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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茂义

财政是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对它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以翔实可

靠的资料为依据，以历史的事实和当代的实践为借鉴，编写好财政志，不但是“继存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现代，有益后世"之举，也是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删改

工作不断发展的有机组成部份，基此而编本志。

本j基上限于普宁县建制的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即公元l 5 6 3年以后有财政资料

记载时起，下限于l 9 8 8年12月止。全书共分8章28节。为了真实反映历史，我们前

往广东省财政厅，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省档案馆、汕头市图书馆，市地方志

办，市党史办和潮州，澄海、揭阳，潮阳等地及本县档案馆、党史办，县志办，公安局

等单位搜集资料，共查阅了近千卷历史资料和档案，征访了曾在县财税部门工作过的干

部和离退休的老同志，搜集摘录了数十万字的有关资料，经过编写人员的认真筛选和校

核，实事求是地编出能反映普宁县财政的历史概貌的《普宁县财政志》。

本志编写始于1 9 8 7年夏，依靠各股集体力量协助编写，限予编写人员水平，错

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本志的过程中，得到上级财政部门的关怀和指导，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县有关领导同志的指导和各部门的协助，谨此敬表谢忱l

一九八九年四月



凡 例

一，体裁。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的结构，坚持“横排纵写”，“详近略远，，

和力求遵照历史原来面目编写的原则。“志"为全书的主体， “记”按编年的方法以类

系实， “图"以标出建国后财政收支发展情况， “表’’以示各种统计数字， “录”大南

山革命根据地财政。

二，断限。本志上限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 5 6 3年)普宁县建制以后的明，

清时代。下限断至l 9 8 8年底。

三、称谓。封建朝代的明朝，清朝简称为明、清，后加年号。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或称

“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建制前或叫区，或叫公社仍沿用历史称滑。人物直书其名。

四、纪年。本志在年代的写法上，除写明朝代，年号外还加注了公元纪年如明朝嘉

靖四十二年(公元l 5 6 3年)，民国元年(公元l 9 1 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则使用公元纪年。

五、货币名称、单位。本志书使用的货币名称，建国前均按当时的通货为准，如清

代以银两，民国前期为毫洋和大洋，广东省1 9 3 6年归政中央以后为国币，金圆券

等。建国后至l 9 5 5年3月1日以前的人民币除注明“旧版人民币"者外，余已按规

定新版人民币l元等于旧版人民币l万元折算。

六、本志书编写期间，财，税已经分设，故属于现行税务局业务范围的工商各税从

简，避免重复。属于财政监督范围方面，本志只略叙审计局未成立以前本局审讣情况和

近年来税收财务大检查的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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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普宁县位子广东省东部偏南，总面积1591．55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60．5％， 耕

地面积498214亩。1 9 8 8年全县入口129．5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8．28万人。

普宁汉时属南海郡揭阳县，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 3 1年)属潮阳县。明嘉靖四十

二年(1 5 6 3年)，朝廷决定从潮阳县拆出洋乌，波水、黄坑三个都，置普宁县。

财政是国家与各阶级各阶层的一种分配关系。在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财政是为统

治阶级利益服务的。l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建立起

社会主义财政，代表人民利益当家理财，财政取之于民，用之子民，为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和逐步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服务。

普宁县建制，地域约1 0 0 0平方公里。万历九年(1 5 8 1年)明廷号令全国普

丈田亩，改革赋征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此时洋乌，泼水划归潮阳县，普宁县仅存

黄坑一都，面积约4 5 6平方公里。万历二十八年(1 6 O O年)全县2 8 7 6户、

8 6 5 3人，可耕地(包括田地山靖埔园)共1313顷36．48亩，征收官民米、农桑米共

9 0 5 8石，每人年负担田赋米1．04石(1石约6 0公斤)，每亩平均年税负担6．9升。

清雍正十年(1 7 3 2年)朝廷将溅水都1 7 o个村，贵山都西半部9 3个村，洋鸟

都尾段4 5个村割归普宁县，辖地面积与初置县时相近。雍正十二年全县人口10073人，

其中男丁4 4 3 5人，田地山塘埔园共2 7 4 8 7 6亩，应纳夏税米18231．35石，人年平

均1．81石，每亩平均年税负6．6升。按清康熙五十一年(1 7 1 2年)规定，以康熙五十

年的丁税额作为常数，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批准广东试行

“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的办法，即“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入丁银

一至四毫不等”。普宁县于雍正五年(1727年)始行上述制度。应征收白银14659．33两，

每丁负担白银3．3两，除3181．2两按价折米征收实物外，其余征收白银11478．1N，大部

分上解，小部分存留备支之用。

清政府推行地丁制度，是“一条鞭法”继续发展而达到完成的一种税制。结束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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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为对象征收丁税的制度，把丁役银(即人头税)合并于田赋银(即土地税)之中，

