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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层财政状况分析 
——以西南地区典型乡镇为例 

□杨世宁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陈乐香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  成都  610064] 

 

[摘  要]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层的乡级财政还不是一级完备的财政。各地乡级财政存在不少

问题：收支不平衡、行政事业经费开支比例过大、任意摊派，从而影响了乡级政权工作的开展。其

中的经验教训对目前的乡村政权建设以及财政体制改革仍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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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级财政通常称为基层财政，是乡级政权为满

足其所辖范围内社会公共服务和需要，依照一定的

法规、制度和程序进行征税、收费以及出资、拨款

和付款等活动的总称。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三年时期

里，尽管各地农村乡级政权都配备了负责财政管理

工作的财粮干事，一些地区还单独编制了乡级财政

预算，但在当时的财政管理体系中乡级财政还不是

一级完备的财政。1951年3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颁布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

决定》，决定规定：“决自一九五一年度起，国家财

政的收支系统，采取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实

行下列三级制：（甲）中央级财政；（乙）大行政区

级财政；（丙）省（市）财政。专署及县(市)的财政，

列入省财政内。县(市)所属的乡村财政，单独编造预

算，不列入省财政预算内”[1]173。在全国的解放战

争基本结束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

逐步趋向稳定，为巩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与统一

领导，1951年进行了体制调整，由统收统支变为统

一领导分级负责。随着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为从多

方面为有计划的建设创造条件，中央又酝酿调整

1951年提出的三级管理内容，即取消大区一级预算，

增加县级预算，从而把地方的财力机动权进一步落

实到了基层。在调整财政管理体制的准备阶段，为

了深入了解基层财政的全面状况，为进一步实行财

政体制调整作准备，各大区于1952年夏相继开展了

典型乡村的调查。本文在充分发掘原始档案文献的

基础上，对当时西南地区的乡级财政状况加以分析。 

一、乡的一般情况 

1952年7月间，西南地区抽调了大区一级机关干

部80余人，并结合地方干部若干人，进行了典型乡

村的调查。这次调查的典型乡村有川东云阳县南溪

乡、川南区荣县青坪乡、川西彭县丽春乡、川北乐

至县和兴乡、云南曲靖县桥头乡、西康荥经县新民

乡以及贵州龙里县和平乡和炉山县凯里镇（少数民

族地区）等乡镇，这些乡都是先后在1950年至1951

年已完成了土改工作的地区，大体能代表所在省区

的一般情况，唯贵州所选典型炉山县凯里镇系贵州

少数民族中最富足者，是不能代表该省一般情况的。

从调查材料来看，各乡的情况一般有如下特点。 

（一）乡的划分和人员编制不统一 

各地对乡的划分标准不一致。如川东原本规定

按人口多少分为甲、乙、丙三等乡，甲等乡平均4000

人，乙等乡平均3000人，丙等乡平均2000人。但云

阳南溪乡并未按规定划分成几个小乡。该乡共有24

个村，5577户，人口总数达25 783人。而云南等地

乡的规模却小得多，如曲靖桥头乡只有3个村614户，

人口总数仅2445人[2]1。 

各省区乡干部编制也不一致。如川西规定甲等

乡（平均4000人）10人，乙等乡（平均3000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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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丙等乡（平均2000人）8人，编制庞大。但根据

