻璃厂。国营企业调整后，基本上适应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65年，各项调整任务全

面完成，国民经济和财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

难，彰武财政工作也同样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在“斗、批、改"的年代里，财政

的各项规章制度当成教条加以批判，财政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一，组织财政收入说成

是。利润挂帅一。使财政干部不敢抓财政管理和正常的监督检查。财政局被撤并，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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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校劳动。造成有税无人征，财政收入流失严重。福兴地公社出现了10个月只收18

元税款的悲惨局面。由于工厂不能正常生产，财政管理处于停滞和应付状态，为解决财

政困难，控制支出，采取冻结银行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办法，才保证了正常的

经费支出和工作运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明显回升，1978年财政收入1，361．3万元，

比1977年增长10％。财政支出也由1977年的1，213．6万元增加到1978年1．408万

元，上升16％。1983年国家实行了第一步利改税，这是财政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第一

步利改税是税利并存，对盈利的国营企业，国家先按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再

根据不同的企业，按固定比例、定额包干、递增包干和调节税四种不同形式上缴国家。

通过第一步利改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形式固定下来，即提高了企业

的盈利水平，同时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六五"期间，县财政为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对国营企业投资602万元，使

国营工业总产值由1981年4，486万元增加到1985年的5，437万元。对农业投资

1，397万元，比“五五’’时期增长164．5％，支援农业生产资金主要用于：投资515万元

支持乡镇企业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商品经济建设；投资184万元支持生产队组及专业户

发展养殖、种植和多种经营；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投资698万元。通过对农业的大

量投资，使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文教卫生支出也由“五五"时期的2。238．2万元上升到“六五"期间的

4，508．6万元，使我县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彰武县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已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

需要。为发展地方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七五√＼五"期间县财政共投资963万

元，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新建道路70。751平方米，投资522万元；投资

217万元铺设下水管道6，455延长米，使城区、巷道排水难的问题得到改善，绿化城区

8，800平方米，栽植各种景点树5，761棵，投资36万元；拨专款27万元新建公厕91

座，居民入厕难的问题得到解决；投资43万元安装路灯79盏l为环卫部门购置专用机

动车辆20台，投资85万元，增强了环卫运力，使昔日脏、乱、差的城市卫生大有改观I

为使县区居民生活在清洁的环境中，投入环境保护资金48万元，先后对造纸厂、淀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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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水泥厂、磷肥厂等污染环境企业进行了污染源治理，治理后，使城区的大气环境得

到了净化，同时又为企业每年创经济效益26万元。

“七五√L五"期间，为扶持乡镇企业和农村养殖业、种植业的发展，财政投放支农

周转金3．253万元。其中，投放工业和乡镇企业周转金1，834万元。周转金投放当时，

曾一度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税收，使乡镇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后期由于多

数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纷纷倒闭，致使财政支农周转金难以收回。对农村种植、养

殖业及多种经营投放支农周转金1，419万元，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扶持烟叶种

植1．2万亩，每年征收特产税124万元，增值税156万元；培育了畜牧养殖大户3，718

户，每年出口黄牛1，000头，获利10万美元。每年为沈阳、阜新提供肉类6。000吨，对

东六镇投放养殖周转金120万元，使红星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村，每年销往沈阳鲜

蛋216万公斤，(远的销往广州)，每年获纯收入120万元，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财

政支农周转金的投放，有利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在合理有效地支配财政资金的基础上，地方财政同时把切实增加财政收入当成一

件大事来抓。从1993年开始，对彰武地方预算外资金进行了强化管理。将土地出让金、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纳入财政局直接征收，对预算外资金实行按固定比例定期上缴地

方财政，通过一系列的强化管理，上缴财政预算外资金逐年增加。1993年到2000年预

算外资金上缴财政共计3，412万元。缓解了地方财政资金紧张状况。

从1995年起，国家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九个五年计划，根据国家对农村的经

济政策，地方财政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重点扶持，“九五”期间县财政共计投放

农业开发资金9，580万元。其中，中低产田改造10．1万亩，改造农田林网及固沙林

7，000亩，造林70，000亩，投资583万元兴建了七家子水库，受益水田面积达7，000

亩。。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投入，使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每年新

增农业产值7，125万元，增加农民纯收入3。397万元。

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国家对社会保障工作也在不断加强。为使离退休职工老有

所养，安度晚年，地方财政从1998年到2000年用于社会保障支出821万元。对保证彰

武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彰武县财政工作的发展历程，是曲折而艰辛的历程。在彰武地方经济和各项事业

