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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修志主管部门的大力帮助

袁持_F，《临夏隶财敢税务志：ij；历经两令寒蔷的辜勤耕耘，

终芋磕基筠世d这是本市褥税战线的一件大事，可喜要篡i
《临夏市财税志揍详今略古，着眼现代，文约事丰，大

略地记述1：；：『直明清以来有关临夏市的财政和赋税方面的主要

史实。特鄹是比较详略地记述了建国后的财税事业，是建国

后第一部本市财秘方面的社会主义专业志。同时，也是．一Ⅸ临夏

市志》的_令专篇雏型。．志稿广征博采，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可信，体例较完备，并突出了地方特色。它无疑将会在

够赞治，教育，存史，，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临夏自古辟有茶马互市，并且是东西贸易的结合部和集

散地。建国后工商业更Et趋发达，随着地方经济的兴衰起

伏，财源赋税也几起几落。市财税志力图以志书为载体，用

新观点y．新资料、新方法彰明因果扎揭示规律。但终因力不

从心，基经编写小组不懈努力，由于任务繁重，时间仓促，水

乎有限，有不尽人意之处。．可是仍不失为资料书的价值，对

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来说，．尤有资治秘教育的功能。

．，。《临夏市财税志》是众手修志，众口评志，众目审志的

产物。虽精心编写，但疏漏和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期望、

它在本市今后的财税工作中真正发挥出“以志为鉴"的作f

用，同时也希望得到不断地完善、充实和提高。



凡 例

～、本恚采用条目式框架结构，记述形式按章、节、置
(子目)排列，横陈n类，纵记苈史，事以类从。

二、本志以现行临夏市政送巍箍离，“专记磺羹帮孵黢，
税务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断限时词熏踅明清≯’下断19弱年。
； 三、记述中除摘录史料和档案荣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

按记述体记之，以述，志，表，录为表述方法。

四，为便于记述，节省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

称建国后。公元纪年和表示数量的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建国前的朝代纪年沿用汉字书写，并注明公元纪年。、书

写格式，用字和标点按甘肃省有关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要求，

力求规范，行文注释采用节末注。

五、资料来源，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并辅之以有关文献

和史料(详见后记)。年度总数据主要依据州：市统计部门

公布资料为准。

六、本志所涉数据，建国前均投历史习惯计两，士地以

亩，田粮以石，锻钱以两为单位，小数点后一般取两位。建

国后的币值以1955年3月1晶发行新人民币为准，之前发行

的人民币以万元折合元计弼0。



秘≈素{嫩霉，督善暑剐善



湍代河卅i的当票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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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代：河州牲f并交易税完税执照 (Hi)



’f{t：。Ⅱ，Il货物贩运分僻放行唯 (【q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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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市自秦汉以采曾设县，置州，建郡，古称袍罕、河

。州：民国以后又为导河、临夏县政府所在地，直至1949年8

+月沈．日临夏解放，9月26日成立临夏县人民政府，临夏市属

临夏县所辖区级市，1950年3月成立县级市，专署直辖。

；958每将永靖、临囊匮墨全部政区并八市称临夏市，，1961年
1月又将永靖：临夏两县分出，仍称临夏市。1973年11月撤

销临夏市建制，划归临夏县，县址设在市区。1983年又恢复

临夏市建制，辖四个乡六个街道办事处。

现将自明、清以来的地方财政税收沿革概述如下：

一、明清河州赋役

明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普查户口，以户为主编成

“赋役黄册"。二十年(1387)又以土田为主制成“鱼鳞

册”。以此两册管理户口与赋役。嘉靖甲辰(1544)河州共

有5，280户，’90，845口，有官地、民田(官地紊宋元以来的国

有土地，官田收租，民田缴税)及河州卫屯田(为戎兵垦耕，

赋高千民田；后渐转为民地)户均负粮7。34石，人均负粮

o．42石。
-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河州赋役筒表

一

田别 亩 数 应征粮(石) 草束(束) 每束草折合
、(钱粮)

