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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原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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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编纂中，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

地写出本盟财政工作所走过的道路，

料性的统一。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编纂的目的，在于“资治、教育、存史"，反映现实，服务四

化。这部财政志，对历年财政收支数据和工作进展情况，作了较为

全面的记述，使后人有据可查，应用方便。它既是一部财政志，也

是一部“财政小百科"书；既有实践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它的

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这对掌握财政的发展规律性，进一

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至为重要。我们以愉快而诚挚的心情，奉献

给财税战线上的广大干部以及各界人士，希望都来关心和阅读这部

财政志，从中吸取到可贵教益，沿着前人的足迹，扬长避短，开拓

前进，为促进本盟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在编纂过程中，虽然缺乏资料，难度很大，由于上级党政领导

的关怀和支持，50年代财政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热情关怀，并亲

自撰写回忆录，提供资料；盟地志办和各级档案馆、各旗，县、市

财税部门等有关单位，从资料和人力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鼎

力相助；再加编写组全体同志辛勤工作，通力协作，使编志工作进

展顺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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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内容虽较翔实，但由于资料所限，缺乏经验，在论

，表达以致编排方面，疏漏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志们批评、指教：‘’
‘

。 ‘王 玉

，、⋯九八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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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表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文体用现代语体

文。概述有叙有议，大事记以时系事；其余兼用记述文体，叙而不

论，寓褒贬于材料之中。 ，

六‘本志财政收支数字来源于财政历年决算和报表资料，其他

有关国民经济数据，用本盟统计数字。总的原则，按照1987年2月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七、本志收入老干部的回忆，以佐证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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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县隆兴长(即五原旧城)。 ■j

民国时期，县政府设有财政科(也称二科)，科内包括科长、科员、办事员、雇员

等。其掌管事项，绥远省政府民国37年4月8日代电(内蒙档案馆2,503号卷)各县政府

为。 “关于岁入岁出预算核议执行事项，关于税捐税征之规则改进及监督考核事项，关

于库款出纳保管事项，关于公粮征收管理划拨事项，关于公有财产管理监督考核事项

⋯⋯刀共20条。 、

县政府下设田赋粮食管理处(田粮科)和税务局，分管粮食征收，划拨和各项税捐

的征收事项。各乡公所设经济干事和田粮千事等，各主要重镇关卡，设税务分卡。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向农民及手工业者、商入等征收的赋税。

田赋，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项赋税，延续到民国以后，废两改元，征收现洋。

据‘<五，临，安三县调查》346页所载“五原县的税捐t田赋总额，在十九年度为三千

五百五十四元二角四分八厘，二十年度五千三百五十元五角八分五厘，⋯⋯地亩摊款每

顷二十五元，每年约计五万余元。黟到民国三十年(1941)田赋实行征实，即征收粮

食，包括征实，征购，征借。负担数额，逐年增加，到民国38年(1949)’绥西行署分配

五原县任务16，130石(每石300市斤)。从征收现洋到征收实物，都实行丈青摊派，负

担很不公平，又加重于贫苦农民身上，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详见第二章农牧业税部

分)。如国民党五原县长郝熙元，临河县长白保庄在民国19年8月11日呈报财政厅一文

内就说到t “以五临两县往年丈青弊端迭出⋯⋯"(摘自内蒙古档案馆405号之86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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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期征收的公田租粮，有省公田、县公田、乡公田，校公田等。民国36年lO

月22日五原县政府代电(摘自内蒙档案馆405号之1382卷)“本县各乡已租放实有公田

面积共计一千八百六十九顷五十一亩三分九厘，除依法划拨县公田八百九十顷，乡公耕

田每乡十顷，共十一乡镇，应拨公m--百一十顷零·十八亩七分八厘，校公田每校应拨

公田五顷，共十二个学校，计划拨校田六十顷零一十九亩九分一厘外，所余之公田八百

零九顷一十二亩七分，悉数划归省公田。’’公田收租不一，如临河县永刚合作农场民国

33年(1944)熟地分配册所载： “王增贵上地五十亩，．、中地八十五亩，应纳租粮九市石

四斗六升八合。矽米仓县民国33年6月14日划拨乡公田报告表所载t．“公田地一万一千

四百一十一亩，应收租四千六百零四市石四斗黟。 (见内蒙档案馆405号之1071卷)

