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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一九九。年四‘月始，经过编纂人员一年又九个月辛勤的收

集，整理，编写，《怀化市财政志》面世了。它以翔实的资料，

数据记述了一九四三年怀化建县至一九九O年财政发展的历史。

短短四十八年，怀化经历了新旧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志书综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记述了政治的兴衰

和经济政策的芷误给财政带来的影响I揖示丁经济决定财政的客

观规律，并力求通过对不同政治、经济时期财政体制，政策、制

度变化的记述来探求生财，聚财，用财的发展规律。

值得补充一点的是，一九九一年市财政总收入5255万元，总

支出5055万元，收支均突破了5千万元大关，登上了新台阶。

本志的编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mIj，秉笔直书，忠于史实．做到详略得体、重点

突出，内容完整。编写中，承蒙《怀化市志》办公室的指导。编

写人员进朽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他们不畏

琨辛，日夜操劳，编目几经修改，文字反复推敲，为本志成书作

出了贡献。

藤本志成为识古鉴今，启迪后人之作。

谢仲南

一九九二年元一



凡 例

一、宗旨-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相历史唯物论为指导，

据实记述怀化财政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服务。

二、断限。上限一般始于1943年1月建治，个别事物上溯历

史发端，下限一般截止1990年，个别重要事项延至搁笔。

三、范匿t 。怀化市”含1983年撤县并市前I冲体化县，镇。

四、计量。1949年10月l目以前，按原通用计最单位记述，

1949年lo月1日以后，～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记述。

五、货币；1955年3月1日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一万元。折成

现用的新人民币一元计算。

六、资料；来自历史档案，志书，史书、财政决算报表，数

据前后不符的地方，另加说明。

七、文体-运用语体文，记述体，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

专志为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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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财政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一部分产品的分

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促

进向制约作用，民国32年(1943)建县以来，怀化财政经历了民

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

的路，影响并推动着怀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怀化处于官僚、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统治，财

源枯竭，收不抵支，财政本质上是“取之于民，用之干官”，民

国32年建县以后，苛捐杂税很多，既有官税，也有匪捐，官来匪

去，官去匪来，轮翻派粮派款，连农民家火炉坑都要捐款，财政

牧人主要是税收，民国33年(1944年)县财政收入345．9万元，

税收占75％，蕻中，国税收入占24％，自治课税收入占49％。财

政支出359i2万元，大部分用于行政和保安经费，这二项支出，

占财政支出的53％。而人民需要的经费支出的比重极小，文教事

业费占9％，卫生事业费占q．2％。民国35年(1946)国民政府

发动内战，给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增加新的支出，于是加紧搜括

民财，怀化县政府将牌照税，房捐，筵席税，使用牌照税均提高二

至五倍。为了扩充军备，进行反共反人民战争，县田赋处向全县

13个乡·(镇)派购军粮7642担。民圆37年(1948)将田赋又增加

一倍多，曲原每元赋率四斗，’增加到八斗六升，还加派保安士兵

谷捐等，适得变不起粮款的农民背井离乡，田土荒芜，物资紧

缺，物价恶性上涨。县级预算直线上升，t948年预算收入为

21{．6577亿元，比1943年增长2；728倍，预算支出为62．4058亿元，

收支薅抵，-赤字33．"／48亿元．县政府呈报省政府要求补助，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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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政也相当困难，全赖中央补助度日，中央财政又是靠大量发

行纸币维持政局。民国38年(1949)初，怀化物价继续上涨，纸

币失信于民，市面上拒用，民间交易，采用以物易物，对公教

人员薪饷也改发实物(稻谷)．县预算全县公教警丁薪饷及办公

费用，每月需支稻谷1，527担，由于“民穷财尽”，此数无法支

付。县财政科长于1949年5胄逃之天天，，事实上民国时期体化县

财政巳全面崩溃。 ·“
一 ·

’ 。。 ⋯’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财政回到人民手

中，废除旧体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予民”，经济建设

逐年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
、 ”