川西四个典型材料讲，彭县丽春乡、华阳平安乡、

绵阳观太乡和彭山观音乡四个乡都是未划小的大

乡，平均每乡有15 918人，其中彭县丽春乡、华阳

平安乡、绵阳观太乡三个乡有脱产干部9人，彭山观

音乡脱产干部也达到8人，平均1819人就有1个干部；

川东云阳南溪乡是一个大乡，共有25 783人，仅4个

脱产干部，平均6446人才有1个干部；云南曲靖桥头

乡仅2445人，则有3个脱产干部，平均815人就有1

个干部[3]2；川南按编制每乡3.5个干部，其中包括脱

产乡长1人、副乡长1人、文书干事1人，半脱产武装

队长0.5人
①
。但实际上，荣县青坪乡政府是一个臃

肿的机构，编制外尚有乡人民政府委员15人。3.5个

脱产干部的供给完全移作伙食用，干部拿不到钱，

出现换班松劲思想[4]1。 

乡级政权工作的开展首先要求乡的划分及人员

编制应有统一的规定。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头两年，解放较晚的西南地区

各项地方工作的开展也较迟。在乡村政权建设方面，

不但乡政府机构人员编制尚不统一，而且实际情形与

编制亦有出入。典型乡总的情况是平均每乡10 274人，

5.36个干部，合1914人一个干部。 

其次划小乡比较适宜。因为乡划小后，村都是

自然村，不成为行政单位，乡可深入到各居民组，

以加强乡的职权而收精简之效。划乡标准根据西南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口集中地区每乡人口可多一

点，人口较稀地区往往地区辽阔，每乡人口宜少一

些。大致每乡以5000－8000为宜。各地乡干一般都

是3－5人。据调查材料反映，编制上要能适应工作

需要的话，每乡最好能有4.5个脱产干部，即正、副

乡长（副乡长兼农协主任）、财粮干事、文书干事各

一人均脱产、民兵中队长一人半脱产，不通电话的

地方可增设通讯员一人。 

关于编制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曾经规

定：按人数多少每乡配备脱产干部2－6人，文书由

财粮干事兼任[5]3。但实际上乡干部大都出身贫雇农，

多不识字。而财粮干事系乡干部中重要人员，成分

好而又能兼文书工作的不易物色，况且文书工作本

身也相当繁重。如川南青坪乡7月份一个月内各种表

格即达22种之多。随着四级财政体制改革的施行，

调查、统计工作必将加强，文书干事是必要的人员，

且各典型乡的调查材料也都反映人力过少不易开展

工作。如川南荣县青坪乡人口不到6000人，3.5个脱

产干部已感人力不足。如果大乡重划实行后，每乡

人口相差则不会太悬殊，必要时还可在半脱产干部

中调剂，以解决人力不足。因此，综合各典型乡的

调查材料，如有4.5个脱产干部，干部之间、区乡之

间实行合理分工就可以展开工作。 

（二）乡干供给及公杂费及执行标准不一致 

乡干供给以贵州较高，乡长计每月300－480斤大

米，干事每月240－390斤大米。按二斤十两米折合

一个工资分计算，平均为134分。其他各地有按工资

分计的，有按大米计的，大都在60－80工资分之间。

最低为川南和云南，其平均为60个工资分，各典型

乡总平均为77个工资分[6]3。公杂费标准以川南较高，

规定标准为每乡每月38个工资分，平均每乡以3.5人

计算，每人每月为10.86个工资分；川西规定为6个

工资分；川东规定甲等每乡24个工资分，乙等20个

工资分，丙等16个工资分，合计60个工资分，平均

每乡20个工资分，每乡平均以4个干部计算，每人为

5个工资分，实发4.8个工资分；云南曲靖桥头乡实

发数每乡每月50斤米，每斤米价1080元，工资分牌

价2600元折合20.77个工资分，平均每乡按3人计算，

每人每月为6.92个工资分；贵州龙里和平乡在1950

年6月划小乡后规定为5个工资分；贵州炉山凯里镇

公杂费标准为每人每月20 000元
②
，按1673元折合一

个工资分，每人每月实发11.95个工资分[6]4。 

除干部较少的乡公杂费用稍感不足外，一般勉

能敷用。关于乡干工资标准60－80个工资分对脱产

干部个人生活及雇人生产来讲则稍嫌不够。当时之

所以制订这一标准，是考虑到乡干大都出身贫雇农，

生活自然不宜与一般农民生活相差太悬殊，一般应

低于文教人员，因文教人员大都脱产，仅靠工资维

持生活。实际上若提高到80－100个工资分，则较为

适宜。关于公杂费标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规

定每村每月以15个工资分为基数，再按人数多少每

人加5个工资分[5]3。但由于村干部都不脱产，公杂开

支无钱可垫，常流于摊派或提用土改果实。若每村

每月标准定为20个工资分，再加上乡划小后，村的

事务较简单，实际上完全可敷用。 

二、乡财政情况 

（一）乡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是文教费和行政

管理费 

就典型乡村调查材料中反映的乡财政支出主要

项目来看，1951年平均每乡实际支出50874千元，其

中文教费30039千元，占总支出的59.08%，其中

81.59％为文教人员工资，余为公杂、社教经费、校

舍修缮以及校具添置等。支出行政管理费14763千

元，占总支出的29.03%，其中50.12%为乡干部工资。

典型乡平均每乡人数为9597人，平均每千人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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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8千元[7]6。 

