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康县财政志

e海康县财政忘掉蝙写组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6 



责任编辑 z戴和

封面设计 z符秉孟

责任技编 z黎碧霞

文字校对 z邓兴球汤杰洪强

海康县财政志

《海康县财政志》编写组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韶关市金启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 s韶关市陵南路 8 号〉

787 X 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4 插页 180.000 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18-02246-4/K • 506 

定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广联系调换



〈海康县财政志〉编篡领导小组、
组长:彭德琴副组长:符兴

成员:陈居树陈尧吴万春

陈汉枢邓兴球

〈海康县财放志〉编审委员会成员
彭德琴符兴陈居树陈尧

吴万春邓兴球袁国章莫炽友

|览馆强 货成德陈汉枢

〈海康县财政志〉编写小组
组长:邓兴球

成员:洪连蔚玉生

主审:蔡庭



目录

'iqdEdpondnununoaununu--nboo--nby414 
/
飞
/
飞
/
飞
/
飞
噜

i
q

臼
。
由
。
白

n
d
A

哇

A

哇

W
D
F
b
F
b

。
o
n
u

。
今
。

"
1
&

督
理

支
监
管

革
备
织
·
·
政
·
入
出
收
与
务

H

员
沿
配
组
制
政
财
支
收
支
外
理
财

人
构
员
团
体
财
镇
收
政
政
算
管
业

构
机
人
党
政
县
乡
政
财
财
预
政
农

机
财
财
财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节

记
章
一
二
三
章
一
二
章
一
二
三
章
一

一
二
例
述
事
一
第
第
第
二
第
第
三
第
第
第
四
第

序
序
凡
概
大
第
第
第
·
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企业财务管理……………... ... ..…. ... ... ... (138) 

第三节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 •.. .•• ... ... ... .…….. (1 59) 

第四节会计事务管理... ... ... .•. ... ...…............... (180) 

第五节财政监督... .•. .•. ... ... ... .... ... .•• •.. ... •.• .‘…. (191) 

第五章农业税... ..• ... ..• ... ... ... ... ... ...…... ... ... ... ... (201) 

第一节田赋……... ... ... ... ... ... ..• ... ..…. ... •.• ..…. (201) 

第二节公粮... ..………………. ... •.• ..…. ... ..…·… (207) 

第三节特产税... ... ... ... ... ... •.. ..…. ... ... ... ... ... ... (227) 

第六章债券…... .•• ..…. •.• ... ... ... •.. .•. ... .•. •.• .•. .•. •.• (237) 

第一节公债... ... ... ... ... ... ... ... ... .•• ..• •.• .•. ... ..…. (237) 

第二节国库券... ... ... ... ... ...…... ... ... •.. ... •.• ...•.. (241) 

第七章财政周转金... ••• •.• .....…. ... ... ... .•. ..• .•. .•. •.• (245) 

第一节支农周转金... ... ..• ... ... ... ... ... ... ... ..……. (245) 

第二节企业技改周转金……... •.. .….. ... •.. .…….. (250) 

第三节预算促产周转企........…. ... ..• ..• .•• ..……. (253) 

第四节 勤工俭学与文教科E周转金…... .•. •.• •.• .•. (254) 

第八章其他... •.. ..…. ... ... .…….. ... ... ... .•. ..• ... .•. •.• (256) 

第一节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在金…... .•. .•• ••. ... (256) 

第二节 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 ... ... .•. .….. •.. ... ... (259) 

附录…... .•. .….................................................. (261) 

后记…... ••• •.• .•• ..• ..• •.. •.. .….. •.• ..• .……........…. .~. ... (278) 

2 



序

盛世修志，造福子孙。编篡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乾隆年间，雷州文杰陈

昌齐，不仅精于考据之学，还长于天文算法，曾参与编修《广东

通志)).主编《雷州府志》、《海康县志》等，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

文化遗产。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十

分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对编修地方

志工作做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使编修史志工作逐步走上了

正常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发展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以国家为主体对社会产品进行的一种分配和再分配，直接影

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雷州

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

的要求。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当代及后世提供借鉴，编

写一部财政专业志书，确实很有必要。在雷州设市的今天.((海

康县财政志》的编篡出版，更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

现实意义。值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海康县〈现为雷州市) .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雷州具有优

越的自然资源环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历代封建王朝，视

为军事要地，曾为历朝郡州路府之处所，故有"天南重地"之

称。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历代封建政府腐败，战事



频繁，雷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县财政税收除向上解缴

外，本级政府支配的财力主要用于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技入

各项事业建设的资金所剩无几，以致地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

倒退滑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国家财政体现

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财政本质。 40 多年来，尽

管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海康财政始终竭尽全力，

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努力组织收入，合理

安排支出，积极促产培财，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康县财政志》的编寨完成，凝聚着全体编写人员几年

