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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怀化地区财政志>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自有修

志历史以来，财政总是志中重要部分之一．今天，我们正处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独立编纂一都地区性的<财政志》，

既全面地反映全区各个时期的财政面貌，又详实地记述建国后广

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怀化地区历史悠久，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旧时代兵匪为患，灾

害频繁。时而赤地千里，时而萧疏万户，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建

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区人民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虽几经曲折．

但获得了巨大成就。{：财政志>抓住这一历史线索，把建国前后作

比较，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作比较，从而生动地具体地展

现了怀化地区财政发展兴衰起伏的全过程． ，

全志分3篇，17章，55节，45余万字。编者集资料之精华，

纳区情于一志。历史沿革，财政体制、各个时期财政本质、特点

及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无粲然备载。览史迹之编年，察盛

衰之所托，记事范之本末，知镜鉴之所循。怀化地域虽小，能映

国情，竹帛垂直，可传后世。遵地区财政局领导之托，书此数言，

权以为序．

霖差釜量墨黑筹鑫裂鑫差腻一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

1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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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

主义财政学为理论依据。求真存实，秉笔直书，寓褒于事实之中．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为道光二十年(1840)，个别需要溯源

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990年．

三、本志结构按“篇”、“章”、。节”安排，设“财政收入”、“财政支

出一、“财政管理”三篇，遵循“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竖写、纵横

结合”的修志原则。

四、记述内容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运用述、记、志、图、表、照、

录表述，力求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五、数据都经详细核实。建国后的数字均来源于财政历年决算

档案资料，统计口径略有调整，1950--1957年不包括专本级。

六、为了便于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I

清代以前的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一律用阿

拉伯数字表示．

七。由于地域先后有些变动，故建国前称境内，1952年成立黔

阳专员公署后，所辖区域(除划出绥宁县外)已稳定，故多称区内．

八、本志所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均以当时流通的货币为

准，清代为银两，民国时期为银两、银元、法币、金圆券。建国后，

1949年10月一1955年3月1日以前的旧人民币按10000：1的比

例折算成新人民币。为反映历史面貌，个别地方，用旧人民币，在括

号内注明。 ．

九、资料整理均以1990年行政区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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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1840--1990年怀化地区财政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前两个时期，财政收入以地丁、田赋

为主，财政支出中上解皇室经费、官俸开支、军政费用居多。建

国后，人民政府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

绝大比重，经济建设费、文教科卫事业费开支为历年财政支出之

大头，财政管理本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日趋完善。

清代财政采取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道光二十

0840)一咸丰元年(1851)t清政府鸦片战争失败，境内因地处

内陆，交通闭塞，社会经济未见明显变化。财政收入继续推行康

熙、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滋生丁口，永不加

赋”I财政支出则主要为皇室服务，其次为兵饷和政府官吏的薪俸

开支}财政管理大权集中于清廷中央政府。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入湘，同年12月清朝政府为镇压太

平天国及各地会党，委派曾国藩回湘举办团练，随后“裹粮从

军”，军需开支均由地方筹措。境内财政配合团练，推广捐厘、开

办厘金以增加赋税。

中日甲午战争后，英、美廉价棉纱倾销．境内土布失去市场，

民族工业暂趋衰落，光绪年间财政收入有地丁、厘金、契税、’矿

税、屠税等，财政支出主要是上解朝廷，以供皇室经费和赌款支

出．其次是地方政权的行政开支，教育、驿站、官渡、社会救济

等支出甚微；．财政管理则“只计临时应付，不问后来有无”，乱收



2 概述

滥支。地丁、屠税、牙税均采用包征办法。

民国元年(1912)废除地丁，改征田赋，规定每正赋一两，征银

2．2两，其中0．7两存留地方，作经费开支之用。3年湖南都督汤

芗铭借口省库匮乏，令地方存留一并解省，地方所需经费另准开

征附加，自此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然而财政收入仍以田赋为大宗，

印花税、烟酒税、土硝税等工商税收以及公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相对较小，财政支出以筹措军需为头等大事。民国13年，省长赵