1952年上半年平均每乡总支出为32300千元，较

1951年全年平均支出（50874千元）一般是增加的。

增加部分主要是文教费支出，行政管理费一般增加1

万多。就支出项目来看，文教费支出平均20959千元，

占总支出的64.89%，其中文教人员工资占87.96%。

平均每乡行政管理费支出8038千元，占总支出的

24.89%，其中乡干部工资占53.89%，因为乡的大小

不一，平均每千人为3230千元。从平均每千人支出

看，大致情形是大乡支出较大（西康因为米价较高，

故平均每千人支出较大），主要是村办公费及其他行

政管理费支出比小乡多。如川东云阳南溪乡的村办

公费及其他行政管理费、会议费等上半年支出达800

余万元，占总支出的10%以上，川西彭县丽春乡和

贵州炉山凯里镇都是大乡，都有类似情形。因此，

调整乡镇，将乡划小一些，加强乡的职权，村都是

自然村，乡直接掌握各居民组，村的事务少了，村

的经费以及各种会议费也相应大为减少，划小乡虽

然增加一些乡干，但对乡财政支出影响不会太大。 

（二）乡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靠上级拨款 

在收入方面，主要为上级拨入。根据典型乡的

材料讲，1951年各乡财政收入上级拨入者平均占总

支出的75.5%。公粮、附加等收入，大都上缴，余为

派募收入、规费收入（路条、结婚证书），有的乡动

用了部分土改及减租退押胜利果实，收入项目中的

其他收入主要为减租退押胜利果实。从材料来看，

川南荣县青坪乡摊派现象严重。1951年各项摊派达

33135千元（表列派募收入包括抗美援朝捐献），占

总支出的66.4%，并动用了相当数量的土改果实，其

他各地亦多有类似情形。 

土改后各乡尚有相当数量的公产，如机动田、

公山、公房以及农村手工业生产设备，如油榨、碾

磨等，大都管理不善。如贵州龙里县和平乡虽有公

产保管委员会，但仅具名而已。省财政厅虽颁发有

公产管理办法，但未执行。又如贵州炉山县凯里镇

镇政府对公产不甚重视，1951年机动田、铁路田的

租谷各村早已收到但未上缴，镇政府亦不过问。没

收的公山、房屋镇政府亦未掌握管理，有的地方在

收入方面本来尚有可开之源，亦未加以经营管理。

如云南各地多有海子（湖泊），据调查仅典靖县就有

五、六十个，本来有条件发展副业，增加收入，却

未能妥善管理。各典型乡财政收支的详细情况列表

如下。 

表1  西南区典型乡1951年以及1952年上半年收支情况 

                                                                                           金额单位：千元 

项目 

川东区 

云阳县南溪乡 

川南区 

荣县青坪乡 

川西区 

彭县丽春乡 

川北区 

乐至县和兴乡 

云南省 

曲靖县桥头乡 

贵州省 

龙里县和平乡 

贵州省 

炉山县凯里镇 

西康省 

荥经县新民乡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

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总计 793,268 98,712 336,066 26,127 1,085,209 181,016 141,953 56,980 4,442 4,905 541,438 - 109,651 81,306 254,721 32,824 

公粮附加公产收入 659,988 13,599 240,943 9,600 1,001,233 115,134 94,274 31,013 - - 505,478 - 109,651 59,422 231,351 15,146 

上级拨入 102,616 72,875 14,749 11,117 64,859 52,433 33,128 22,163 4,442 4,905 23,901 - - 17,999 23,370 17,547 