‘’

一，臻苦舒业时期(1949一1957)’
， 1 r“

●

1949年11月1阳，休化县人民政府成立，设立了财穰科。简

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财政，一无钱，￡无粮：面对怀化县群众生

活艰苦，±匪猖獗，社会不安定，部队、地方干部急需粮款供应

的特点，财粮科主要任务是征粮筹款，保证供给。财粮千部配备

后，由县领导带队，深入农村，各区干部全力以赴，发动群众，

配合解放军剿匪，利用原乡、保、甲长征借公粮，进度缓慢，群

众顾虑土匪报复，’有粮不敢报。后来改变策略，‘直接抓大户’将

张家村大地主张化南，芦坪大地主陈祖虞，石门大地主拳国钧家

属，杨村大地主滕国英，聂家村大地主陈绪武等人召列县里，讲

明政策，交待任务，限期完成缴纳公粮任务。‘这一方法推广到各

区乡都从大户抓起，对贫苦农民，则采取缓变碱免交政策，深得

人心，加快了粮食征借进度。到年底粮食入库347．5万公斤；稻

草27万公斤，木柴23万公斤，保{五了第二野战军过境部队的供

应， (怀化市文史资料第三辑96页)。’同时各区干部配合筹款，、

在农村集市按政策收税，解决行政单位工作人员供给困难．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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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根据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萼则》，废除了民国时期的

苛捐杂税，将民国时期各种税捐简并为11种，减轻了人民负担。

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号召农民开垦荒用荒地．谁种谁收，免征

农业税，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任，全县开垦荒田一万余亩。1951

年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投资1．2万元，办了电厂、印刷厂，花桥

铁广。1952年继续投资5．2万无，工农幢生产开始恢复，税源增

加．三年经济恢蒸时期，财致收入年平均7 4．?万元，1952年为

90．6万元，比1950年增长107％。

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怀化县财政酾绕党

舶中心工作，运用税收的髑节作用，像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促进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上

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灾情和社会两项减免了稻谷453万公斤，还

拨给互助合作专款2．7万元，促进了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对私

改造上，对合作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在税收上从宽从简，对私

营r商业则按其影响国计民生．为程度，分别采取减轻或加重税

收，加速了对私营工商业妁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困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不断发展壮大，为广辟财源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均收入152．3万元，

比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年均牧入增长103％，1957年财玻收入为175

万元，比1952年增长94％。1957年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入占

55．6％，来自工商税收入古39．4％，来自其他收入占4％。

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政权建设，民主改革，恢复和

发展工农业生产。1950年只有彳亍政管理费支出，1951年至1952

年，文教卫生支出占41．5％，行政管理赞支出占18．5％，经济建设

费支出占18．3％，优抚救济支出占7％，其他费用占l 4．7％，第

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财政支出行政管理费上升到43．4％，文教卫生

支出略有下降占31．5％，经济建设费支出占1 5．2％，优抚救济和

其他支出占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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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徘徊前进时期(1058--1976)

．1958年"z虿1976年，经历了“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政

治运动，怀化财政出现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

财政收入始终徘徊在200万至500万元之间。1958年至1976年的19

年中，平均年收入为307万元，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问，工业“大干快上”，商

业“大购大锖”，农业“大放卫星”，银行大量投放现金。在

“浮夸风”影响下，财政提出“多收多支一“大收大支”等不切

合实际的口号。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的1960年，财政收入反而

比大丰收的1957年增长124％，主要是为了搞好货币回笼，商业部

门经营高价商品，交财政利润较多。由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

夸风和自然灾害的危害，1961年工农业生产大滑坡，财政收入下降

到165万元，退到1955年水平。从1961年开始贯彻中央提出的“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将财政税务机构分设，恢复了