来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也离不开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志书

坚持"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以求实的精神、翔实的史

料记述了清末以来截至公元 1990 年海康财政的概貌，反映了

不同历史时期财政分配盛衰荣枯的状况，融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于一体，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诚然，由于史料的残缺，

以及其它各种原因的影响，现已完稿的《海康县财政志》或许

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她作为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新生事物，我市财政史上一朵含蕾待放的鲜花，是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相适应的，必将为今后研究我市财

政经济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①注z张文山同志系雷州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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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们每康县财政志》记述了清末至公元 1990 年期间海康财

政的概况，为雷州市(原海康县)财政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给

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政史料，是一部难得的地方专

业志书。

《海康县财政志》的编篡筹备工作，早在 1986 年就着手开

展。邓兴球、陈峰等同志不辞劳苦，从财政局档案室、县(市〉档

案馆、省财政厅、省档案馆、广州中山图书馆查阅各类档案资

料，深入有关单位找访老同志，默默无闻地奉献了心血。但由

于种种原因影响，编志工作未能持续进行下去。 1992 年 9 月，

县财政局领导班子才又专题研究了编修财政专业志工作，并

决定成立编志领导小组，调整和充实了编写人员。近两年来，

编写组的邓兴球、洪连蔚、王生同志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想方

设法，查阅补充了大量档案资料，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为《海

康县财政志》的编寨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上级有关部

门的领导同志对《海康县财政志》的编篡工作也十分关注，多

次询问修志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从各个方面给予热心的支持。

志书脱稿后，市志办主任、副研究员蔡庭同志又亲自负责审稿

把关，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借此机会，我代表雷州市财

政局领导班予全体成员向所有参加、支持和关心《悔康县财政

志》编寨、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以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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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敬意!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

生。在我国，不论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还是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机器的运转都离不开社会

的物质基础，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物力条件，必然依赖于财

政分配，这就决定了财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

是，财政分配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的性质决定财政分

配的本质。历代封建王朝，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财政是统治

者凭借国家政治权力，无偿地榨取劳动人民血怦的一种工具，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财政。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利益

与人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财政分配是"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海康财政从恢复

建立、巩固提高，到逐步完善，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程。 40 多

年来，海康县财政部门一直遵循"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指导

思想，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不断加强收支管理，

积极促产培财，努力促进收支平衡，致力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和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发展。

《海康县财政志》的编篡出版，是我市财政系统的一件大

喜事。她将为广大基层财政工作者重新认识财政分配的职能、

地位和作用，确立正确的理财观，为推进当前财税体制深化改

革做好各项财政工作给予新的启迪。

①注z彭德琴同志现任雷州市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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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体裁。本志采用记述体，结构上分为章、节、目 3 个层

次。主体部分分为 8 章 24 节，全文共 18 万字。行文遵循"横

排纵写"、"据事直书"的原则，除"概述"外，一般不作议论。

二、记述范围。本志重点记述海康县财政的历史发展和现

状。因财政、税务机关分设，税务部门也拟编写税务专业志，故

本志侧重记述财政机构、体制变革、财政收支、财务管理和财

政监督方面内容。

三、断限。上限为宣统三年0911 年) ，但个别史料可上溯

至清代以前 z下限为 1990 年底。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民国时

期采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也称"建国后"，并用

公元纪年。 1958 年 11 月至 1961 年 3 月，海康县建制撤消，南

搜河北部归属雷北县、南部划归雷南县，故这一时期本志一般

不予反映。

四、资料来源。本志采用数据资料以各级档案馆、图书馆

和财政部门现存的档案资料为主;以有关报刊杂志及口碑材

料为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财政收支数据，以年度

财政总决算反映的内容为准。

五、货币单位。本志的货币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各个时期

政府统一发行的流通货币计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人

民币改革以前) ，均按 1 万元折合 1 元计值后再作表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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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海康县位于雷州半岛中部，东濒雷州湾，西临北部湾，南

与徐闻接壤，北邻遂模县和1甚江市区，南北长 83 公里，东西宽

67 公里，总面积 3532 平方公里。截止 1990 年底，全县设有 21

个乡镇、10 个国营农(林〉场，人口 112.9 万人。现有耕地面积

143.4 万亩，其中水旱田 69. 8 万亩，坡地 73.6 万亩。海康县

境内常年高温多雨，属亚热带海洋性气侯，有长达 406 公里的

海岸线，适宜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素有"鱼米之乡"的美.

