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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志》定稿付梓了，财政局领导约我为

它作序。我接触财政工作的时间不长，只能谈点肤浅的看法。

财政工作，涉及面广。党政群，农林水、工交商、文教卫，

⋯⋯钱用到哪里，财政志就要记述到那里。编写难度之大，是可

想而知的。《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志》把全县清末、民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社会性质时期的财政历史，以30万字的篇

幅，作了详尽的记述。反映了清末、尤其是民国时期，晃县财政

的混乱与困窘，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晃县财政工

作的起伏与成就，有较好的时代特点，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专

业特点。特别对解放42年来财政现状的记述，没有抽象的说教，

而是按财政工作发展的过程，用翔实的资料，综合的数据和朴实

的语言，反映了全县财政机构的几分几合、财政收支的几起几落、

财政管理的几松几缩。既如实记述了解放初期的财政困难，也恰

当总结了“大跃进移，“文化大革命"给全县财政带来的损失，

更浓墨重彩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工作取

得的巨大成就。‘‘1979年，财政收入突破千万元大关’，，“1988

年，财政收入跨过二千万元大关’’、“1991年，财政收入跃上三

千万元新台阶芹等画龙点睛之笔，既讴歌7党的新时期改革开放

政策的正确，又突出了本县财政收入跳跃式增长的成果。还能从

中看到全县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厦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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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喜人景象，充公反映了社会主叉

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体现了财政工作“为经济

建设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写得比较成功。

财政工作，源远流长，有国家就有财政。尽管国家财政的性

质不同，但有一个共性，都是通过收、支、管三个方面，实现各

自政府的职能。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更有它独自的特性。

牧，要按政策，不能乱收，不能一口两匙，更不能竭泽而渔；支，

要按预算、按制度，不能乱花，要厉行节约，有计划地开支，管，

要对国家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既要坚持财务制度，又要作到实

事求是，不能浪费国家资金。要作到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理财

有序，用财得当。近年来，尽管财政开支口子越开越大，刚性支

出越来越多，但由于全县各级各部门的财政意识增强7，抓财政

工作的力度加大了，因此，在完成上解中央之后，基本上保证了

县里确定的重点工程和为人民办实事资金的到位，保证了干部职

工的工资发放，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达到县委、政府确

定的在财政开支土保重点、保运转、保工资．保稳定的“四保"

方针。值得鼓舞的是，1992年县级财政收入叉上了四千万元新台

阶，为提前实现省财政厅“3581-工．程"对我县的要求奠定了良好

基础。我县财税工作者，在生财、聚财、理财，用财上为县委，

政府当好参谋、当好内当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Io没有全体财税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就不会有财政工作今天这样的成绩，更不可

能有如此丰富的资料编写出这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财政志》

来。当然，没有《财政志》编者的广征博集，严格筛选，精心编

纂，财税工作者的劳动结晶，’也只能长期分散存藏于档案卷内，

不能全面、系统地总结集中，就起不到资治，教化的作用。现在

《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志》已经出版，这对于我们借鉴过去的经

验教讲，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是十分有益的。在今后的财政工

作中，。全县财政工作者仍应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昊IJ，努力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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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巩固现有骨干财源，不断开辟后

续财源，积累更多的资金，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

为建设人民富裕、社会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侗乡服务!是为序。

赵小鹏

1992年12月30日

(作者系中共新晃县委常委、新晃侗族自治县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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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志》的出版问世，为我们了解和研究

新晃财政工作的发展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为今后制订财政工作

计划和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它将成为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

财政资料宝库。

新晃财政自清嘉庆二十二年有史料记载以来至1991年，越过

7 174年的历程。本志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反映了各个不同历

史时期的财政情况。特剐是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注重记述

解放后40多年财政工作的成就及经验教训。是一部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融为一体的财政史书。

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

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活动。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

生的J同时，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国家的更迭而不断变化发展

的。所以财政不仅属经济范畴，也属历史范畴。

清末，本县财政收A．95％来自农业，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

于官吏，兵丁、侠役的俸食和坛庙祭祀，仅有20％几用于驿站，

教育和社会福利。至民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处于萎缩状态，财政

干分拮据，难以应付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解放后，财政的性质

发生了根本变化，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叉分配关

系，有力地推动了财政工作的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为社会

主义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特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

