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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福建省财政厅长潘心城{中)在临石狮指导工作。

2006 年分管财政工作的石狮市委副书记张贻山(右一)

。



泉州市委常委、石狮市委书记、市长李建国及其他石狮市领导为"石狮市会计核算中心"揭牌。

石狮市委书记何锦龙(后排，中)参加福建省财税局长会上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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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伟强局长在先进性教育活动分析会上讲话

石狮市财政局班子部分成员(从左至右)黄诗建、张永安、杨金华、林强、王连来、许为民。

。



石狮市高文俱副市长带领财政人员深入企业开展税源调研

石狮市财政局张永安局长深入辅料市场调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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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财政局组织业务培训提高财政干部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

参加会计知识大赛的石狮代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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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一项盛事 。 编篡《石狮市财政志》既是前所未有之举，也是得益今人、惠泽后人的工作。

此次编志往上尽量追溯，下限截至 2007 年，主要时段为 1988 年至 2007 年，这是石狮建市的二十

年，也是石狮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 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

建设，一心-意谋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二十年 。 建市 20 年 ， 石狮市经济实力显著提高，地方

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 ， 2007 年 ， 石狮财政总收入达 22 亿元，是建市初期的百倍 。 财政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 ， 石狮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过程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 进入

新世纪的这几年，是石狮市财政改革措施较多、力度较大的几年，是财政收入增长机制不断完善 、

地方财政实力显著增强的几年 ， 是公共财政特征逐步显现、财政支持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效的几

年 ， 是财政职能不断健全 、理财思路不断创新、财政调控作用得到较好发挥的几年。 为记载财政历

史，传承理财文化，推动财政发展，按市委市政府的布署和要求，石狮市财政局组建财政志编篡委

员会，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确定篇目结构，聘请财政局退休干部及熟悉财政工作的社会人士进行资

料的搜集和编撰工作。在收集整理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各界人士及财政系统新老同志的热情关

注和鼎力支持， 篡写与修订工作历时一年多，如今《石狮市财政志》终于可以出版面世。

《石狮市财政志》 的编篡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 ， 审慎地阐述史实。编写范围和重点放在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及财政监督等

五个方面，力求以全面的内容，精准的表述，比较完整、客观地记述 20 年来石狮市财政工作的发展

面貌，特别是发展成就。 《石狮市财政志》 的成功出版，对过去二十年的财政工作是一个圆满的总

结，对未来财政工作更有借鉴意义，也为研究石狮工作提供宝贵的资料依据，并借以启迪后人、认

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激励人们不断开拓进取。

在本志书问世之际，藉此谨向关心、支持、参与石狮市财政志编写工作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谢意 !

是为序。

石狮市财政局 飞忽
2010 年 5 月 20 日



例凡

一、本志编篡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记、志、图、表诸体表述和横排纵写、纵横结合、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制，下限截至 2007 年底 。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结合。 记述大事、要事，必要时以事系人。

五、遵循志书"生不入传"原则。

先进模范列表入志，收至县(市)级以上: 入志领导人名表收至副科级(含)以上 。

六、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 1989 年石狮市的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上属晋江县记述涉

及时加括号以注释。

七、本志的历史纪年，在每一小节中第一次出现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起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和专业部门的数据为准，资料均不注出处，难懂的名

词、词组，必要时加以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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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

