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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宗旨。“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达到“资治、育人、存史’’的目的。

二、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本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指导全志的编纂。

三、记述内容。起于事物开端，止于1990年底，力求全面、翔实

地记述盘锦辖域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四、总体框架。全志分设：综合、政治、农业、工交、经贸、社

会诸卷。卷内横分门类，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纵记史实。社

会卷附全书索引。

五、记述方法。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诸体。全志

使用第三人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除总述、综述外，力求做到述而

不论。在人物志中厉行生不立传的原则。

六、时间表述。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朝代、年号、年份在括号内

注明；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用中华民国纪年，必要时称“沦陷时期"；

解放前、后以1 948年2月1日本地解放时间为界；建目前、后、初期，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初期。

七、语言文字。采用规范化语体文，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

和数字使用，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八、资料来源。主要是辖域内各区县、市直各部门提供，从各地

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等搜集，采访知情者口碑记录，并经多次核

对修改，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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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境内商业。明朝中叶，已初

步形成有田庄台、镇武堡(今高

升)、西宁堡(今古城子)等集散

地，以经营粮、油、盐、土特产

品为主。清朝中叶，地处辽河右

岸的田庄台有码头十余处，泊船

上千只，市景繁华，商贾云集。

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政府

颁发《辽东招民开垦则例》，来自

晋、冀、鲁、豫等地的移民中，有

百余户先是摆摊或开杂货铺，后

转向开设粮栈、油坊、磨坊、烧

锅等。1861年(清·咸丰十一

年)，辽河水泛滥，冲宽双台子河

道以后，水路运输繁忙。双台子

逐渐成为辽东湾沿岸商品集散

地。1 900年(清·光绪二十六

年)沟营铁路建成，境内田庄台、

双台子、胡家、沙岭、高平(今

高升)、田家坟、郑家店、驾掌寺

等成为较大集镇，市场兴旺繁荣。

1 914年(民国3年)，境内经商者

达2731人，店铺以粮谷业为最

盛，商品流向发展到河北、山东、

黑龙江等地。1927年以后，官僚

资本向商界渗透，盘山县城的商

品市场渐被官僚资本企业天庆

隆、同兴隆、双盛茂等所垄断。东

北沦陷时期，日军推行战时经济

体制，对物资的生产、分配及价

格进行统制，封锁了关内外商品

流通渠道，各种市场被迫关闭，民

族商业萧条。

1 948年盘山解放后，县政府

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成立

盘山苇席合作社、盘山裕兴公司、

田庄台双兴代理店3家贸易企

业，主要经营粮食、苇席、食盐、

水产品等。全境有商业、供销、饮

食服务企业1 778家，从业人员

2085人。1 952年国营批发、零售

商业企业发展到21家，职工335

人。

1 949年，境内农村供销社陆

续成立，并在县城内先后建立了

农资、果品、棉麻、土产、废旧

物品回收、贸易信托公司等经营

机构；农村供销社发展到6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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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店105家，职工884人。
1 953—1 955年，国营商业在