“改革、开放、搞活"的政寰，振兴了民族经济，财政出现了勃

勃生机。1979年、1988年、1991年、财政收入分别突破了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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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0万元，3000万元大关。1980年至1991年财政累计收入

20021万元，超过前30年总和的1．7倍。1992年财政收入又跃过了

40005元的新台阶。财政收入的逐步增长，基本上保证了重点建

设资金的需要，逐步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社会主义事

业的发展。新晃的财政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党和

人民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关怀和扶持，从政策上给予照顾，是全县

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全体财税干部的努力工作

分不开的。

历史已成为过去，新的征途已经开始。我们坚信，在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团结奋进，发展经济，广开财源，谱写出更加光辉灿

烂的财政新史篇。

，

，

李鸣放

一九九三年元月一日

(作者系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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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志。(以下简称本志)的编写，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记述。
’

二，本志上限，．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下限。公元1991

年。之后，如有重大财政事项，收入《大事记》，延伸至定稿时
止。

‘

，

， ．

三，本志志首设大事记、概述、图表，照片，正文按收，支，

管的财政职能分设章节，节以下用一，二、三⋯⋯，l，2，3

⋯⋯、 (1)， (2)、 (3)⋯⋯标层次，志后设附录，收录

各个时期与财政有关的一些重要史料，供研究参考。

四，本志按领属，内涵关系，横排门类，纵述因果。为突出

地方特色，将产品税中的卷烟税从工商税收入中分出，单独设节

记述。

五，工商各税史料，县《税务志》已有详尽记载，本志只略

记部分税种的史料。

六，财政局的党，团，工会组织，本志不作详记，只在《大事

记》中记其成立时间及重大活动情况。

七，本志不设人物传记。1950年为征收公粮而牺牲的七位烈

±，除在有关章节，以事系人，述其牺牲经过外，并在《附录》

中，收入烈士们的简历。

八，本志纪年，按历史称谓，清朝用汉文数字，民国时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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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数字志记年月，并在每一个节目的第一个年号后加括号，

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公

元年月。志中的解放前、后，以公元1949年11月7日为界。

九、本志所记货币，清朝时为白银，以“两"为单位I民国

时为银圆(1912--,--1935．11)，法币(1935．12-．--1948．8)、金凰

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人民币，均以。元"为单位。

1955年3月1日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除加括号注明的外，均巳

按10000：1的法定比值，折成新人民币入志。各个时期的币值

不同，特别是民国后期，法币、金圆券急剧贬值，为供读者研究

比较，在附录中收有解放前后各个时期以银圆为主的币值表。

十，新晃县名，几次变更，地名，机关单位、工矿企业的名

称，亦有变更的，除按当时名称入志外，并用括号，加注今名。

十一、本志所收数据，解放前的，来自省、县档案馆、省图

书馆珍藏的历史档案及《湖南之财政》，《湖南年鉴》、《经济

年鉴》，解放后的，来自本局各年度的决算表或统计局的统计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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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晃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新晃县)，是湖南省西部的一个

少数民族集居县。全县24．3万人，侗、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8l％。
面积1508平方公里，南、西，北三面楔入贵州。320国道、湘黔

铁路及浇水河贯通县境北部。解放前，县城的龙溪口是湘西与黔

东各县的农副土特产及其它货物集散地。没有什么工业，财政收

入主要靠田赋及营业税。财政入不敷出，依赖省款补助。解放后，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弦

的财政工作方针，财政收支，基本平衡。1991年的财政收入，比

1953年增长170倍，财政支出比1953年增长59倍。基本保证了国

家政权正常运转和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提高了

人民生活，改观了城乡面貌。

财政是一定的阶级专政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所形成的

分配关系。新晃县的财政，自清朝嘉庆二十二年(1817)晃州直

隶厅建立始，至本志下限的1991年，虽只有174年的历史，却经历

了封建财政，半殖民地半封建财政，以及社会主义财政三种不同

性质的历史过程。

嘉庆二十二年，晃州厅设立时，没有财权，一切财政收支由

中央总揽。所有财政收入，全数上解。地方行政经费，按规定标

准，从收入中坐支抵解，无所谓财政管理。当时，还是自给自足

的农业经济为主，商业只是五天一集“日中为市，以有易无"的

墟市贸易l工业仅有少数以农为主，半工半农的铁、木，砖瓦．

纺织、造纸等小手工业者。田赋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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