国民党统治时期征收各项税捐名目繁多，很难全数列举。仅据民国2d年(1931)五

原县财政收支状况调查表所载，有田赋附加学捐、田房附加学捐，戏院学捐，菜园学

捐、驼捐附加学捐，牲畜捐，地亩捐，。警捐杂捐，林业基金生息、田房捐基金生息、医

疗所生息，婚帖捐，商会补助费、公益捐。又据民国28年(1939)五安税务联合征收局

二月份比额表列有；屠宰税、斗捐、‘牲畜交易税，’普通营业税，屠兽检验费，猪羊肠

捐，菸洒公卖费，．菸洒产销税，菸洒牌照税，边关税、卷烟统税，抽荒金，地价，禁烟

罚金。此外，从五原县民国三十六年岁入决算书看出，还有土地税，田赋土地改良物

税，筵席税及娱乐税，信托管理收入、代办项下收入、财产孳息收入，租金，公田租、

规费收入，其它收入等等。这一年共征收各项税捐908，444，448．82元(法币、见内蒙档

案馆405号之2095卷)。

国民党时期的支出项目，据民国30年度、(1941)岁出临时门概算书格式实例，分为

行政支出、教育文化支出，经济建设支出，保安支出，财务支出，其它支出。民国34年

(1945)五原县政府田粮处及所属机关合署办公后人员编制表列；县长1人月支薪饷400

元，协理1人月支300元，秘书1人月支200元，科长5人每月各支160元，督学t人月支

120元，技士1人月支120元，技佐1人月支110元，人事管理员1人月支110元，科员16

人分别月支100元，90元，80元、70元，合作主任1人月支160元，指导员3人各月支

110，100，90元，警佐1人月支160元，课员2人各月支85元、70元，巡官3人各月支

80元，70元，检验员1人月支70元，电讯所主任1人月支110元，机务员1人月支85元，

报务员2人各月支75元，’国民兵副团长1人月支180元，督练员2人，各月支100元，会计

主任t人月支160元，科员2人各月支110元，雇员6人各月支60元，户籍长1人月支50

元，户籍警3人，各月支40元，警长9人，各月支50元，警士85人各月支40元，清道夫2

人各月支35元，伙夫2人各月支35元，林夫2人各月支35元，公役11人各月支35元，公旅

费40，ooo元，特别办公费900元，(其中县长500元，协理400元)。．：
‘

国民党时期的收支情况，见表l，表2。．(择自《绥远省调查概要》和内蒙档案馆

405号之2075卷)。、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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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1 l毛mzo年收支概况裹

县 名 收 入 (元) 支 出 (元)

安 北 27，406 28，626

临 河 103，463 37。072

五 原 75，118 58，555

合 计 205，987 124，253．

表2绥远民国35年县市预算统计裹

县 名 各种税收(元) 岁 出 (元)

五 原 17，473，290 376，770j 480

安 北 1，507，150 ， 397．719，120

晏 江 缺 336，856，580

狼 山 5，114，000， 374,，897。060

临 河 20，674，667 439，981，360一‘’

