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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锦州市财政志》记述了近一百多年来，锦州地区经济与财政

发展变化的重要史料。为了修成这部史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积

累了540万字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此第一部志书问世之

际，仅向修志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感谢你们为锦州财政建设做出

了一大贡献。

《锦州市财政志》真实地反映了从1 840年到1985年不同历史时

期和不同朝代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体制、财政管理、’财政

监督等诸方面不同特点的宝贵历史资料。它对研究我市经济发

展，揭露解放前官府衙门，鱼肉地方，盘剥百姓，官逼民．穷，记

述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整治锦州经济，发展锦州各项事业，在发展

经济的基础上，组织收入，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积累社会主

义财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特别是

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锦州财

政为了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减税让

利政策，藏富基层，支持改革开放，以及认真贯彻治理整顿，不断

深化企业改革，抑制通货膨胀，压缩基本建设支出，控制集团购买

力，坚持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赤字等的生动历史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锦州市财政志》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它不仅总结了过
。

去，也必将影响今后和将来，我市广大财政、财务工作者，都应把

它做为一面镜子，对照历史记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在市委、市政府

领导下，发扬历史功绩，为我国四化建设广辟财源，支持各项事业

．发展，再登新台阶，做出新贡献!

ILfoJ金睥国印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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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锦州市财政志》的编辑工作，在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

我局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85年8月，锦州市财政局成立《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局

长吴国金为组长，总会计师张森荣、督导员肖安勤为副组长，十二

名科长为小组成员，抽调四名干部组成编写办公室，随即开展工

作。四年多来，经过三个阶段：第一，在1988年末以前，由编写办

公室主任李玉忠、副主任王树林、王振国同志分别主持下，学习外

地经验，制订篇章规划，组织人力调查，搜集整理资料，同时编写

完财政概述、财政机构、财政大事记等三篇送审稿；第二，在1989

年3月末以前，离休人员刘正安、王振国、韩铁石、高庆丰等同志，

边搜集资料，边整理编写出财政管理篇的送审稿；第三，在19 89年

lo月末以前，由刘正安、韩铁石分别编写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两

篇送审稿。最后经《财政志》领导小组长审定上报锦州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批准印刷。

、 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贯彻执行：第一，坚拖丛马歹!i主／。

义、耵’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

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锦州
一 市的财政收入、支出、管理等的历史和现状；第二，遵循搿横不缺

项，纵不断限，详今略古，重点突出和事以类从，事近则聚”的原

则进行编写的；第三，所用资料，全部经过考证核对，去伪存真，

填缺补齐，分析筛选，翔实致用的；第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述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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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观点自见和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的办法进行编写的。最

终编写成6篇26章8 1节37万字的财政志书。

本志的资料来源于锦州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税务局、

统计局和本局各科室的综合资料及各有关部门保管的历史资料。

还有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吉

林市、长春市图书馆、档案馆和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文件． 刊

物、统计资料、决算报表等。此外走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锦州市财政局的历任局长李宽华、胡叙伦、秦松、梁泓、盛洗非、

陈枫和现任局长吴国金等领导同志，他们分别为本志提供了宝贵资

料。以上共搜集抄写复印历史资料1．4万多页，540多万字， 装订

186卷，为编写本志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由于历史的种种原

因，对清末、 民国、伪满时期的财政史料，无处查找，残缺不金，

编写时只能就掌握的资料，加以整理入志。

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曾蒙各有关单位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大力

支持，特别是老财税工作者王书壁、王喜林、才镜心等同志提供了

许多珍贵资料。原编写办公室李玉忠、王树林、王振国、高庆丰等

同志，先后调出或离休，他们在职时的辛勤劳动，为编写志书付出

很大精力，打下有利基础，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编写《财政志》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工作任务，其内容广泛，

时间跨度大，有些历史资料不金，加之我们初次编写志书，政治政

策水平不高，写作能力有限，简陋谬误之处所在必多，请阅读的同

志批评指正。

《锦州市财政志》编纂办公室

1989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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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方志体例，横排竖写，采用记、1志、表等综合体

裁，以文字记述为主。

二，本志上限从1840年起，下限至1985年止。

。 三，本志对锦州市名和区域表示方法有四： (一)锦州市(昔

称锦县)或锦县(今锦州市)； (二)1937年(伪满康德四年)12

月1日以前写锦县，以后写锦州市。1938年1月到1948年10月的锦州

市包括市内各区和近郊区； (三)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的锦州

市(其中：1958年前是指市内各区和近郊区；1959年以后是指市本

级和七个县、市、五个区或三个区)。个别地方有用“锦州地区一

来表述锦州市的； (四)锦311市本级，是指市直预算单位，不包括

县区；锦州市区，是指市内凌河、古塔两区和市郊区(后改为太和

区)。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三级结构，节以下用一、 二、 三、

⋯⋯；(一)、(二)、(三)⋯⋯；1、2，3⋯⋯；(1)、

(2)，(3)、⋯⋯；①、②、③⋯⋯等层次来表示鼻——⋯，～
L⋯。’、咂、本志数字订量表示举例如下： (一歹一公历年月日和年

．令，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1949年10月1日”、 “50岁’’等；

(二)世纪年代和农历年月日，用汉字表示。如“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 “子丑年二月初五”等； (三)年代，用公元纪年