官地， 1,589 收 租

民-地 ．355，j884 ． 17，51t， 36，032 ．0．03两

。屯。。靖⋯ 345，273 20，692．38 。31，038 0．07升



明代徭役很重，凡年满16到60爹都要服役，折银征收。
河州当时有均徭银差(由民户供给官府的公用物品，如岁

贡、马匹、车船等)。均徭力差(584名由良芦亲服或雇人

代服)及站价银三种，共计折(粮)银8，740．26两，户均负

银I．68两。
、

摇 役 折 银 ．

征银项 目 征收银(两) 备 注

均徭 银差 2，464．53

均 徭 力 差 1，362．30 力差584．名

站 价 银 4。．913．43

属于工商税的有水磨银，时有水磨1，368轮，每轮征银

0．15两，共征204．9两，商税银138．37两。明代河州商贸已很

发达，洪武二十五年(1392)仅在河州一地所设的茶马司，通

过茶马市而交换的马即达万余匹。

：、清代河弼的地丁钱藏

清初沿袭明制，赋课予团的称地银，赋课于户的称了银。

康熙四十四年(1705)知州王全臣主持下“稽户口，均徭役”，

厘定额征地丁银共13,545．18两，依额征粮11，930石，当时共

49，333户，户均负担银0．27两，负担粮0．24石。

清代前期及中计岁入岁出基本稳定。以后杂税杂捐增
多，河州主要的杂税杂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清代河螂圭。纂税祸

税捐各称 征银(两) 税捐名称 征银(两)

水磨课税银 年征205．65 契 税 、、尽收尽解

土盐税 康熙 厘 金 光绪25年开办
(1705)23．00 当地共征500

牙 税 It 33．60 罂粟地亩税 同治初年开征

当 税 ，， 20．00

商畜税 ，， 62．90

褐毯税 ，， 20．06

马 税 It 17．54

地 税 ，， 35．00

o清代除正赋外，另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称“耗羡"。征粮时

有“鼠雀耗"、“仓场’’，一般收石加计(10％)。收银两

髓有“火耗’’。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征耗羡粮2，394．04

匿，加征耗羡银1，519．88两，分别各占正赋的15％。这些耗

羡钱粮除公用开支，官吏中饱后，上解的部分称“耗余，，。

清栈财政是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地方开支如官俸、

役食，薛}站料价等在核定的范围内坐支报销。州，县政府核

定岁入岁出霜￡经年不变。道光三年至咸丰二年(1823一一
1852)的SO颦闾乒河州所征赋税基本未变，只是遇闰(农历

遇闰年为千羔伞月’加征丁银176．73两，加征税银8．53两。

地方遇有修桥补路，举办教育等，多由地方捐款解决。

8



一--．民国时飙临夏的财政’

民国初!c|．1皲2一-192r)团赋仍分地丁粮右草束三项。

四年(?t915)将一五耗羡，五五盈余并入罔赋代征≯又按地

丁银附征“经费，，五分。至此，每正赋一两附施于5％，草柬

自是年超，每束折银五分七厘。六年(1917)取消遇闰加征。

十五年(1926)省府确定库平银一两，折合银元1．50元，而

税率仍以银两计算。每地丁正银一两，附加耗茇，盈余折银

元2．55元(即附加1．05元)。粮石仍按七成折色，每征粮一

石，连同耗羡，盈余共征银四两随同正粮一_并计征。民国元

至三年(1912一一1914)年额征地银9，746．45两，丁银

295．37两。本色粮4，953．石，就地仓存，折色粮7，442石按市价

折银交库。

四至十年(1915一一1921)本色粮全部改征折色粮

13，872石，折银53，436两连同附加年共征银70，507两，折交

银元105，761元。

十一至十五年(1922一二1926)年总，征3，668石，征银

58，051两，折银元8，777元0 ．

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927一一1939)每年凝征地丁银

25，890元，折色粮银47，229元。草束折银94元，合计73，213

元外，又征土地本色粮8，165石。 、

从二十八年起清理田赋，三十年(1941)亩均承粮5．9

升矿三七一．年(1942)底省府规定将田赋(含各项附加，)敢

征实物，、同时按照正赋正额征借军粮i临夏于民国三十六年

(1947。)已征借到四十二年(1953)。按国民政府颁布Ⅸ征

收实物通则))觑定，。地丁，草束及地方附加一律改征实物，．

从此旧有的地丁i粮石i草束统归于田赋税额统·单纯，：便
一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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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手管理j。从三卡兰年(1944>起经垦报主地苜数轴复查更正

后，，‘晦夏始有统鼍课则o 。 ．。，卜．‘。≯_、，．一一’： 一

⋯：。4民国十五年(、：1926)．以来，由于军阀割据。、除原有赋税

外j苛捐杂税臼浙增多。民国十二年临夏‘又广。种鸦片乱同聪开

征罄粟地亩税。．每亩年征银元6元≯本年共征59；900元。十

三年每亩征税22元，年征银⋯6万余，元0民国十五年毒亩征银

40余元，t税愈重，亩更减，当年征收4万余元。十六年增加

亩税后，年收银14万元。人民畏税奇重不种鸦片，官府．遂令

全县摊派，不论种与不种摊派浮收倍于正税。据当时官方

《甘肃统计季报》(第一·卷，第二、二三期合千IJ)统计，、仅临

夏县(含今临夏市)，民国二十至二十凰年(1931—1935)