基层财税机构并充实了财税人员。财政干部配合人民银行，企业

主管部门，对工商企业开展了清仓核资工作，对大跃进中的“一

平二调”进行了清理退赔，支付退赔款78．9万元，退赔期票39．5

万元，表明县政府决心纠正“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的错误，

稳定了农业生产。经过三年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财政收

入也随之回升，1965年比1961年增长57％．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财政工作一

度陷入瘫痪，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势很猛，工厂停工

停产闹革命，党政机关受到冲击，1968年县财政局被撤销，财政

干部拉出机关，去“五七干校一搞“斗，批，改”，财政收入受

影响，企业收．k．11年中有5年出现负娄b最突出的是1975年负

119万元，本级财政有四个年头支大予收。由于开展了增产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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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以及省地

给予适当补助，财政收支才得以保持平衡。
一

1958年至1976年，本级财政支出年均为328万元，多于财政

收入21万元。在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占49．7％，文教卫生费

占25．1％，行政管理费占20．5％，优抚救济费占3．6％，其他费

用占1．1％。从支出结构看，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其次是发展

文教卫生事业，基本上适合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奠定上升时期(1977—1985)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

结束，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蓟抓经济建设上来。在中共十一盾

三中全会的方针指导下，财政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革，财政收

入稳定上升，1977年至1985，年均收入达1205万元，bEl958年至

1976年，年平均收入增长292％，1985年收入达1991万元，bLl976

年增长Z46％。 -

1977年怀化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

展。1980年财政收入突破1000万元大关，并年年上升。为了适应

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在财政体制，企业财务，税收政策、支出

管理等方面选行一系列改革。在财政体制上，省财政对怀化市先

后实行“收支挂勾，增收分成”和“斯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

吃饭，一定五年”的财政体制，1985年超实行“定额上交、递增

包干，超收全留”的财政体制。1984年根据省委5号文件精神，

为了加强乡(镇)财政管理，按行政区划建立了32个乡(镇)财

政所·1965年市财政对乡(镇)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

交，超收分成、短收分担，支出下拨，节余留用，一年一定”的

财政管理体制。在企业财务管理上推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等

办法，1981年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润包干，超收分成，亏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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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和“亏损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分成”的经济承包法。

1983年对国营企业(除煤炭、农机暇户)全面实行了第一步利改

税，1984年实行了第二步利改税，把国家与企业之闻昀分配关系

用税法形式固定下来。在农业上，1979年对农业税实行200公斤

起征点的政策，1980年执行稳定农业税负政策，一定三年不变。

1 983年随着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税收采用

“基数在队，任务到户，减免到户”的办法。此外，还对行政事

韭单位实行了预算包干办法，对一部分财政资金实行了有偿周转

使用的办法，建立了支农周转金。这些改革，调动了部门，单

位、乡(镇)发展生产和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也促进了财政收支

的增长。
、

财政支出，按照“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一的原则，逐步增加

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投入。1p77年至1985年，总支出审t文

教，科学卫生支出占3'6．3％，经济建设费有所减咖，占33．；％，，

行政管理费占20．5％，优抚救济费占4．3蟛，价格补贴占0．9％，

其他支出占4．8％，1985年文、科、卫支出}h1976年王孽长4．1』瓿

支出结构摹本食理。
“

四、兴旺发达时期(1986—1990)