对部分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行为，是

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 财政以经济为

基础，但又能促进或制约经济的发展。

石狮市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

位于文化历史名城泉州与经济特区厦门之间，

根据出土的文物考证，最迟在 7000 年前石狮

境内已有人类活动 。 石狮是全国著名的侨乡，

全市面积 160 平方千米，海岸线长 67 . 7 千

米，人口 30 万人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88

年建市后，石狮市场经济非常活跃，财政收入

结构产生明显变化，中小型乡镇企业迅猛发

展，大量农民弃农从商，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

比例逐年下降，城乡界限日渐模糊 。 2006 年，全

市生产总值 200 . 5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 19 . 3 

亿元，仅占 9. 6 % ，且大部分以渔业和农产品加

工业为主。

从唐开元六年 (718 年)晋江置县到 1988

年，石狮一直隶属于晋江，仅在清乾隆三十一

年 0766 年〉至乾隆三十五年 0770 年〉短暂设

述

立"晋江县石狮分县"。由于行政级别较低，史

料难以自成系统，故在建市之前其主要财政活

动也只能从普江财政中窥其概要了 。 但石狮地

处沿海，渔业和盐业较为发达，并且拥有位于

泉州港南岸的石湖、样芝、梅林 3 个天然良港，

而泉州港曾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

的地位，所以石狮的港口经济特征十分突出，

其中盐赋收入和外贸收益对财政的贡献尤为

重大，故有必要略作说明。

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关乎国计民生，又是

国家财税的重要收入，历代禁榷极严，五代时

期，甚至走私五斤以上即可处以极刑 。 在东南

沿海，以永宁岑兜为中心的得美盐场自唐至建

国初期存在了一千余年，唐代从开元元年 (7 1 3

年)有盐税后，溥美逐渐成为州、财税收入的主

要来源。乾元元年 (758 年)将盐民编为亭户，尽

榷天下之盐，同时实行食盐专卖，每斗加价百

钱出售，致使怨声载道。唐代宗时著名理财专

家刘晏采用专卖和征税并用的政策，因而国用

足而民不知贵。大历初年，福建盐利当百余州

@ 



之赋，而以得美盐场为主要产盐区的晋江则成

为福建六个主要海盐县之一 。

⑩ 宋代盐课以盐丁产钱高下折盐输纳，但岁

@ 纳盐最多不超过 500 斤，盐丁所产食盐由国家

⑤ 统一专卖，后来私盐泛滥，盐丁将盐卖给私贩，

@ 

政府也只好默认，仅加以课税而己 。 熙宁十年

改行钞法，商人用钱向政府买钞，凭钞到盐场

领盐，自由运卖。

元代仍对食盐实行国家专卖，商贩向国家

买盐引，凭盐引贩运，每引重 400 斤 。 福建有七

处盐场，包括海口、牛田、上里、惠安、溥美 、 浩

洲、内洲，盐利收入远高于秋粮夏税的收入。 其

时政府在得美盐场设有管勾司。

明代盐赋收入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商人在

边地屯田以充军粮，以屯田产粮换盐引，然后

凭盐引赴盐场领盐贩卖。国家计产制引 ， 一部

分储存，另一部分开中 。 储存部分非有边警不

得妄开，大臣也不得奏请。百姓纳粮换盐，称盐

粮，天)1匮(明英宗)时罢米折钞，其实是变相的

盐税收入。 盐工分盐户和灶户，担任食盐生产

的称盐丁，专门为盐户提供柴薪的称灶户。孝

宗时叶漠变法，盐法有所改变。明中叶以后盐

古代石狮对外贸易随着泉州港的兴衰而

兴衰，石湖、样芝、永宁作为泉州港的外港，从

唐代就开始有"通蕃"的记载。五代，泉州港在

王审知治闽时期以及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

泉州之际，因执政者大都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

推动海外贸易，开始逐渐发达起来。其时石湖

法苛严 ， 致使在籍盐户大量逃亡，福建产盐业

也受到打击。 明代得美盐场置盐课司 。

清代 ， 福建盐税仍是主要的财政收入之

一，盐法主要实行民制官收的办法， 产盐只能

售给场官 ， 再由场官转售给运商 。 盐税收入主

要有灶课、杂课、税课 、盐斤加价等名目 。至清

代后期，由于内忧外患，税捐名目繁多，盐税也

不例外 ， 盐政极为败坏。清代河美盐场分南北

埋，置大使总管盐务。北埋大致处于现在石狮

境内 。

进入民国，盐政与盐税事务分开，后实行

专卖，使得盐税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 。 其中民

国 9 年至 12 年废除专卖 ， 实行贸易 ， 就场征

税。 税制方面，或专卖，或官运商销，或包商制，

税法多变。抗战爆发后，全国其他产盐地大都

沦陷，福建盐产区地位更为重要，但各种苛捐

杂税随之增加，直至抗战胜利，税制才略有简

化。民国初年 ， 福建在溥美盐场设盐务管理局 ，

管理晋江、南安一带盐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海面被封锁，大部

分盐场停产 ， 得美盐场也被关闭 。

己筑有寨城，供外国船只停靠 。 从海外贸易中

取得的税赋是当时小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石

狮遂成为福建沿海的经济重镇之一。

北宋在泉州设置市舶司，除负责船只进出

港管理外，主要职责是对货物进行"抽解、博

买、禁榷"。 抽解即征税。 禁榷，即国家规定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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