年均种鸦片3，604亩，年均罚款(实为税款)33，188元。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

法》，分1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到二十七年．(1938)临夏

开始编制预算。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1938—1947)的九年

中共计收入437，572，667元(缺兰十四年度)收入最多的是

三十六年(1947)为385，964，905元。至三十年，又改为国

家财政与县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确立了收入来源与支出范

围。，但到三十四年(1945)复改为中央、省、县三级财

政。临夏设税捐稽征处，专司县级财政收入。民国三十五年人

均负粮0．15石，人均负杂税为1，736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

8月改革币制，收回法币，发行金元券。次年金元券与法币

一样贬值，各项收入改征银元，在此期间财政预算已成一纸

室文O-! ．
。

．四，建国后的临夏市财政
‘

：1949年8月22日临夏解放。解放初期的区级市和县级市



财政均由临茇专员公署直辖，按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

拨，统一管理的办法统一管理。市税务局于1952年成立之前，

市区税收征管也由专区税务局兼办。i949年9月至12月实收

工商各税3．6万元。1950年为17万元。1951年为45．573元。

1952年为72．6万元。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状况

基本好转，各项法规也逐步完善。

“一五"时期(1953一一1957)财政收入5，999万元，

工商税占86．05％，农业税占5．34％，企业收入仅占0．74％，

其他收入占7．88％。这五年财政支出404．6万元。

1958年lO月全市公社化后，市财政大搞“多收多支"、

“大收大支"。同时过多构下放财政，废弛了财政规章制

度，造成资金分散，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1958一一1962年

共收2,566．2万元，支出2，033．7万元。1963年一一196 5年

韵三年调整时期廷才政收支基本稳步增长，这三年累计收入

558．5万元，支出540．7万元。

、 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一一1976)，国民经济遭到

严重破坏，财税机构兼并或裁撤，财税人员下放或改行，财

税法规被当作“修正主义打的“管卡、压”批判或废除。1966

一一1970年的五年间累计收入886．9万元，支出l，025．6万

元，年年支大于收，发生赤字，地方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困

难。

1976年10月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财税机构分别建立，．专业

干部增加，人员逐步加强。先后恢复和修订了财税方面的

法规和制度。随着流通活跃，经济环境逐步改善，收入也逐

6



J年增长。198S年-收入蝴．5万竞，比上年增长46．25％。支出
方面主要解决了十年动乱时期遗留的问题，增加和调整职工

工资，落实政策方面的财政支出，发放居民肉食补贴，解决

了部分职工的住房和城市公用设施．仅教育基本建设经费

1984一一1985年分别为113万元和119万元。占同期财政支出

的9．69％和14．26％。本市虽年年上解，但为数很少，而上

级补助却很多，1984年到1985年两年上解仅272．2万元，而

上级专项补助即达1，542．9万元。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时，将国营

企业上缴利润改征所得税和调节税。1984一一1985年共年征

所得税483．4万元和229．2万元。

建国后的财政收支见附表

t



临夏市p巨1一1985年财政IlII入分类统计褒单傍、葛壳
焦 主两籁?』企业啦认 其他收入份 总收入 农业税

’
，

1951 一
’5．2

‘

‘5．2

1952 6．7 6．7

1953 122．5 6。9 j 105．6．r‘ ．p!，O、．墨二． 。。4疆．2

1954 105．9 6．8
‘

90。．3。‘ 一雹．8

1955 ll|1．2 Z．3 ，93．7 3．5 6．7

1956 130．7 8．8 、‘109．9 。。9。1 ．11．9

1957 129．6 2．2 116．7 1_O．7

1958 568．6 143．O 258．0 139．4 28．2

1959 855．0 ．176．7 338．9 305．4 34．0

1960 783．1 121．1 330．6 265．6 65．8

196l 219．I 24．．8 113．9 71．3 9．1

1962 140．4 23．8 113．8 —4．0 6．8

1963 162．5 25．6 120．9 2．O 14．0

1964 173．4 24．6 138．6 一0．2 10．4

1965 192．6 23．8 152．5 4．7 11．6

1966 173．1 32．6 123．7 8．6 8．2

1967 165．5 36．0 122．6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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