发展进程中，财政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受地方经济形势制约，财政困难局面还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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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根本上改观，建国以来一直靠省、市财政补贴过日子。但是，彰武财政战线上的干

部职工有信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地制宜，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艰

苦奋斗，为早日摆脱财政困境，振兴彰武经济而不懈努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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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规定关于财政分级管理的根本原则，规定在各级政权之间，

国家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职责、权限及财政收支范围的一项根本

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实现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总

任务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财政管理为财政部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和

财政分配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省、市在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组织财政活动的重要任

务。彰武县的财政管理是依据财政体制所得到的财力和发展各项事业资金的需要，通

过预算管理部门财务管理以及监督和服务等工作，保证了不同时期各项任务的完成。

做为国民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和财政管理体制，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

之间划分收支范围，财政资金支配权限和财政管理权限的一项重要制度。

建国后，国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及政治经济任务的发展变化，对财政

体制的制定和实施经过多次变更和改革，但其总的趋势是由高度集中的体制，逐步实

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彰武解放以来，在执行上级

财政所确定的财政体制过程中，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财政分配和再分配，基本保证了

全县战事和其他各项事业的需要，也为国家筹集建设资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九四

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末，全县面临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破烂摊子，财政处于边接收敌伪

财产边设法收缴各项税收极为困难的局面。在执行供给制度所需资金和物资，除自生

产少量收入外，不足部分主要由辽北省补助。财政体制是县级收入上缴，所需经费支出

由省拨给。一九五O年随着生产经营逐步恢复与发展，全县财政状况已初见好转，财政

工作亦由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国家为全面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从根本上改变财经

工作分散管理的局面，于一九五O年三月党中央做出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

是建国初期国家对财政经济工作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其主要内容是：国家预算管

理和制度权限集中在中央，建立统一的预、决算和审计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实行了高度

集中的统收统支办法，又称收支两条线。也就是凡地方组织的预算收入全部上缴，支出

由上级核拨，年终结余也全部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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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建国前的财政管理体制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彰武解放，但在许多周边地区仍处在敌战区或游击环境之中，

政局不够稳定。当时不管城市或农村还没有真正的财政。只有靠地方政权组织民众筹

集军用粮草物资，一切为了前线，支援解放战争。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辽北省财政厅

(当时彰武划为辽北省管辖)在全省财粮科长联席会上提出统一全省财政和整顿农村

财政两大建设任务。同年十一月发布了《关于统一财政工作问题》的指示。提出了“统一

的方针与具体要求”和“统一办法与集中领导"等四个问题。并对财政体制作了明确划

分：

(1)省、县企业经营的划分。除贸易、税收、银行、邮电、铁路和大的矿山及大的粮米

加工归国家经营外，凡属省营和各种中小企业有利于全省的(如大的烧锅、大的油坊、

大铁工厂、纺织厂、造纸厂等)，一律归省经营。至于小的油坊(每县或省级直属只准开

一个到两个)、皮坊、粉坊、豆腐坊、木铺、铁炉等作坊、工厂划归市、县或省直经营。(2)

农业与副业的经营，统一由省规定生产任务，市县必须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3)

各地代管企业按省管的规定办。凡属于省不便经营管理的企业，一律委托市、县代管，

由省投资，按季完成生产任务。地方行政与司法罚款，各种没收品、公房房租、自来水等

收入，市县按月编制决算缴省。税收罚款及没收品缴当地税务局。地方各项规费立即取

缔、不再征收。(4)家底。由当地党政共同负责清理，开列清单。除转向生产投资外，全

部缴省。(5)集中领导。各市县及省直属在各地的企业，直接受市财政局领导，业务上受

省财政厅企业科指导，在明确划分收入的基础上，对统支作了规定：①供给范围。粮食、

被服的经营费用和必要的临时费用一律按编制、标准编造预算，由省供给。②供给任

务。各部门菜、柴、肉、津贴、马杂支等三项，应依各部门的自给结余部分自行解决。③额

外开支，应事先编制预算。如市政建设费，成立招待所开办训练班等，经省批准拨发。在

收支划分确定之后。相应地建立了几项制度：①节约奖励办法。农业完成规定任务者，

奖励单位20％；超过任务者奖励小公与个人各40％，下余20％归省。代管企业，每季度

如完成任务5000元至2万元者，奖励代管部门3％，如完成2万元至4万元者，奖励

4％，4万元以上者，奖励5％。公益金与各人奖励金，完成任务者准提总额的5％，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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