恒惕明令湘西各县：“凡川军假道蔡军继入，筹措巨款，均在各县

田赋额下如数抵销”。①财政管理大权则由地方军阀交替把持。

民国18年(1929)沅陵、辰溪、淑浦、麻阳、芷江、黔阳、

会同、靖州成立财政局，依照国民政府公布的《划分国家收入、地

方收入标案》、《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开始整理财政、

厘定收支系统，县级财政较清末和民国前期有相对的独立支配权，

但仍无固定财源I财政支出有党务费、行政费、公安费、财务费、

教育文化费、建设费、公益费、债务费等。26年全境财政收入预

算108．5万元(法币，下同)，其中田赋39．6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36．5％，契税、营业税、财产收入、行政收入、事业收入、补助

收入占收入预算的63．5％，支出预算108．5万元，其中行政管理

支出60．6万元，教育文化、卫生及抚恤救济支出32．5万元，建

设费支出2．2万元，其他支出13．2万元，分别占支出总数的

55．8％、30％、2％、12．2％。

民国27—34年(1938--1945)抗日战争期间，苏、皖、浙及

省内部分工厂、商号迁入沅陵、辰溪、芷江、洪江、安江、晃县

等地，织染、卷烟、造纸、建材等轻重工业相继建立，工业一度

①注·‘湖南省财政月刊)第81期．



概述 3

因战争带来暂时繁荣．28年全区财政预算收入142．7万元(法币

下同)，其中营业税43．2万元，占收入预算的30．3％，预算收支

总数均比上年增长96．8％．30年国民政府鉴于物价上涨，军需粮

秣无法保证，决定田赋征实．31年全国财政分国家财政与自治财

政两大系统，境内各县财政始有固定财源，财政支出亦相应增加。

是年县级财政“收入尚属裕如，各项经费尚能按时签发，不虞竭

蹶”。①同年各县成立会计室，主管县级财政预算，公库统管财政

收支，田粮处负责田赋征收，机构各司其职。

抗战胜利后，外地厂家、商号纷纷回迁，境内经济顿趋衰落，

农村经济破产，民族工业淹淹一息．34(1945)年，国民政府免

征田赋一年，但因法币开始贬值，人民受通货膨胀冲击，未能得

到休养生息。3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激增，一面滥发纸币，一

面加重赋税，田赋每赋额1元征实两斗、征借八升、带征县公粮

8升．37年6月，境内稻谷市价每石(50kg)约200万元，较抗

战前上涨50万倍，上半年各县财政收入预算8964298万元，支出

预算7414968万元，法币如同废纸，经济全面崩溃。同年8月国

民政府改革币制，金圆券代替法币，不到半年金园券又成废纸。38

年4月境内公教员役工薪只发少量实物，以维持最低生活。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湘西，10月于辰溪设置沅

陵专署，在芷江设置会同专署。专署、各县人民政府相继建立财

粮科，负责组织收入，保证大军西进，稳定物价，发展生产。1950一

1990年全区财政大体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1950～1952年解放前夕，境内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百业

萧条。建国后，为医治战争创伤，中央人民政府废除民国时期的

①注，l湖南省各县市经济情况'，民国3】年12月．



t 概述

苛捐杂税，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专署、县级财

政部门贯彻执行统一的财政方针、政策．增收节支，稳定物价，安

定人民生活．1950年县级财政收入有农业税超收分成及农业税附

加、房地产税、公甩事业费附加、公学产等，财政支出有乡保、文

教、社会救济等项目。1951年，国家财政分中央、大区、省三级

财政，县(市)财政为省级单位预算。县以下的乡村地方粮，由

县单独编制收支计划。1951--1952年地方财政收入1207万元，地

方财政支出1069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174万元，占16．3％，

社会文教卫生支出416万元，占38．9％，行政管理费支出68万

元，占6．4％。

1953—1957年1953年国民经济进入有计划发展的新时期，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取消大区一级财政，改行中央、省、

县三级财政，专署级预算仍为省级预算之单位预算，县(市)财

政按照国家预算、决算制度管理财政收支。此间，随着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不断壮大，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显