米 仓 2，550，398 。424，695，980

陕 坝’ 7，7'28，151 236，433，700

‘

合 计 55，047，956 258，7'35，428 ·

上述两表，都反映出收支是不平衡的，而且有很大差距．

据民国23年韩梅圃著《河套调查记》所载。 “河套各县地方支出，虽有预算，然近

年以地方财政拮据，多未能依照预算支出，而各县亦有未能如数收足者，计临河地方各

项支出，现按八扣关发现洋。安：lklj．X六扣关发，但折扣后，又以三成现金七成粮支付

粮(糜子)以两元一石计，较市价昂七角，如薪金九元之保卫团丁，按六扣发计五元四

角，再以三成领现金，计得一元六角：分，余三元七角八分，仅可领糜子一石九斗，按

市价可售二元三角七分，总计七折八扣后，仅实得现洋三元九角九分耳。五原财政又较

他两县更枯竭，各地之机关人员，月领维持费每人各六元(公安局不折不扣)，’维持费

之公杂费，以七成领发。差人八成。但所关发者为该县地方所出之不兑现铜元票，以五

百枚作一元，计每人可领得三千枚，以市价可值五元现洋耳。然有一怪现象者，即经常

支出，虽被折扣无几，而各机关学校，可借词领得临时费，倘机关主脑善伺县长之意，

则可常久得临时费，即以普通言，临时费之领得，有时较经常费维持费为多，且或可

领得现金焉。盖河套机关无分公私大小，悉为主脑独裁制，因无规律章程之足守也。”

．民国36年6月9日一个代表小公务员上书绥远省政府主席说： “外县各级公务人员

，有半年未发薪饷者，有三四个月不见分文者，依薪水为生活者，实无法生活。但是有的



、

那样生活富裕，有的’这样无衣无食，自然不平则鸣了。"(择自内蒙档案馆405号之1931

卷)这就说明当时公务员之间是贫富不均，而小公务员的生活待遇，又是相当困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百业凋蔽，通货膨涨妒财政收支混乱，就以国民党内部也

不得不承认。例如，民国36年参议员张守仁等6人向省参议会的提案说。 “绥西各县自

治经费异常困难，请省政府彻底解决，以减民困，而利行政案。力

费，

不，

准．’

性。

从国民党旧档案内，还可以看得出的，五原县政府在民国36年为了开支出差旅差

电话费，甚至购置铡刀1座、毡门帘6块、长毡垫6条，还专文呈报绥远省政府批

从预备金项下动支。从这些地方，也能看出当时的财政困难状况，而且是漫无标

无章可循，更谈不上建立地方财政体制，也不可能调动地区和部门当家理财的积极

总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巴盟地区苛捐杂税，纸币贬值，物价飞涨，财政金融处钆

于十分混乱境地，一直到1949年绥远“九·一九”起义和平解放，从此，结束了几千年

历代剥削阶级在巴盟地区压榨人民，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财政状况。

19,49年lo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后简称建国前后)。1950年3月20日

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陕坝专署，各级财政机构也相随建立。从建国初到1985年财政机构

经历了财税分设，合并，扩大、精简和财税再分设的多次变化。

建国之后，本盟财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和自治

区财政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认真贯彻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力的原则，财政状况逐步好转。它

的发展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是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由困难到

比较充裕，逐渐发展壮大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盟财政工作，紧跟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贯彻“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出现了多种经济和多种经营形式，带动了财政收

入的增长。财政又通过资金的再分配，支持了工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

良性循环，呈现出稳步，协调，持续发展的大好局面。

全盟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176万元(从建国初到1953年仍沿用旧币，从1954年改用

人民币。为便于计算比较，文内统一按人民币计算)，到1985年上升到4，764万元，平均

每年递增9．9％。1985年比1950年收入增加26倍，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增加3．5

倍。财政支出由1950年的119万元，到1985年上升到19，249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5．6％，

基本上保证了各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逐步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这都是经济发展，不断开辟财源的结果。
‘

本盟从1950年到1985年的36年累计财政收入67，751万元，累计财政支出181，412万

元，各个时期的收支情况如附表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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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3巴盟财政收支情况

(1950—1985) ’

单位：万元

～～～～
～’

项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时期
一

．．，．j～＼

恢复时期(50——52) 1，084 ， 398

一 五(53——57) 4，772 2，704

二 五(58——62) 14，909 19，898

调 整(63——65) 6，412 6，992

三五(66二70) 9，850 11，265

四 五(7l——75) 9，097 26，203

五 五(76——80) 5，461 40，533

六 五(8l——85) 。16，166 73，419

累 计(50一85)
“

67，751 181，412

注t财政收入，不包括上级补助致，财政支出，不包括上解支出·
。

。上表看出l (一>在收入上，从1950年到1985年本盟财政收入总的情况是在发展上

升，但是，经历着徘徊起伏的曲折过程，其中，。“二五"时期高达14，909万元，超出

“一五，，时期的两倍多(内有不可比的因素)，这个期间的财政收入很不正常，其原因 ．。

主要是在“大跃进”年代，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重任务，轻政策，把一些不应列

为当时当地收入，也打进去了，另一方面自治区于1958年把3个盐场下放本盟，加上其

它新建和扩建各类企业收入，这也形成收入的急遽上升。进A．1966年以后，遭受“文化

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财政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到1979年以后财政