改变了过去的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状况。清嘉庆二十

三年(1 8 l 8年)全县人口161690人，税负没有太的变动。到了清朝中末期，搿永不

加赋’’变成炫耀皇恩，欺骗人民的一种手法，连年用兵，巨大的军费仍然落到农民身上。

明清年间，财政采取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没有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划分，所

有的地方政费开支，只能在上司规定的税收项下拨留支用。因此，明清时代的县财政支

出无据可考。
’、

”

=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

的一次革命，它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

质。这个时期的财政，也是为军阀、’买办地主阶级服务的。 一

1 9 2 7年(民国十六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人民进行残酷

的镇压，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对人民进行压榨剥削。其时县级

财政，没有明确规定收支项目，划归地方的税源全由省级把持。县级财政既要张罗自己经

常的财政开支，还要筹措上司委办事项的经费。民国十九年核定酱宁县赋额74972．16元，

其中80％上解省，县留成20％。民国二十二年，举办田亩调查，核定普宁赋额151640元，

比民国十九年增加一倍以上。县政府的筹款办法，除正税之外还有三种。一是附加，二

是苛杂，三是摊派。民国三十一年，因军粮供应，再次加重农民负担，举办土地清丈训

练班，清丈后全县耕地417161亩，比原来增加1倍，赋额1682050元，比原来增加12倍。

当年全县人口566634人。

’●一
●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东江特委领导的大南山革命根据地(1927",'1935年)

其财政是供给财政，任务是“一切为土地革命的胜利，保证军事需要供给和后方政治工

作人员需要的供给"。执行“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方针。当时的潮普

惠苏维埃财政来源主要是“取之于敌，用之于我"，它包括战争缴获和没收地主豪绅财

～ 产两部分。支出大部分用于红军的战争供给，少量用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办

公费、教育费、社会救济费及敌俘遣散费等。当时财政十分困难，军政人员坚持节衣缩

食，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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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g 4 9年10月12日，本县全境解放．开始谱写社会主义财政新篇章。建国初期，

实行统收统支制度，至l 9 5 3年本县正式成为县一级财政。

从l 9 5 3至l 9 8 8年36年间，全县财政总收入(本级收入)58711．4万元，年

平均递增9．45％。在财政收入构成中，企业收入516I．8万元，占总收入的8．79％。企业

收入起伏较大，最高年(1 9 7 1)达662．3万元，占当年总收入的30．16％。从1985年

起，由于省下放粮食政策性亏损由县定额退库，企业收入变为负数，每年退库达二百多

万元。此外，煤炭价格补贴增多，企业留利增多，用实现利润归还银行基建性贷款增多

和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不理想等因素，影响企业收入下降。工商各税收)L42447．6万元，占

总收入的72．3％，年平均递增10．7％。l 9 6 4至l 9 6 7年和1 9 7 3至1 9 8 5年

l 7年间，全县工商税收在l 0 0 0万元至l 6 0 0万元之间徘徊，I 9 8 6年起突破

2 0 0 0万元，l 9 8 8年又突破3 0 0 0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各税

(按稳定因素计)以年递增8％的速度发展。农业税收入累{1-9962．4万元，占总收入

的16．97％，年平均276．7万元，农业税贯彻稳定负担的原则，还执行灾情减免、贫困减

免、社会减免和国家征用土地可免征税等制度，解放后农业税实物负担是逐年减轻的，但

由于1 g 8 5年4月起实行“倒三七”比例价结算，价格有所提高。又从I 9 8 7起征收

农林特产税和辨地占用税并入农业税科目核算，因此从金额反映，农业税税款却有所增

加。其他收入累计1139．6万元，占总收入的1．94％，年平均31．6YY元。县本级财政收入

l 9 5 8年以前仅在440万元以下，l 9 5 9年起至1 g 8 5年(其中1961年912．1万元，

l 9 7 8年2053．6万元外)收入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徘徊，1 9 8 6年收入达

到2323．5万元，1 9 8 7年达到3224．7万元，1 9 8 8年又猛增至7761．1万元，这主要是

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三资’’、 “三来一补”的外向型企业，增

收各作各价税款4350．4万元。从全县人平均财政收入看，1953年人平均2元，1 9 5 8

年人平均6．2元，1 9 6 5人平均2 1元，1 9 7 8年人平均18．57元，1 9 8 7年人

平均25．25元，年平均递增7．5ff，仍然是山区困难县。3 6年上级补助收入累计16147．57Y

元，占预算总收2＼76754．9万元的21．04％。本级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和上级的补助，为

保证本县的正常供给和重点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财政预算支出3 6年累计49496．57／元，年平均递增8．2％。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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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支出8137万元，占总支出的16．4％，年平均递增13．6％，其中l工交投资

1583．3万元，占总支出的3．2％，支持开办了电力、机械、轻工，食品，纺织等品类基

本齐全的国营工业和粮食、商业，物资、文化企业，为本县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基本条

