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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而编修部门志，则是史无

前例的创举。《资阳县财政志》的编修，始于1984年11月，经两次广

泛动员财政职工搜集资料120多万字，后由专职编撰人员分类归集，

分章撰稿，再综合总纂，历经十年，五易其稿，第一部《资阳县财政

志》终于写成。这是资阳县财政事业中的一大成就，是全县财政职工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o

财政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它的性质是由国家的社会制度决

定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财政，竭泽而渔，苛政暴敛，把沉重

的负担强加在劳动人民一特别是农民身上。而统治集团的挥霍，官
吏们的薪俸和军饷，则是支出的大宗j据史料记载，清末，全县随地

丁带征的各种附加为地丁正额的7．8倍；民副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全县

田赋已预征到五十五年．(1966年)，川政统一后，一年数征，至j十午

上季，仅附加又达田赋正额的3．9倍。新中国诞生后，建立了“取之干

民，用之于民”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

产，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实行按常产计征，增产不增税的政策。

1950年至1985年，平均每年征收稻谷4500万市斤左右，占粮食年平均

产量的9．27％；农业税收入占财政预算内收入的比重，“一五"时期

为50．63％，“六五"时期降为7．88％。而同期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用

于农业的各项资金达6974万元．为农业税累计收入的53％。

财政是经济的综合反映。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促产增收，

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是财政职工的天职。工作中必须遵循“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坚持“增收节支，收支平衡”的原则。解放

后，财政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运用“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收

入不断增长。1950年至1985年，累计收入87625．01万元，上解61468．68

万元。从1953年建立县级财政预算至1985年，除1960年赤字外，其余

32年均能做到当年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对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资阳县财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党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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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政策为准绳，系统地记述了我县新旧社会制度74年(1912～1985)

的财政历史和现状。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文风淳朴，存真见信，

是一部思想性、科学性j资料性相统一的财政史实录。能给后来的财

政工作者管财、理财起到鉴往知来的参考作用。愿后来者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将资阳的财政工作做得更好，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

献。

‘吴卡

一九九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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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起自民国元年(1 91 2年)．个别吏实适当上溯，下限至1 985

年。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6年。
7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在新旧社会制度下74年的财政机构、

体制、收支内容等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含志头、主体和志尾。志头内容有序言、凡例、编志人

员；志尾有附录和编后记；主体为概述、大事记和7章27节66目。采取

以章分类，按章、节、目、项层次记述，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突出地

方与时代的特点。

四、本志文、表运用的各种数据，均以县财政历年预、决算的明

绌资料、帐册和文史资料为准。有特殊原因的，加注说明。

五、本志的货币名称及单位。解放前，均按当时通用币制。解放

后的人民币，均将旧币换算为新币载入。

六、纪年署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民国纪年加191 1年为公元纪年，除大事记外不另夹注。中华人民

共和国时期，称“新中国”、“解放后”，均以公元纪年。

匕、县以下行政区域名称，在1958年至1983年间，以公社、大队、

生产队称，此期间的前后，以乡(镇)、村、组称。

八、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市)、县档案部门、财政部门及有关部

f-I收藏的档案资料，有关刊物、专著，经核实鉴别后选用载入。并对

搜录的资料分类立卷、归档备查，志中不再一一作注，也不再编文存

附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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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 述

概 述
财政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它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国家的

发展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由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财政到社会主义财政的演变过程。‘

晚清以前，地方政事极其简易。县署为地方行政机关，兼按省的

规定征解国家赋税。经费出入悉归国库，或在解款内坐支，或另文请

领，报省核销。仅有的教育、救济的公益i!j1=业，多由地方人土捐资兴

办，以其收入购置不动产业招佃收租，供其需用；公款公产按习j．业性

质，分别由绅首经理，官署例不干预。实无县级财政可言。清末，始设

津捐局、糖厘局、解款局、土厘局、烟j青局等税务机构，县署不再征办

税捐。地方举办新政(教育、警察、实业、团防、议会等)的自筹经费，

请准征收各税附加和杂捐，自收白支自管。宣统元年(1909)，订颁的

《府州县自治章程》和《城乡自治章程》，试图建立县乡自ffi,财政，

但因体系未备，尚未施行就已爆发辛亥革命。’