城市处于领导地位，供销社在农

村成为商品流通的主渠道。1956

年，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境内有97家私营商业、59家

私营饮食业、21家私营服务公司

改造成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

店、合作饭店、合作小组或过渡

为国营商业。

1 958年“大跃进”，实行“大

购大销”，打乱了正常的购销秩

序。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市场

上日用工业品、副食产品供求矛

盾突出，开始实行凭证、凭票计

划供应，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

1 962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商品

供求矛盾得以缓解，凭票供应商

品逐渐减少。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商

业部“五七"干校在盘锦垦区渤

海公社鸭子厂大队成立。时任商

业部部长的姚依林，副部长吴雪

之、牛荫冠等同近千名干部在干

校参加劳动。境内各级商业经营

管理部门受到冲击，商业网点大

撤大并，合作商店大批撤销，集贸

市场被关闭，供需矛盾突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

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

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

通环节的“三多一少、多家竞

争”的商品流通体制，城乡商业

日趋繁荣。

1984年盘锦建市后，按照三

次产业划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以流通服务为主的第

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 990年

末，全市有各类商业网点10620

家，从业人员68996人，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112905万元。

粮食购销。1 950年盘山县成

立粮食公司，负责粮食购销，平

抑粮价，发挥主渠道作用。1953

年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

应。1955年农村实行“三定"(定

产、定购、定销)政策，城市实

行按人分等定量政策。从此，对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不再作为

商品进行流通。1 965年国家实行

粮食征购“一定三年"的政策，

1971年改为“一定五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

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

放粮食集市贸易。1 985年国家取

消粮食统购、派购，实行合同订

购和市场收购。

生产资料供应。国民经济恢



复以后，在流通领域，将木材、煤

炭、石油、建筑材料等生产资料

计划供应业务从国营商业系统分

离出来，组成物资管理和供应系

统，‘对工农业生产所需的主要物

资，按统一计划进行调拨和供应。

主要品种有钢材、木材、水泥、煤

炭等50多种，1 957年扩大到500

多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变

过去单一的计划流通体制为计划

流通与市场流通并存的双轨制，

并逐步向市场流通过渡。1 990年

全市有物资供应机构36家，经营

’网点68家，从业人员2728人。统

管的物资有钢材、生铁、木材、煤

炭、汽车等20种。全系统拥有固

定资产2493万元，自有流动资金

1863万元。

对外经贸。始于1 959年，由

盘山县供销社外贸科承担商品收

购、调拨业务，当年收购总额9万

元，商品以水产品、畜产品为主。

l 964年出口任务增加，收购总额

273万元。l 972年，盘锦地区外

贸局成立，负责组织发展出口商

品货源，办理调拨业务，负责引

进技术、设备等。

1 985年，全市实现外贸出I：1

商品收购额4460万元；1 988年

达到8758万元，1989年突破亿

元大关。出口商品由1 985年的6

大类31个品种发展到1 990年的

10大类63个品种，形成大米、对

虾、冻填鸭、汗布、手套、服装、

尿素、塑料编织袋等20多种“拳

头"商品，远销日本、意大利、美

国、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同

时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国际

技术合作。1990年外贸系统商品

流通总额68393．59万元。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始于50

年代初。各时期的计划(经济)部

门，先后编制和实施了41个年度

计划，7个五年计划，54个中长

期专业计划。

1 951年6月，成立盘山县经

济计划委员会，开始制定年度计

划。1 953年编制第一个五年计

划，盘山县的经济建设工作，正

式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轨道。

1 958—1 962年，受“大跃

进"的影响，盲目追求高速度、高

指标、高积累，计划工作脱离实

际，农轻重比例失调，基本建设

投资失控。兼遭三年自然灾害，正

常的生产建设秩序被打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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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计划同样受到严重干扰。农轻

重比例、积累消费比例、基本建

设投资比例严重失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

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缩小指令

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

调节范围。’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

计划后，自行安排生产社会所需

产品，促进企业从生产型向生产

经营型转变。农村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蓬勃兴起，

改变了产业结构，农村经济发生

深刻变化。．

1 948—1990年，盘锦的经济

建设，经过3年恢复、3年调整和

7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工农业比

例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在

工农业总产值中，1949年农业占

86％，工业占14％；1 990年工业

占89．6％，农业占1 0．4％。初步

形成以“五色工程’’建设为重点

的“一优两高”农业和“油气头、

化工身、轻纺尾”的工业发展格

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业沿着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逐步走向协调发展的轨道。

工商行政管理。民国时期，县

公署先后在实业科、建设科内设

置物价、度量衡、工商登记发照

等专职人员，对境内工商业和市

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解

放后，人民政府建立工商科及市

场、物价、计量等管理机构，保

护正当经营的私营工商业。50年

代，对工商企业进行全面普查登

记、审定、颁发营业执照，履行

法律承认程序。

60年代，经济调整时期，整

顿市场，调整物价，对企业、商

贩进行登记与发证工作。“文化大

革命"时期，市场、物价、计量

等机构撤并，各项管理法规和制

度遭到破坏，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80年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在主要乡镇设置下伸机构，实行

分层管理，打击非法经营活动，加

强对合同、商标、广告和集贸市

场的管理和建设，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物价部门改革价格管理体

制，建立行政管理与群众监督相

结合的物价管理网络。计量管理

部门贯彻国家颁布的法规，标准

化管理全面展开，计量器具检定

和产品质量监督逐步走向规范

化、制度化、现代化的轨道。

财政与税收。1 861年(清·

穆宗一年)，境内土地升科向朝廷

交纳升科租银，余资津贴常差。

-I▲■■■■r一

一

’l



·6· 综 述

1863年(清·同治二年)，锦州府

在盘蛇驿设总管衙门，丈放招垦，

收地丁、租课、正税和杂捐。1 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设置盘

山厅，厅署设有户、仓二房，专

司财政、税捐和粮食事项，每年

约征银8000两，地方财政统归朝

廷户部。民国时期，将户、仓二

房合并，设会计科，后改称财赋

科，主管征收田赋、田房契税及

所有财政事务。地方财政收支由

省统收统支，各种税收随征随解。

1 928年，盘山县财政执行中央政

府的规定，税种分国税、省税和

地方捐三种。地方捐有亩捐、车

牌捐和杂捐三类，作为地方财政

收入。东北沦陷时期，各县收支

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税收种类有

田赋、契税和地方捐，田赋和契

税为国税，地方捐为县财政收入。

地方收不敷支，则增加杂捐收入，

以为弥补。国民党统治时期，盘

山县政府下设财政科管理县财

政，开始征收工商税。

解放后，财政开始执行预决

算制度，收支由国家统一管理。税

制全国统一，制定营业税、所得

．税和屠宰税三种税法。盘山县财

政收入以农业税为主，1 958年起

工商各税中企、事业收入，已占

一定比例。

1 985年，辽宁省对盘锦市实

行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总额分

成加增长分成的管理体制。当年

上级补助341 6．5万元，大部分资

金用于市政建设。对企业实行利

改税后，工业企业收入4914．7万

元，占财政总收入的37．5％。辽

河油田的产品税和营业税，以·

及全市资源税，省、市各半分

成。1985—1990年盘锦市财政共

收入135535．7万元，年平均收入

22589．3万元，6年共支出

140145．2万元，年平均支出

23357．5万元。1990年全市税收

达86863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金融与保险业。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为生产、流通服务的

钱庄、银号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应

运而生。1 91 2年，奉天兴业银行、

东北三省官银号分别在盘山设置

机构，办理金融业务。1933年建

立盘山金融合作社，伪满中央银

行在盘山设办事处，后升格为支

行，与金融合作社、兴农合作社

结成金融网络。1 942年，伪满营

口株式会社兴亚银行在田庄台、

盘山设支店，对工商户实行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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