件。农林水投资5367．2万元，占10．8％，年平均递增13．12％，投资增长速度大于收入前

增长速度。为本县农田基本建设起到保证作用，先后建成千亩以上水库3 9宗，修筑弓I

榕灌渠和各类水利、小水电以及大小堤围防护工程，基本形成旱涝保收的农业生产条

件。市玫建设投资633．79F元，占1．3％，其他建设投资552．8万元，占1．1％，重点是服

务于城乡人民生活，逐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文明县城。本县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占总

支出的比例偏低，主要原因是收入少，为保“吃饭”，需要与可能还有一定的矛盾，必

须在增加收入的前提下，经济建设支出要争取达到20一25％，其中农业投入保证在12％

以上，这是较理想的支出结构。在预算内收入只能保证正常经费支出的情况下，预算外

资金是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的一大支柱。3 6年来用预算外资金搞经济建设累计2522．6万

元，占预算外支出的63％，保证了县办重点工程的资金需要，如整治新河两岸，建平头

蛉变电站，三坑二级电站，占陇，梅塘十一万千伏变电站，自来水、排污工程等一大批

能源、交通、生产、生活急需的项目，为振兴普宁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累计22743．9万元，占总支出的46％，年平均递增14．15％。

其中。教育经费支出17903．4万元，占36．2％，年平均递增13．7％。l 9 5 2年，各级

学校在校学生人数9 6 2 9 2人，发展到l 9 8 8年，全县各类学校7 7 4所、在校学

生2 O 9 O 6 5人，是1 9 5 2年的2．17倍，全县基本实现“一无二有力。l 9 8 7年

至l 9 8 8年县投资1 0 5万元和省，市专款建成教师住宅2 0 2套，逐步解决教师住

房紧缺的问题。文化事业费总支出286．4万元，占0．6％，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五十

年代起办两个剧团。1 9 5 8年拨款6．4万元建成流沙人民公园、烈士纪念碑和红宫

，(历史文物陈列场所)，l争7 9年投资l 8 2万元新建普宁影剧院，l 9 8 3年支

持12．6万元建图书馆大楼，l 9 8 8年文化事业费支出达29．5万元，比1 9 5 3年增长

30倍。卫生事业费支出累计2496．8万元，占5％，年平均递增10．69％。解放前全县仅

有公办一所卫生院和一间卫生所，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卫生事业高度重视，l 9 5 O年

建县人民政府卫生院，l 9 5 3年建妇幼保健院，1 9 5 4年建县人民医院，1 9 5 6

年建县康复医院，l 9 6 O年建中医院，农村医疗卫生也不断发展，全县现有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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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所，卫生技术人员2 2 6 8人，现有病床8 8 8张。l 9 8 6年动工兴建的普宁县

华侨医院即将建成。体育方面，1 9 7 9年拨款20万元重新建业余体校，1 9 8 6年投

资20万元重新建灯光球场，1 9 8 7年又用28万元建游泳池，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增强

人民体质。公费医疗经费支出928．5万元，占1．9％，年平均递增8．57％。l 9 8 0年以

前每年支出仅在2 0万元左右，1 9 8 1年省下达包干基教24．1万元，实际执行是逐年

增加，至1 9 8 8年支出125．5万元，人年平均100多元，是七十年代以前的5倍。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累计支出2487．7Yi元，占5％。用于解决优抚对象26224户

的生活困难补助，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救济，如1 9 8 6年拨出救灾款1G8．1万元，支

援灾民抗灾恢复生产，还开办敬老院、福利厂，．解决“五保’’和残疾人的生活问题，近

年来负担供给地方退休人员1 2 7人的工资、费用每年2 5万元左右。为创造安定的社

会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行政管理费累计支出6977．6万元，占14．1％。历来执行“勤俭建国，厉行节约”的．

方针，从占总支出的比例看，1 9 5 3年占24．1％，l 9 5 7年占22．1％，l 9 7 5年

占16．76％，1 9 8 0年占16．18％，1 9 8 8占7．5％，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其他支出累tt9150．3万元，占18．5％。主要包括国防战备费119．5万元，支援老区生

产资金321．9万元、落实侨房政策补贴支出1314万元，其他部门事业费支出1001．4万元

以及l 9 8 8年“各作各价”企业分成及税收超收分成3937．8万元等。在这36年中，预

算收支有结余的27年，持平2年，赤字7年。1 9 5 9年至1 9 8 4年上解支出29050万

元，抵上级补助收2x16147．5万元，纯上缴12902．5万元。同时，完成历年的债券和集

资、中央借款任务，为全国平衡财政预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财政以经济为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财政收支的增长，

而没有好的财政体制和合理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也不可能迅速的发展。

近4 O年来，本县财政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下，认真执行财政政

策，分配财政资金，加强征收管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

针，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o年的财政收入等于文革期问11年的1．45倍。特别是

l 9 8 5年以后，年收入从三千万元到l 9 8 7年为五千多万元，1 9 8 8年又有新的

突破，开创了财政工作新局面。

附：昔宁县1953—1 988年财政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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