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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改革开放，经济El益发展的大好形势．t。_(临高县
“

r’

财政税务志)出版了”这是继<临高县志>出版之最，我县

又出的第_本专业志，也是县财税的第一代志书，这是全

县财政经济工作中一件大事，县财税史上的创举，使我感

到衷心高兴。 ，

财税工作，是我们党的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实现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重要

工具之一。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经济领域，财税工作日

益显出调节生产经营活动，促进和椎动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社会的改革开放，必然引起

经济领域以及各部门的变化和发展。随着经济不断的发

展，不论在财税自身改革方面，还是在配合其他经济改革

方面，都要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逐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财税管理制度。

本志以真实的资料，描述财政税务的历史和现状，基

1



本上反映不同社会制度，财税的本质和结构也有所区别，

它作为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资料书，对帮助

广大青年了解财税工作所走过的道路，以利于得出规律

性的认识，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使财税

工作为我县整个经济建设服务。
。 扣

志书是官书，修志工作，是一项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而细致的工程，没有信心决心，是不可能完成的。本志在

县委、县政府各领导的重视下，省财税志办、县志办和编

纂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编写人员经过3年暑寒的艰辛耕

耘，三易其稿，终于问世。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较全，实事

求是，既‘述成绩，也写失误，写出临高财税的特点，是本好

书，可作今后的历史文献。于是，作出此序：以表祝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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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路远，立足于解放后临高
县财税发展情况。用历史的资料，新的体裁，新的方法编

纂，以记述体行文。’ ，

·2．本志横排纵述，横排门类，纵述史事，纵横结合，以

时为序，设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税管理3篇,20章、64，

节。书前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上限1875年(光绪元

年)，下限1990年，部分记述，因事而异，适当上溯下延。

3．本志烈现代行政区划为范围，历史上的区划变动

按其自然演变记述，如和庆区编到1956年划归那大县止，

1958～t960年，合并澄迈县，不入本志。

4．本志为专业志，对于党团组织，文化生活部分省

写。、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全国全省性的财税方针、政

策、规定等，一般不录全文，着重选述临高县执行过程的

实事。凡不与本县收支有关，概不记述。

’“^*“一“一一一“⋯’图表代为事明。各项统

解放后以临高县财税统

鲞。

王纪年，注公元纪年；民

}公元纪年11年，即是民
1



国纪年。

7．本志世代称谓，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

系是1912～1949年；民主革命时期、民主政府，属于1950

年4月成立临高县人民政府前；解放前、解放后，系指
1950年4月21日本县解放前、后。建国后、新中国成立

后，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8．本志计数单位，银块用两、钱、分、厘、毫、丝、忽、

微；光洋、国币、人民币用元、角、分、厘；民国和民主政府

的计数单位，光洋用元，国币用万元，对用过的旧人民币，

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计算；面积用公顷(15市亩)、平方

米；重量用引(400斤)、斤、两、钱、分、厘，解放后用吨

(1000公斤)：公斤(1000克)；解放前米谷量用石、斗(簦)、

升、合、勺、抄、撮，数字用阿拉伯字书写。

9．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广东省、海南省、临高县档

案馆，广东中山图书馆，海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临高县财

税档案，摘录<正德琼台志》、<琼：：}}l府志>、≮海南岛志>、

<广东财政纪实>、<广东财政概况>、(广东田粮通讯>、<广

东地方纪要>、<临高县志>的资料，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

出处。

2



概 述

临高县，位于海南岛西北部，东经1090304～109。53j，北纬

19'34’--20*02。之间，全县总面积1371平方公里，海岸长7l公里，渔

港11个，人口239625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盛产米、糖、油、鱼、

盐。现水利纵横，林胶并茂，工商兴旺，人民安居乐业。

临高县财政税收，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着不同

时代的特色和临高风貌。隋朝财政收入，以田赋为正供，以地丁户

为课税，土地计口收租。以丁征庸，按户课调。以其时之政治思想，

以土地人民为施政对象，对保护之土地，则收租；保护丁户，则征课

庸调。财政收支，量入为出。至唐中叶，废除租庸调，实行均田制，

以亩论科，丁户并于地，商贾税30收其1。财政收支，量出为入。

宋代开征义仓税、牛筋角、蚕、盐、茶、滔税和契税。绢代效仿租庸

调，论田亩计赋，按户征均徭，以丁课民壮。初以田赋为正供，其他

杂税次列。洪武六年(1373)后，土贡、均平、民壮、驿传、渔税、窑冶

税、纸扎税、赁房税、地利税等迭出。变成枝大于本，杂多于正。嘉

靖三十八年(1559)，其他杂税收入5573两，占财政总收入

67．99％。明中叶政治日趋黑暗，赋役不均，偏累小民，民穷逃亡．

赋额顿减。万历十二年(1584)，进行赋税改革，先后将均徭、均乎、

民壮、驿传银4364两，统入田赋一条鞭法，农民负担不起，迫得农

民革命爆发，沉重打击统治者，直至崩溃。 、 ．

清代临高，虽处于多灾多难时期，税赋仍不断增加，顺治十年

(1653)，增征丁赋银1875．82两，顺治十八年(1661)，又以国用不

足，增派练饷银3675．82两。康熙元年(1662)，加派南工匠银、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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