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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惠阳县财政志》的编辑出版，是本县(市)财政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惠阳县历代旧志书中，有关财政的记载不多。今逢盛世修志，旨在

“继存历史、反映现卖、借鉴工作、有益后世”。 。

惠阳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限制了

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近代，政府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经

济凋敝，地方经济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投资于生产建设的资金逐

年增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锐

意创新，大力推进财政改革：坚持改革税收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使利

改税顺利完成，并逐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保证了财政收入的

稳定增长，增强企业活力；积极扶持和发展生产，培植财源，增加财政

收入，基本实现财政自给；坚持改革行政事业单位和农业财务管理制度，

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加强乡镇财政建设，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和农村经济

的繁荣；积极支持对外开放和横向经济联合，对“三资’’企业实行优惠

税收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由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惠

阳县1994年被评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

惠阳市财政局于1 995年7月成立《财政志》编纂小组，经过一年多

紧张的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于1997年3月完成初稿。初稿分送有关老

领导、老干部审阅，爹次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五易其稿，最后报送惠

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定批准，付印成书。

编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叙述了惠阳县明、清、民国、解放战争期

间的财政历史发展状况，详细记述了建国后历年财政收支、征收管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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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与完善财政体制、培养税源等情况。这对深化惠阳市财政改革，更好

地发挥财政职能，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惠阳县财政志》的出版，得到广东省财政厅科学研究所，广东省、

惠州、惠阳市档案馆，中山图书馆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谨此，表

示谢意!

惠阳县行政区域几分几合，资料残缺不全，加上我们水平和时间所

限，书中难免有错漏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和同行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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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

述惠阳县财政史实。做到述而不议。

二、本志断限。上限自明朝起，下限至1 994年12月。个别章、节

上溯到更上年代。

三、本志按照历史，对一些发生在原属惠阳县管辖(分县前)的区

域中事件，仍然录入，某些统计数字亦难分开。

四、本志体裁，采用记、志、图、表、录等形式编述，全书分为七

章二十七节。另设“概述”、“大事记”两编。

五、记年。建国前的记年，沿用当时记载，并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

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民国元年(1912)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记年，一律采用公元年号。

六、货币及度量衡单位。明清、民国时期均按各时期通用单位记载，

不作换算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以人民币为单位，1 955年

前的旧版人民币按10000：1元换算成新版人民币。

七、称谓。中华民国简称为“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共

产主义青年团称“共青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文革"。

八、资料来源。所选用资料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保留全部抄

录、复印的原件，存于县局，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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