派募收入 12,537 6,670 57,869 4,150 2,567 - 13,319 2,742 - - 12,059 - - - - 131 

规费收入 658 291 - - - - - - - - - - - - - - 

社会事业费收入 5,848 5,277 - - 16,550 - - - - - - - - - - - 

其它收入 13,618 - 22,505 1,260 - 13,449 1,032 1,062 - - - - - 3,885 - - 

总计 791,753 97,263 336,036 26,224 1,071,478 180,330 139,363 53,800 4,422 4,905 541,437 - 69,778 28,992 20,526 17,723 

公粮附加上缴 658,558 13,598 286,124 10,739 1,001,233 127,783 94,274 31,013 - - 510,417 - - - - - 

实际支出 133,195 83,665 49,912 15,485 70,245 52,547 45,089 22,787 4,422 4,905 31,020 - 69,778 28,992 20,526 17,723 

文教费 85,174 57,338 15,523 8,071 51,987 38,285 33,433 18,796 2,643 2,799 13,991 - 25,960 9,584 11,602 11,841 

其中 

工资 69,432 49,475 12,740 7,413 45,000 35,511 28,801 16,711 2,269 2,518 11,131 - 17,411 8,996 9,266 8,426 

公什 7,332 6,346 1,197 622 4,686 2,211 2,671 1,528 394 281 719 - 1,129 588 1,220 478 

社教 226 210 273 36 - - 720 120 - - - - - - - - 

其它 8,184 1,307 1,313 - 2,303 563 1,241 439 - - 2,141 - 7,420 - 1,116 2,937 

行政管理费 39,203 12,552 13,848 6,384 13,351 13,978 11,071 3,991 1,779 2,106 16,976 - 13,857 11,372 8,018 5,882 

乡干工资 7,980 4,452 4,320 2,556 9,717 7,332 6,923 3,214 1,498 1,872 
10948 

- 12,002 6,239 5,800 4,658 

乡办公费 476 244 1,270 299 2,561 693 610 253 281 234 - 794 480 2,218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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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川东区 

云阳县南溪乡 

川南区 

荣县青坪乡 

川西区 

彭县丽春乡 

川北区 

乐至县和兴乡 

云南省 

曲靖县桥头乡 

贵州省 

龙里县和平乡 

贵州省 

炉山县凯里镇 

西康省 

荥经县新民乡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

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1951年 

1952年 

上半年 

村办公费 11,494 6,093   1,073 5,953 1,479 524 - - 6,024 - 669 1,676 - - 

其它 19,253 1,763 8,258 3,529 - - 2,059 - - - - - 392 2,977 - - 

社团费 1,805 57 204 102 954 284 - - - - - - 6,186 - 906 - 

各种会议费 885 535 4,037 222 - - - - - - 53 - 1,047 1,786 - - 

社会事业费 6,128 8,371 - - - - 406 - - - - - 5,317 6,250 - - 

建设费 - 4,812 - - - - - - - - - - - - - - 

卫生费 - - - 240 - - - - - - - - - - - - 

民兵费用 - - 372 186 - - 179 - - - - - - - - - 

其它 - - 15,928 289 3,953 - - - - - - - - - - - 

资料来源：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西南区典型乡1951年以及1952年上半年收支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

档案馆建大16卷字第568卷，第6页 

 

上述材料大体表明各乡镇基本上属于供给财

政，财政收入主要靠上级拨入。但是受当时的历史

背景和客观条件所限，在乡镇财政体系建立之初，

国家预算能划给乡镇的财力有限，仅仅能够满足乡

镇政府实现其基本职能的部分资金需要，农村公共

需求的绝大部分资金需要由乡镇政府部门到预算外

寻找来源。在这种条件下，不得不在收支制度上采

取一些变通措施。如以给农民办公益事项为名，用

“一事一费”的方式，再向农民摊派一部分费用。

这在当时预算内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对保障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支援农村政权建设无疑起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 