著变化。五年间地方财政收入3774．2万元，其中农业税1300．1万

元，工商税1998．7万元，地方财政支出6084．4万元，经济建设

支出、社会文教卫生事业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占支

出的比重分别为15％、45％、39．6％、0．4％．

1958—1965年1958年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财贸体制

实行“两放(下放人员，下放资金)”、“三统”(统一政策，统一

计划、统一流动资金)、“一包干”(包财政上交任务)，农村税务

所与公社财政科合并，同时，简化税制。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高

指标”、“瞎指挥”，企业必要的管理制度被视为“束缚群众手脚的

条条框框”。受“浮夸风”的影响，工业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商业包

销，库存积压，以致财政收入虚增，是年预算内财政收入1328．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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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长24．32％，财政支出重积累、轻消费，基本建设投

资支出1200．4万元，社会文教卫生支出640．8万元，分别占财政

支出的39．1％、20．9％。1959年专署建立一级财政，负责平衡全

区财政收支。“大跃进”期间受“多收多支”、“大收大支”的影响，

财政预算帐面平衡，实为赤字．1961年区内开始调整、整顿国民

经济，部分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关停并转，部分干部职工下放农村，

地、县(市)财政压缩基本建设资金，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冻

结部分单位的银行存款，清理“小钱柜”．1962年加强财政管理，

严格划清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流动资金与基本建设资金的界限；

配合企业主管部门狠抓扭亏增盈。严肃财经纪律。1963--1965年

地、县工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

例日趋合理。财政收入累计13711．2万元，其中各项税收11118．3

万元。占81．1％，企业收入2309．9万元，占16．85％，财政支

出7944．9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2956．5万元，社会文教卫生

事业费支出3106．3万元，行政管理费支出2149．1万元，分别占

支出的37．2％、39．1％、27．1％。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经济建设遭

到破坏。运动初期，工厂停工、停产闹革命，正常的社会秩序、生

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全区财政经济状况和财政工作陷入严

重混乱之中。财政收入连续三年(1967,--,1969)没完成预算，且

连续三年(1966"'1968)下降．1970--1973年．对财政工作进行

整顿，收入逐年上升，年递增率为16．16％。此后，又相继受“批

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冲击，财政收入再度下跌。1974

年完成7721．1万元，较之1973年下降8．89％，完成年度预算数

的92．14％，1975年、1976年，财政收入稍有增长，但也只完成

年度预算的93．26％、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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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强调“先生产、后生活”，财力分配结构畸形化，积

累与消费比例失调。整个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援农业、企

业挖潜改造等生产性支出比重过大，对与改善人民生活有直接关

系的非生产性支出挤得过多，生产性支出内部，基本战线过长，投

资效益低下。“三五”期间，生产性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

47．06％，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支出占27．44％，“四五”期

间，生产性支出占46．48％，科、教、文、卫支出占28．86％。百

元固定资产实现产值由1966年的119．45元降到1976年的

73．16元}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积累、实现利润分别从1966年的30

元、18．01元降到1976年的7．3元和一2．59元。

十年内乱，财政收入有6个年头未能完成预算，且曾两度连

年下降，但由于全区人民及广大财税干部的艰辛努力，地、县两

级财政在困境中发挥了分配、监督职能作用，多次采取增加收入、

节约支出、冻结单位银行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打击投机

倒把等措施，基本上保证了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I并集中有限财

力，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工程，新建了六个氮肥厂及一批工业企

业，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取得明显成就。

1977—1990年怀化地区财政顺应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改

革、整顿需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77--1978年，国民经济迅速

恢复，财政情况迅速好转阶段}1979m1988年。以调整为先导，以

改革为主线的改革、开放阶段，1989--1990年治理、整顿阶段．

1976年lo月，结束了十年动乱，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生产建设之中，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生机。全区工农业总

产值1977年比1976年增长9．80％、1978年比1977年增长

12．27％，其中工业总产值1977年比上年增长19．87％、1978年

比上年增长24．27％。在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国营企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