．,ttA．才开始回升，转向稳步发展，(---)从支出上看，总的是在生产发展，各类事业增

。加，财政支出也相应加大，但由予十年动乱时期，财政制度遭到破坏，支出失控，造成

损失浪费， (三)从财政收支对比看，从1950年列1985年累计收入67，751万元，为支出

数181，412万元的37．4％，由于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支出增加幅度，到1935年收入仅占支出

的24．6％，财政自给率很低，靠中央和自治区的拨款补助来平衡财政，从1953年到1985

年的33年自治区共拨补本盟财政拨款126，378万元，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二。其中1985年上。

级补助占总支出数近80％。这既反映了本盟财政实力很薄弱，也说明了中央和自治区对

本盟的关怀和支持，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

从本盟财政收入来源的构成情况看，从1950年到1985年，共收入67，751万元，其中，

来自予工商税47，958万元，占总收入的70．78％，来自于农牧业税26，115万元，占总收入
一

的38．76％。此外，企业亏损数额大。 (为6322万元)，而出现负数百分比为9．54％。由

于农牧业税负担长期稳定，收入变化不大，而工商税随着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商品营

业额不断上升，收入在逐步增长，因此，到1985年本盟工商税收入为总收入的88．5％。V， ?“

农牧业税为总收入的29．5％，其它收入占总收入的2％，企业收入仍为负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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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时期的收入来源构成，详见附表4。’

．， 。，
，表4巴盟财政收入来源构成情况 ．．

’．

． (1950——1985)

＼ 其 中

年、＼．项 合 计
代。＼＼ 目 ‘来自工商税 来自农牧业税 来自其它方面
。、＼

一、收入累计数(7／元) 67，751 ：47，958 26，115 —6322

二，收入来源构成％ ‘100
、

70．78 38．76 —9．54

’50年代％ 100 31．80 ，40．57 27．63

60年代％ 100 43．98 31．65 24．37

。70年代％ ． 100 117'．14 58．68 —75．82

80年代％ 100 92．92 ．30．89 —23．81

注l I．表列80年代数，是截至1985年·

’， 2．来自其它方面，主要是企业亏损额。 一。·

●
o

从本盟财政支出分类情况看，从195(Y年到1985年累计支／丑181，412万兀，其中，经

济建设费类为81，782fY元，占总支出数的45％，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为44，376万元，

占总支出数的24．5％，行政管理费为37，130万元，占总支出数的20．5％，其它费类(包

括优抚救济)18124万元，占总支出数的10％。

。 各个时期的支出分类情况，详见附表5。， ‘。

‘ ’

’表5巴盟财政支出分类情况
。

，1 (1950一1985) 单位：万元

，J ＼弋 。

其 中

时‘＼项 合计”．。期，＼：目‘ 经济建设 文教科学卫抚恤和社会 行政管理 其它费类＼ 费 类 生事业费类 救济事业费 费 类

‘ ‘恢复(50——52) 398 3 394 l
．

一五(53——57) 2．704 770 620 101 1，207 6
’

^

7二五(58——62) 19，899 14，244 2，075 189 2．732 660

调整(63——65) 6，991 2，433 1，919 7 239 1，971 429

“t

三五(66——70) 11．265 3，730 3，281 403 3，363 488
p ～‘

●
●

t

四五(7l——75) 26，203 13，507， 5，941 764 5，337 654

五五(76——80)。．。。 40，533 17'，677 10，347 1，527 7，513 3，469"
～

六五(一81——一85) · 73，419 29，421 20，190 2，052 14，613 7．143
rt

’’．砘。 ．

累计(50——85) 、 181，412 81，782’ 44，376 5，274 37，130 12，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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