但与此同时，摊派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首

先，按户摊派的方式加重了贫困户和一般农户的负

担；第二，容易滋长乱收费，有的开支本应由行政

费内支出，不应向农民摊派的，如村经费、民兵伙

食经费、办公文具等都应由财政开支，也摊派到农

民身上；第三，影响干群关系，给基层政权建设造

成消极影响。农民一般对小额摊派并无意见，但对

乱摊派意见较大。 

以上情况说明乡在财政制度上仍不很健全，必

须建立制度，收支有节，才能使财政资金得到合理

的运用，以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合理，

用之得当”的财政方针，杜绝摊派，减轻农民负担。

从乡财政收入来看，除个别情形外，上级拨款一般

占总支出的75%，因此实行增加县级预算后把乡财

政纳入县级财政内实施包干是可行的，而且也是整

理地方财政的好办法。至于公产经营，其混乱状况

也说明最好由各乡安排专人负责，比如由财粮干事

掌握管理，切实清理，按时上缴，规定一定的成数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用以兴办地方公益事业及地

方建设投资，不列入经常支出项目内，从而鼓励经

营管理的积极性。 

三、乡文教情况 

（一）学生激增、师资缺乏 

土改后农村经济好转，儿童普遍要求入学。从

调查材料看，当时农村小学教育的一般情形是：把

完小和初小合并计算，平均45.1个学生有一个教员。

最低为西康荥经县新民乡，平均75.6人才有一个教

员。最高为贵州炉山县凯里镇，平均35.5人就有一

个教员。如按班平均，则平均每班为42.4人。最高

为云南曲靖桥头乡，平均每班达70.3人。最低为川

南荣县青坪乡，平均每班29.3人[8]12。如把完小、初

小分开统计，则初小平均每班37.3人。最高仍为云

南曲靖县桥头乡，其每班平均70.3人。最低为贵州

炉山凯里镇，平均每班仅23.3人。完小平均每班有

学生49.5人。最高为贵州炉山凯里镇，其平均每班

62.5人。最低为川东云阳南溪乡，平均每班37.2人。

初小平均50.6个学生有一个教员。最高为西康荥经

县，其平均75.6个学生有一个教员。完小平均34.1

个学生有一个教员。最高为川北乐至和兴乡，其平

均54.9个学生一个教员。个别学校140－150学生才

有一个教员的[8]13。 

（二）经费拮据、设备简陋 

就学校经费开支情形来看，初小平均每校每月

开支235880元，如果按班平均，则平均每班每月开

支113168元，最高为西康荥经新民乡，平均每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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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支179456元（因米价高，故折合金额较高），最