1986年至1990年是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中

央关于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指BI下，对行政事业财务I

企业财务以及预算外资金管理，作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市属行磅

事业睁位实行“预算包干，节余留用，超支不补，有奖有羁p的

办法，1988年1月1日起，进～步加强工资基金管理，一个单位只

准在一家银行开户支取工资，对未经编委同意凋进的人凰，不堪

加工资基金，财政不予拨款．1986年lo足开始对市屑部分事业，

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专户储存，财政代管”．1987年8．



月对市属各行政事业单位，事业性质的公司、扬、站的预算外资
金实行全面管理，并对集申管理的资金，制定了融通管理办法，

对投资少，见效抉的项目择优扶持，变死钱为潘钱，“放水养

鱼”，培植财、源，支持企业发展生产。1990年累计储存金额2088

万元，融通资金5￡5万元，创经济效益86万元，创税利20余万元，

解决了52个企业燃眉之急。1988年对38户国营工商企业推行厂长

(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抵押承包制，撩“包死

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Ⅲ叽以1987年实现

利润为基数，定上交任务。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勾浮动。1986

年开征了农林特产税，开蔹的品种有水果，茶叶、药材、苗木．

楠竹，成鱼等。对农业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农

业税负，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七五”时期工农业生产迅速发

展，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4．16亿元，比1985年增长77％，这五年

财政年平均收入3，564万元，比1977--1985年平均年收入增长

1．95倍，连闯年收入2000万，3000万、4000万元大关，1990年财

政收入4591．2万元，比1985年增长1．3倍。1986年至1990年财政

共支出1．8646亿元，经济建设费支出占20．9％，文教卫生费支出

占36．2％，行政管理费支出占17．3％，优抚救济费支出占4％，

价格补贴支出占18．9％，其他支出占7．7％，这一时期支出增长最

快的是价格补贴，1990年￡E1985年增长5．2倍，其次是文教卫生

事业费支出增长1．3倍，经济建设费支出增长1倍。

怀化市财政工作，在市(县)委和政府领导下，全体财税干

部积极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镣，坚持为人民聚财，理

财、用财，艰苦奋斗，克服各种困难，作出了好的成绩，财政收

入从1950年的43．7万元，上升到1990年的4591万元，增长104倍，

四十二年累计完成财政收入8．551亿元，累计完成财政支出3．676

亿元，四+二年中，有四十年收支平衡，略育节余，有二年出现

赤字，1989年决算赤字285．IYY元，省财政审查决算批复中弥{b106



万元，减少上交29．2万元，实际赤字149．9万元，1990年决算累

计赤字575．3万元，省财政审查决算批复中弥补60万元，返回多

上交耕地占用税o．5万元，实际景计赤字514．8万元，1953年至

1990年38年中，上级财政补助收入1．3456亿元，同期上解支出

1．2885亿元，收支相抵，上级财政净补助怀化市(县)财政57'3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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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32年(1943)1月1日，建怀化县，并设立财政科，民国

35年5月，首任科长自桂章．

同年，芷江县捌来田赋4876两，辰溪县削来田赋725两，黔

阳县划来田赋424两，组成怀化县田赋税收6025两．
‘

民国33年C 1944)，征购公粮，改为征借公粮，不发价款．，

民国35年(1946)，怀化县被湖南省政府确定为贫瘠县。拨

得扑助款1．4亿元(系贬值法币)．

同年lo月30日，怀化县税捐征收处榆树湾分处发布盒字25号

函，将牌照税，使用牌照税，房捐税提高二至五倍．
‘

民国37年(1949)3月15日，恢复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

税·规定了起征点与税率． 一

同年，由于内战扩大，物价恶性上涨，怀他县预算赤字达

33．75亿元，6月7日，县长刘佛林，电请湖南省政府主席，汇

拨下半年度补助款7．77亿元，应付困难，省政府分文未拨．

同年12月16日，根据省府民计财三字第1779号代电，怀他县

公教人员。警、丁，侠待遇改发实物(稻谷)，最高的县长每月

支谷八石，最低的公了每月支谷一石一斗．
’。

民国38年(1949)5月，财政科长李绍楷借下乡为名，一去

不圆，遘之天天． ’：

同年5月20日，怀化县举行第一次扩大县政会议，参加会议

的宵各部门头头83人，研究讨论19项议亲，主要是如何群决财玻

田堆，驻军给养和员工生活无法维持等问题．

同年10月5日，IE县政府停止工作．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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