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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向为国家和地方之要政。纵观历史，上至国家蛊衰，下至一

方得失，无不干系于财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

之侵略扩张，宰割渗透，军阀，巨绅、官僚买办之歹亨取豪夺，横征暴

敛，致使国家经济窒息，财政枯竭。其间，虽有桑梓志士兴办实业，

倡导科学、教育，文化，然终因社会积弊深重，而无力救城乡于水

火，解斯民于倒悬。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县财政部门坚

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嚣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

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全县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文蔚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

上。前进中，我们虽然也经历过一些错误和挫折，但是通过拨乱反

正，革故鼎新，全县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孱则，改革开放，奋起振兴，

把各项工作推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盛事修志，时代所望。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挣。 《三台县财政

志》编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实地、较系统地反映

了我县财政的历史和现状，为深入发掘政治、经济、财政之间的辩证

关系和客观规律，展示出翔实的历史素材，不仅为我们积累了一份

搿存史，资治，教化”的宝贵文献，而且也从一个方面为我县两个文

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堪称我县财政的小百科全

书。借此书付印之际，我仅以一个财政老战士的身份，向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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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于三台县财政事业的同志们，向为此书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全

体编辑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

寥寥数语，非妄以为序，意在推荐此书，以期共同切磋，匡失补

缺，从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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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升元

一九九O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

期鉴承于前，资政于后，为社会主义财政工作服务。 ， ．

二，全志以财政收支、财务管理及农业税为主要内容，按业务门

类之历史演进，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贯古今，力求突出时代特点

和地方财政特色，全面反映本县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内容上限自1912年(民国元年)下限至1985年底。按

．章、节、日编排，目序用汉字一、二、三⋯⋯表示，目以下用黑体字

分记。文中阿拉伯字序码(1、2、3⋯⋯或①、③，③⋯⋯)均为

摘引资料中的编号，非本志目录领属序号。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随文附有图表。文字

力求简明朴实，准确严谨。

五、年代、时问。中华民国简称“民国纾，中华人民共衣国成立

后，简称“解放后’’。民国和解放后均用阿拉伯数字记述纪年(如露民

国32年栉、 矗1985年’’)民国纪年在各章、节第一次出现时或记述重

要时事的地方，均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清代以前或民国时期的引文，

仍按历史记述习惯保持原貌。

六、币制。民国法币同金元券比价为3，000，000：1，金元券同银

元兑换券比价为500，000，000：1，记述时均保留原始记录，文表数据

需换算后方可比较。解放后，1950一1955年2月底使用的旧人民币，一

律折为新币。

八、工商税(解放后，按部门分工管理范围还包括盐税和地方各

税)是财政主要收入，本县税务志已有专著，本志未予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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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办公大楼正门

县局全体职工



编志领导小组

从左至右：赵忠明，唐聚武，蒋昌金

全体编撰人员：从左至右

前排：蒋昌金，殷杭生、赖顺福 后排：曾梅、冒昌清、张维锡



审志工作会议

局股长审志现场



糸县长、人大主任郭升元，为本志作序

财政局长赵忠明审阅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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