民国元年，县设征收课附隶于县署，除征解国税外，兼办地方捐

税的征收与分拨。民国二年划分国、地两税和国家、地方政费开支标

准，实行分级财政，当时地方财政仅指省级，县级财政受省统制。并

将征收课改为征收局，受隶于省，仍兼办地‘方税捐：后地方收支处、

所兴起，都仅管地方收支的一部份。到军阀防区制势成，整个财政又

为驻军长官把持，各军自由筹饷，除重征苛敛外，还提卖地方公产公

物，供其享用。为维持地方0{=业开支，县的各项收入分别划定为行

政、教育、警察、建设、保卫、救济等专款，以支定收，收支自理。民国

二十四年春，省政府改组成立后川政统一，确定了中央、省(市)、县

(市)三级财政。进而改组县政府，裁局设科，整理县财政，即对原各项

附加、税款、杂捐、公学产业收入略加整理后，以收定支，编制独立的

自求平衡的县地方预3．，1：，报省核定执行。收入中的田赋、契税、屠宰

税三项附加共占89％，公学产租金和杂捐收入共占ll％；支出中的行

政费占41．5％，教育及文化费占30．4％，经济建设费占1．2％，社会救济



重，农村经济崩溃、百业凋零，收入白必难以足额。支出又必不可少，

若再增附加，犹如画饼充饥。预算支出，则按短收减成支付，或拉用

代保管的应发还粮民购买善后公债本息款，或出卖公学产业筹款以

及借款维持外，按预算会计“权责发生制”原则，差额留待以后年度

补收补支。民国二十八年，县级财政收支差额越来越大，县财务委员

会提请县行政会议议决：划各乡(镇)市场公斗、公秤、牙行市息收入

和公学产租金收入，抵拨各该学区教育经费；各税附DNtlJZ入，按征收

局拨交数，每月分两期支付县级各机关、学校经费。民国二十九年，

将屠宰税和房捐收入划拨归县，并对公学产业田土亩分进行清丈，换

佃加租。并令开办地方新税增裕财力，但收入的增加，远远落后于物

价上涨而带来的支出增长。三十年下季，田赋改为征实，主征稻谷，

并随田赋摊征购谷和借谷。三十一年1月起，实行《改订财政收支系

统实施纲要》，确立国家财政和地方自治财政系统，省级并入中央，

改行两级制。各税收入划分为国税和地方税，，相互不得调整。中央划

定给原收入县(市)的国税收入，由中央收起后拨还至省，再由省统筹

分配到县。民国三十五年，执行《修正财政收支系统法》，恢复中

央、省、县三级财政。纵观川政统一后的县级财收入(不含税征机关直

接征解的国税收入)，累计法币l 1 021 8 1．6万元(含征实稻谷I 57071市

石，折法币265286．28万元)其中，地方税捐收入(含各种附加及杂捐)

804088．93万元，国税分成收入45 167．34万元，财产及权利孳息收入

52906．92万元，其他收入1 19337．92万元，专项补助收入80680．49万元；

累计金元券为828005 1．59万元(含征实稻谷24785市石，折款l 2．49万

元)，其中，地方税捐收入8040572．68万元，国税分成收入116845．23万

元，财产及权利孳息收入122630．82万元，其他收入2．86万元。三十八

年7月后，仅收入银元0．19万元，其中地方税捐收入0．17万元，国税分

成、财产及权利孳息收入各100元。财政支出由于多数年度不能按时

兑现，又无决算数字可稽，仅据预卵：支出统计：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



七年预算支出法币累计为1 3 1 4009．36万元(含征实稻谷203 11 9市石；

折款395437．88万元)，比同期财政收入超支211827：76万元。三十七年

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仅公职人员生活补助及食米

价款的预算支出就占预算总支出的87．95％。县级财政虽增派名目繁

多的苛捐杂税，仍无法维持各方面的基本需要，更难实现收支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几千