和朝代年号表示。其中：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后面括号内注公

元纪年，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 。宣统二年(19 lo年)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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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用公元纪年后面括号内注当时年号， 如·1912年

(民国元年)一、 甜1937年(伪康德四年)一、 。1947年(民国三

十六年)一等。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只写公元纪年。如“1948

年"、 “1950年’’、 “1985年’’等； (四)习惯用语中的数字．用

汉字表示，如“十一届三中金会”、 “第二季度Ⅳ等； (五)

文字中的分数，写“百分之八”、 “五分之二"。图表中的分数，

写口8％”， “2／5”等； (六)货币金额单位，按历史资料记

载的实际进行记述，以求保持原貌。财政大事记中的金额单位，

1949—1950年，按东北币的亿元记述，195I．---1954年，按旧人民币

的万元记述，1955年3月1日以后，按新人民币的万元记述。其他篇

章全部折合成人民币的元进行记述。本志中的金额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来表示。如“0．6元一、 Ⅳ1．56元一． “197元一， “178万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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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为保证实现国家职能而服务的工具。它随着国家的产生

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家的变化而变化。近百年

来，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前仆后继，终于取得了胜利，使国

家政权和社会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政权的变化，

’我国财政也经历了由君主制国家财政，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 僚资本主义统治国家财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三

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和过程。

地方财政，也是为地方政权服务的工具。清代，地方行政．机1

构，是在中央集权制下，设道、府、州、县等地方政权。锦县(今

锦州市)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锦州府，治锦县，管辖广宁县

(今北镇县)、义州(今义县)、宁远府(今兴城市)、锦西厅

(今锦西市)、盘山厅(今盘锦市)、绥中县等。宣统三年(19 I 1

年)裁锦县并入锦州府。中华民国成立后，19 13年(民国二年)裁

锦州府设锦县，属于奉天省辽沈道。1928年(民国十七年)废除道

治．1929年(民国十八年)奉天省改为辽宁省。从19 12——193 1年

锦县(今锦州市)的财政机构的名称，几经更换，分别是锦县地方

收捐处、锦县地方财产处、锦县财务处、锦县财政局等。1931年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I 1月20日将辽

，宁省改为奉天省；、1932年(民国二十_冬)!月3日又强占锦州，，

并把锦县置于奉天省管辖之下，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在锦县设

锦州省公署。193T年(伪康德四年)12月，置锦州市，实行市县分

治，省、市、县公署均驻在锦州。锦州的财政机构，也随着国家的

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而交化。1932年到1945年，伪满洲国设锦县公署

财务处(财务局)后改为锦州市公署财务科。1946年到1948年10
⋯

月，国民党政府设锦州市政府财政科后改为财务科。锦州解放后，

》己／“
／



锦州市人民政府设财政局，，一直延续至今。

本志书按专业志横排竖写和横不缺项、竖不重复的原则，共分

为六篇。4第一篇概述，第二篇财政收入，第三篇财政支出，第四篇

财政管理，第五篇机构人员，第六篇财政大事记等。篇下设章分

节，形成本志书的基本结构。本篇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

理等内容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分别概述如下。

一、财 政 收入

我目清代的财政，是封建君主制的国家财政。它的特点是列强

侵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靠增加赋税来转嫁平民负担。19 1 1年

以前，清末的财政，不分中央和地方，从上至下均采取“统收统

支”的中央集权制办法。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各府、州、 县的庄

头、商贾及平民交纳的各种田赋税捐。其权力完全掌握在中央政权

手里，各级财政官吏，全部由中央政权派遣，各府、州、县所收缴

的赋税，全部上缴内务府。光绪二十七年(190 1#-)锦州府设有庄粮

衙门(前称管庄衙门)，从事收缴钱粮工作。下属67个纳粮庄头，

通过2 16个小庄头向广大农户收缴钱粮，然后再向锦州府庄粮衙门

交纳，由庄粮衙门送交内务府广储司核收。1901年，清政府与美、

英等十一国，签定《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亿多万两，加上国内

军费开支浩大和财政收入枯竭，随即责令各府、州、县向中央多多

缴纳“摊解"。各府、州、1县，便以筹集赔款为名，大肆增加税捐

税目和“摊解一，从而进一步转嫁给平民，增加平民负担。此外，锦

州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采取丈放(量)土地的办法，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共多放出熟地21万亩，按规定当年交纳赋税。次年

(1906年)又将旗人(清代贵族)的“三园”(房园、 坟园、 园

栏)契税，由将军衙门征收，改由地方统捐局征收，并按期上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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