低为贵州炉山凯里镇，平均每班每月支出不到三万

元（因民办村校无经费，经费系农民自筹），十二个乡

仅七个乡每乡有完小一所，平均每校每月开支3122770

元，按班平均，则平均每班每月开支307879元，最高

为川东云阳南溪乡，平均每班每月开支441020元，贵

州炉山凯里镇则每班每月开支仅163907元[9]14。从开支

项目来看，主要为文教人员的工资及公杂费，计初

小工资占全部开支的82.9%，公杂费占10.04%，高小

工资占全部开支的88.5%，公杂费占6.3%，修善及购

置开支极少[10]14。 

各乡学校大都设备简陋，校址大都利用祠堂、

庙宇等破旧建筑物，倾斜欲倒，屋瓦脱落，梁柱腐

蚀，墙壁破败等状况随处可见。例如，云南桥头乡

桥头村小教室倒塌，压伤儿童多人，又该乡村小每

校都只有一个教师，教学设备除一块破黑板外，桌

凳都是向农民借用。公杂费每月10个工资分，扣除

学习费外，所余无几，仅够粉笔及灯油的开支。不

仅该村小条件匮乏，各乡学校普遍校具不够，完小

也不例外。如川北乐至和兴乡完小因桌凳不够，上

课时学生就坐在门槛上，有的连厕所都不够，甚至

男女合用一个厕所，教学设备均极缺乏，村小大都

没有时钟，参考材料及挂图更不用说。有许多村小

是民办，经费更为匮乏。如贵州省人民政府虽规定

所有民办村小自1952年7月起一律停止自筹经费，但

县文教科由于经费所限，只能重点接收整理，不能

全部接办；又川南荣县青坪乡村小虽然都是公立，

但编制仅有教师8人（1951年下半年仅7人），但有学

生560人左右，不得不增加教师，由于编制的限制，

11个教师分支8个教师的工资，除5个全薪教师外，

其余6个教师都是半薪，即6个教师分支3个教师的工

资[11]15。 

以上情况说明土改后农村小学教育由于量的方

面发展迅速，质的方面尚待设法提高改进；另一方

面师资也相当缺乏，教师水平一般不高。教育农民

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除通过种种政治运动加强

农民的政治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外，提高农民的

文化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不但要教育儿童，而且要

教育成年农民，当时就学儿童中有许多是“超龄儿

童”，有的二十几岁了还在读初小三年级，这说明解

放后农民迫切要求学文化。但调查材料显示，仅少

数乡略有社教经费支出。 

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办乡村教育不能不顾虑到

财政情形，但是又不能完全只从财政着眼，增加对

乡村教育的投入已刻不容缓。第一，民办小学经费

支出最好逐步由政府接办，事实上有许多民办小学

教师的工资系政府供给，自筹部分仅用于公杂等项

开支；第二，有的学校不收费，收费标准各地也不

一致，有的是大米4－6斤，有的是3000－4000元，

有的农民对小学收费有意见，认为小学是义务教育，

不应收费。第三，各校一般校舍破败不堪，设备简

陋，应在经常费内酌量增加修善和购置等经费，并

应在临时费中列出相当数量的预算，逐步改善各校

校舍，充实设备；第四，适当增加社会教育经费，

并以开办农民夜校方法来解决成年农民的文化学习

问题。 

四．乡村会议情况 

（一）会议种类多、费用高 

乡会议的种类一般有：乡干部大会、乡人民代

表会、春季生产会议、秋季生产会议、互助组长代

表会、烈军属代表会、转业复员军人代表会、妇代

会、青代会等。开会次数各地不同，除去临时性会

议不计外，固定会议平均每月为五、六次。 

以川东云阳、云南曲靖、贵州龙里、炉山等县

属于乡财政开支的会议情况来看，一般的会议有二

十四种，包括县农民代表会、县生产会、工商代表

会、区农民代表会、区人民代表会等。在各种会议

中，以区农民代表会开的次数最多，天数也较长，

其占比数为70－80%。其中云阳用于会议的费用约

52249万元，费用开支系最高[12]9。 

（二）会议时间长、效率低 

对典型乡的调查结果显示，以川南区荣县青坪

乡会议较多，该乡不管大小事件都以会议方法来处

理，因而使乡政府人员来往川流不息，不仅增加了

各方面开支，而且会议时间太长又不解决问题，也

使干部背上了怕开会的包袱，加之会议中不供给伙

食，出席人员更不起劲，影响了工作的进行。至于

其他各乡，则会议不多，一般会议大都由区县人民

政府召开。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乡级财政还不

是一级完备的财政。各地乡级财政普遍存在不少问

题：收支不平衡，行政事业经费开支比例过大和任

意摊派，从而影响乡级政权工作的开展。这些问题

深刻表明：必须对乡级财政加强管理和监督，严格

控制乡镇财政供给人数，规范乡镇财政支出管理，

保证乡镇、村干部人员工资的正常发放，严格控制

不合理开支，切实保证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1954年，中央正式调整中央-大区-省（行署区）三级

财政管理体制，取消了大区一级预算，增加了县级

预算，乡级财政则实行县管乡用，即在乡镇政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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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

用权不变，在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

前提下，由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

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

政进行管理和监督，帮助乡镇财政提高管理水平。

乡镇政府则在县级财政部门指导下编制本级预算、

决算草案和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组织本级预算的

执行。乡财县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当时

乡财政存在的上述矛盾和困难。当前，乡财县管这

一制度对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巩固农村（牧区）

税费改革取得的成果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 小数系指半脱离生产干部。 

② 1955年3月1日我国币值改变前的资料中的货币单位

一律为旧币，10000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币值改变后的1

元，本文所引资料的货币单位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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