年的剥削财政，建立了崭新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财

政；废除了民国时期地方性的苛捐杂税，‘实行全国统一的新税制。

1953年起，又按“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了县级预钟：实

体及其管理体制，对财政收支，划分预算内和预算外两个部份，分别

进行核算与管理。同时陆续建立和完善国家预算管理制度、与j=业行政

财务管理制度和国营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以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和监

督。县级财政，既是县级政权的经济支柱，又是国家财政实现宏观综

合平衡的基础环节。为改善县级财政状况，增强县级财政活力，发挥

县财政的分配、调节、监督职能作用，国家除对县级财政进行政策扶

持和专项补助外，还对县级财政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与改革，逐

步扩大县级财权，进一步调动地方各级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县财政部

门，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能，坚持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紧密配合税务部门广辟财源，促

产增收。同时本着“聚财有度，取予结合，量入为出，用财有节"的

原则，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及时足额解缴国库，并按政策规定合理安

排与适时拨付各项财政支出，保证地方建设习I业和改善人民生活的

基本需要。

1950年至1985年，县财政预箅内收入(不含退库抵拨粮棉油煤价

差补贴和企业补亏，下同)，累计83558．88万元。其中来自以国营、集

体企业为主体的多种经济组织缴纳的工商各税收入62786．05万元，占

75．14％；来自县属国营企业收入(含1 983年利改税后交纳的所得税)

s6714．54万元，占8．04％；来自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队)交纳的

农业税粮食折款13 1 5 1．07万元，占l5．74％；来自城乡收缴的契税及其

他收入907．22万元，占1．08％。分期入库的收入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4 r 慨 述

(1950年至1952年)1523．36万元；“一五”计划时期(1953年至1957年)

3377．85万元；“二五”计划时期(1958年至1962年)5146．51万元；国民

经济调整时期(1963年至1 965年)2859．58万元；“三五”计划时期

(1966年至1970年)6029．47万元；“四五”计划时期(1971年至1975年)

11855．46万元：“五五”．计划时期(1976年至1980年)23969．59万元；

“六五"计划时期(1981年至1985年)28797．06万元；1985年度预算内

收入达到7074．8万元，其中工商各税收入达到6242．7万元，比1 950年

分别增长21倍和88倍。同期县级财政预算内支出，累计28960．53万

元。其中，经济建设类支出8757．82万元，占30．24％；文教卫生事业类

支出1 1035．02万元，占38．1％(其中教育支出8066．72万元，占总支出的

27．85％)；抚恤和社会救济福利类支出1808．68万元，占6．25％，其他部

门事业费支出940．97万元，占3．25％；行政管理类支出4785．85万元，占

16．52％：其他类支出1632．19万元，占5．64％。分期的决算支出是：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支出214．01万元，占同期收入的14．05％：“一五”计划

时期支出756．69万元，占收入的22．4％； “二五”计划时期支出

1823．72万元，占收入的35．4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支出880．85万元，

占收入的30．8％； “三五?’计划时期支出2360．52万元，占收入的

39．1 2％；“四五”计划时期支出4724．75万元，占收入的39．85％；“五

五”计划时期支出6788．52万元，占收入的28．32％；“六五”计划时期

支出1 141 1．47万元，占收入的39．63％。1 985年度县级财政预算内支出

达到3618．8万元，比1950年增长92倍。36年中，累计收入上解61030．45

万元(其中纳入县财政预算内的按收入比例和专项上解561 27．69万

元，未纳入县预算的直接上解4902．76万元)。累计上级补助(1953年至

l 985年)6839．70万元(其中预算差额补助4641．84万元，专项补助

2197．86万元)。除有3年(1958年、1960年和1982年)预算内赤字外，其

余备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至1 985年，县级财政尚有滚存结余

352．60万元，加进1981年地方政府用财政净结余购买国库券55万元

后，总共滚存结余407．60万元。

l 954年起，县级财政始有预算外收入22．1 7万元，1985年达到

1 52．40万元，增长5．9倍。33年中，县财政预算外收入累计4066．1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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