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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毫

王金州

《台安县财政志》是台安县建置以来，第一部财政专业志

书。它的出版发行是台安县财政工作战线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

事。

财政是国家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其性

质则有本质的不同。在旧社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统治阶级少数

人；在新社会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财政完全是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服务的。

财政依赖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又受

财政的制约，收入的分配再分配在生产总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

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

映，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充裕、平衡的时期，人民生活的

提高和改善就有保障，反之，就要相对受到影响。所以，强化和

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

展，人民生活不断地提高。

这部财政志广征博采，真实地记述了1913年建置后近80年

来台安县地方财政的产生、发展规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

郁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台安财政工作的兴衰，起伏，来龙去脉，

不仅可为当代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

值此《台安县财政志》出书之际，愿与全县人民和财政工作

者鉴古知今，兴利革弊，同心协力，继往开来，开创财政工作新

局面，振兴台安，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

199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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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时视“志"为致用之书，、“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中华民族“盛世修志"已成传统，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

从1913年至1988年的75年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

“弹指一挥间"，而在台安这块土地上却饱承沧桑，历经了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殖民地社会，又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

态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任何社会制度只

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财政既是经济领域的分

配范畴，同时也是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范畴，无论何种社会的产

生、存在和发展，都不能离开财政的支持。今天，进行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离不开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的

社会主义财政所特有的职能作用。要更好地发挥财政杠杆在经济

中的作用，要认识和掌握财政规律，固然需要研究现实，然而任

何现实都是历史的发展。因此，通过编纂《台安县财政志》，广

泛搜集和整理有关文献资料，系统地重温台安县财政工作的历

史，特别是建国后各阶段中跌宕更替的财政体制、政策措施及其

在支持各项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全固总结财政工作的成败及

其因果关系，从中悟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方财政的客观规律，

以便使我们的工作在经济建设新时期更好地支持和促进“两个文

明"建设。

编修财政志，既要全面地开展调查研究，又能系统地积累财

政史料，是财政部门的一项基本建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强调

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要求全党加强对中外



历史和现状的研究。1984年，中央书记处针对财政改革提出重要

意见t 靠目前财政工作要根据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逐步改

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旧习惯做法，更好地掌握生财、聚

财、用财之道，为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开道和服务’’。要求“财政

工作的改革要坚持宽严结合的方针，要抓准"。这些，必须经过

周密调查和分析研究，因为正确的方针、政策，产生于对实践的

正确认识。由于编修志书，对全县从历史到现状有关财政典章史

料，进行多方搜集，广征博采，核实印证，去伪存真，如实记

述，褒贬自显，有助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增强支持和促进各

项事业发展的科学性。与此同时，又可保存地方财政文献，积累

历史资料，从中反映台安县各个时期经济结构、收支构成、分配形

式以及经济效益的纵横关系，为今后工作和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依

据。

编纂领导小组认为纂修《台安县财政志》已是时代的需要，

应以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精神完成撰写，达到为

“四化"建设经世致用的目的。全书突出台安地方特点，以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叙

述。

在编修过程中，承蒙县档案局，统计局、农业局等兄弟单位

和局内同志鼹力支持与帮助，离(退)休千部张玉文、唐玉复、

齐永宽，王奎仁等老同志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编审王既德同志和县地方志办公室帮助进行细致加工、整理。

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台安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1992年10月31日



凡 例

1、编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广征博采，秉笔

直书，实事求是地加以记叙，力求体现财政专业特点和今昔演变

的全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2、断限与体例：上限起于1913年(民国2年)，台安县有

财政机构开始，迄至1988年末(个别章节延至1991年末)，前

后历经7P5年。体例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条块结合，，的方

法。即是；将主要内容横排，按年代竖写，对各时期不易归类之

内容，则按“块"加以记述。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主要篇幅侧

重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记述。

3，篇目设置：采取章、节、目三层结构，目下分层次设细

目。全志设概述、大事记、机构人员、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

政管理、公债国库券、乡村财政、专记、人物等，共8章、23节，

35目。

4、本志采用记、志、表、图、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

用语体文实书直叙，语言力求准确、鲜明、通俗易懂。

5、纪年一律按公元记述，对各历史时期沿用的年号，在括

号内加以注明。

6、书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948年11月2

日台安县全境解放为界限；所称“建国前"，“建国后’’，系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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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台安县位于辽宁省中部略偏西南。地处辽(河)、浑(河)、

绕(阳河)等河流的下游，东面以辽河为界与辽中毗连，函北靠

绕阳河和黑山、北镇接壤，西扁和盘山相邻，东南隔浑河与辽

阳、海城相望。中心位置在东经122。257、北纬41。237，距沈

阳110公里，鞍山82公里，盘山42公里，大虎山37公里，是远离大城

市，不通铁路，较为偏僻的地区。全县土地面积1388平方公里。

总人口：345741人。全境南、北长75公里，东、西横距50公里。

境内无山，多河流，紊有“九河下梢、十年九涝"之称。

台安县有9个镇，即：台安镇、西佛镇、桑林镇、黄沙坨

镇，高力房镇、新开河镇，富家镇，达牛镇、桓洞镇。8个乡：

大张乡、城郊乡，韭菜台乡、新台乡、洪家乡，新华乡、九间

乡，西平乡。202个村，1348个村民小组，两个街道办事处，10个

居民委员会。

1913年(民国2年)，台安建置前，东部地区归辽中县管

辖，时称“河西三镇’’，即： “八角台”，“西佛牛录，，，“达

都牛录”三镇，桑林子、富家庄、新台等地区属新民府的镇安县

<今黑山)区域；韭菜台、高力房及黄沙坨南部地区归海城县

所辖。台安建县后将辽中、黑山，盘山等县的部分村镇，划归台

安县管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建立日伪政权后，辽宁省改为奉天

省，台安县归其管辖。1934年(民国23年)台安划归锦州省管

辖。国民党统治期间，东北划为9省，台安县划归辽宁省管

辖。

解放初期，东北划为6省，台安划归辽西省。1954年8月，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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