誉。 1990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1'3271 万元〈按 1980 年不变

价，下同) ，其中工业总产值 51260 万元，农业总产值 62011 万

元，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22.2 倍、 311.6 倍、 12.2 倍。优越的自

然地理条件，稳步发展的国民经济，为海康县财政提供了较好

的财源物质基础。

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财政随着国家

的产生而产生，国家性质决定财政的本质。清代末期，国家财

政实行统收统支，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财政。宣统二年(1910

年) ，国家试办预算，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次编制国家预算，但

县级地方财政的详情如何，因史料残缺，难于查考。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战事情繁，人民赋税负担沉重，地方

财政收支紊乱。海康的地方财政，概由县公署经管，钱粮征收

尚沿清制。其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田赋是县地方财政筹款



的重要源泉，为省税正供，历史悠久，但各级政府如有需要，往

往附加征收，且呈日趋增长之势。"逊清光绪二十年以前，田赋

尚无附税。附税之征收，始于光绪二十年0894 年) .而达于繁

重苛杂，乃为民国 16 年 0927 年〉以后之事实 0" (<<中国财政

简史》第 231 页)这就是对国民政府推行繁重苛捐杂税政策的

真实写照。

民国 16 年至 25 年的 10 年间，为高度集中地方财力，应

付内战各项费用支出，国民政府将原划归地方的税源，一概交

由省级财政把持。县级财政既要张罗本级政权的日常开支，又

要筹措上级委办的经费来源。民国 18 年，为缓解财政困难，海

康县奉令筹划整顿地方财政事宜，编制财政收支地方款预算，

并将其划分为地方公款、警察款、警卫队款、学款四类。但从县

地方款收支预算对比来看，年收入仍不敷支出 4430 元，其中

安排用于地方军警费用开支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44.5%。据民

国 18 年的调查史料记载，海康县总户数 50032 户，人口

320195 人，以农业经济为主，水田以种植水稻、蒲草为多，年

产值 200 余万元 z 花生、糖菁、产值 23 万元;滨海居民多以捕

鱼、晒盐为业。财政税收重点来源于农业，年国税收入额

58333 元，县属地方税收 101274 元。·民国 25 年 12 月"西安

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家政局趋于统一，

国民政府着手整理地方财政。海康县地方财政预算始由省代

编，年收支预算总额为毫洋 84944 元。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为安定民心，巩固其统治

地位，曾经实施一些改革地方财政的新措施。民国 24 年，海康

县废除了地丁钱粮制度，将田赋改按调查田亩后评定的地价

征收临时地税。至民国 29 年的 6 年间，海康县共征起临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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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 344316 元。同时，实施钱粮新税率，废除苛捐杂税。据史

料记载，民国 25 至 27 年，海康县共裁撤地方苛杂附加 60 种。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县级财源相对缩减，尤其税课收入甚

微。从民国 25 年、民国 26 年、民国 28 年 3 年的情形看，海康

县县税岁入预算数(含附加)仅占岁入总额的 7.9% ，而上级

补助款却占 48.3%。县地方财政收入不足，而支出日见增加，

常年入不敷出，寅吃卵粮，最终负担仍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肩

上。由于战乱破坏，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财政负担.

沉重，步履维艰。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影响，保证军粮供应，民

国 30 年 7 月，海康县田赋改征实物，先后采取征实、征购、征

借的"三征"制度，而且计征标准越来越高。国民党政府推行田

赋"三征"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此外，为填补收支

缺口，筹集"抗战"经费，海康县先后承销了救国公债、国防公

债、同盟胜利公债等国家债券。据统计，仅在民国 30 年至 32

年的 3 年间，海康县承销国家战时公债、同盟胜利公债配额就

达国币 97.3 万元，美金 3.9 万元(实销额不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加紧进行内战准备，不断扩

大军费开支，财政用于其他各项事业建设的支出所剩无几。从

海康县地方财政年度预算来看，用于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和

社会救济及抚恤五方面的事业建设支出，民国 33 年为 34.

8%.但到民国 36 年仅占总支出预算的 17.9%. 民国 37 年、

民国 38 年又分别下降为 14.6% 、 14.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财政体现了"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社会主义财政本质。海康县财政贯彻执行"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财政预算坚持"量力而行，

量入为出"的原则。为了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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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海康县财政部门坚持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方向，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使用资金，促使财政收·入

由以农业税为主逐步转向以工商税、企业利润为主，县财政支

出由以供给行政经费为主，逐步转向"一保吃饭，二要建设"的

双重管理轨道。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 ，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

下的支离破碎残局，海康县经济衰落萧条，百业待兴。 1950

年，全县社会总产值不过 6400 多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

85% ，具有全民性质的工业企业也仅有 4 间。同年 4 月，随着

粮食、税务机构的分设，海康县人民政府设立财政科，统管全

县财政工作。县财政部门贯彻执行国家统一财经的方针，积极

推进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为国民经济

恢复创造条件。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海康县财政继续贯彻执

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建立了县一级国家预

算，财政管理体系趋向完善。县财政工作坚持运用财税杠杆配

合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经济建设。 1954 年，全县拥有工厂 10

间(其中 z地方国营 7 间，公私合营 1 间，私营 2 间) ，工业总产

值 987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3. 1 倍。 1956 年底，县国营商业

专业公司发展到 13 个。"一五"时期，海康县财政预算内收入

564 万元，年均递增 27.44% ;财政预算内支出 1084. 2 万元，

年均递增 19.56% 。

1961 年，海康县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展整厂整风 s清仓查库，推行"三

包一奖"，处理下马厂，促进了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县财政开

始执行新的预算管理体制，重新核定了农业税计征面积、税收



负担，适当调整了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业投入。国民经济调

整时期0961-1965) ，海康县财政预算内各类支出占总支出

的比例为:经济建设类 32.25% .文教科卫事业费类 36.19%.

行政管理费类 19.85%.社会福利及抚恤救济费类 8.01 %.其

他 3.70% 。

"十年内乱"期间 0966一1976).海康县财政管理各项规

章制度遭到破坏，财政收支状况基本上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海康县财政工作深受极"左"路

线影响，县财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1973 年 6 月，县财政局机

构恢复。但由于"路线教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

运动的影响，海康县国民经济发展缓慢，财政管理制度有待健

全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康县认真贯彻"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

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收支管理在拨乱反正中逐步

走上正轨。 1979 年，海康县财政预算内收入 2462.5 万元，预

算内支出 1245. 7 万元，分别比"文革"初期的 1966 年增长

70.49% 、 167.49% 。针对财政收支结构的不合理状况，海康县

适当调整了个别工商税税率，扩大了农业税减免范围，增加了

人员调资、补贴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支出。

1980 年起，为了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扩大促产培财，发展

地方经济，海康县财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有 z①充实财

税职工队伍，实行财政税务机构分设。分设后的县财政部门，

主要掌管企业收入、农业税、其他收入，拨付财政支出，监督财

政收支;编制财政预决算。②执行第一个财政大包干计划，由

"吃大锅饭"改为"分灶吃饭飞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经费包

10 



干，节余留用，超支自负，节约奖励"的管理办法。③改革财政

资金使用制度，发展地方财政信用，由单纯的无偿拨付改为无

偿与有偿使用相结合，先后增设了支农周转金、勤工俭学周转

金、预算促产周转金、企业技术改造周转金和文教科卫周转

金。④试行基本建设投资"拨改贷"和"以税还贷飞国家实行

利改税后，海康县财税部门允许部分国营企业按上级批准的

计划，用新增的利税归还基建贷款。"六五"计划时期0981-

1985) ，海康县财政预算收入 11226 万元，年均递增 6. 16% , 

比"一五"时期增长 18.9 倍 F财政预算内支出 10297 万元，年

均递增 26.47% ，比"一五"时期增长 8.5 倍。

1985 年起，海康县执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的新财政包干体制，并在 21 个区(镇〉建立了乡级财政。为适

应新形势的需要，县财政致力于完善管理机制，狠抓财漉建

设，大力组织收入。制糖工业企业上缴的税收已成为海康县财

政收入的重点来源，糖税收入占县预算收入总额的 28.32% 。

1985 至 1990 年的 6 年间，除批准雷城、唐家、雷高、龙门、北

和、下市桥 6 间国营糖厂用新增糖税归还基建贷款"6329.7 万

元外，全县入库糖税 7703 万元，年均递增 22.08% 0 1986 年

起，县财政逐年增加了农业投入，到 1990 年底止，共拨付支援

农村生产资金 1835.6 万元，年均递增 46.3% 。同时，增设发

展粮食生产专项基金 .5 年投入 601 万元，主要用于海康县东

西洋地区商品粮食基地建设，有效地促进粮食生产发展。1987

年起，海康县对国营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先后开征了

耕地占用税和恢复征收契税。"七五"计划时期 0986-1990) , 

海康县预算内收入 24572 万元，比"一五"时期增长 42.57 倍，

比"六五"时期增长1. 19 倍 F 预算内支出 26015 万元，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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