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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前排中)到莆田

县常太罐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情况调研。

-省财政厅厅长庄友松(右二剧莆田县
了解财政工作情况(左一为余仲霖副县

长，右一为郑宝硕局长)。



，莆田县北高镇山前粮食自给工程示范片

L■■越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羹





T后海垦区全景



·《莆田县财政志》编摹领导叫、组

成员与编辑^员合影。前排左起：

辟明淡秫文坤郑宝硕余仲霖

邓文达刘金贵何文裕

后排左品：许章安李玉烁俞立看

林阳沈畹明吴雄飞

●县财政局全体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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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逢升平盛世，神州大地，修志撰史，蔚然成风。莆田县财政部

门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共襄盛举，历时三载，终于写成《莆田县财政

志》o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系统_r-,rl，是莆田财政史上前所未有的一

大盛事，实在可喜可贺。

莆田县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加上勇敢智慧的人民辛勤耕耘，使它成为福建财政经济

发展较早的滨海宝地。早在宋代，莆田县财赋就比较发达。明清两

代，海运业的发展带动了财政经济的发展。宣统年间(1909～1911

年)，莆田县年征田赋61323两白银，为全省之冠；民国2年(1913

年)，盐课年征大洋6万元，占全省该项目收入的十分之一；1949年

10月，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消灭剥削，废止一切苛捐杂税，

减轻人民负担，执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政策，努力促产

增收，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莆田县经济进一步发

展，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的十佳县(市)之一，财政有了更坚实的基

础和更雄厚的实力。认真总结莆田县自公元568年置县以后1400多

年来生财、聚财、理财之道，认真总结1949年之后40多年来财政经

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研究县

地方财政发展规律及其特征，探索深化改革的途径，为今后的财政工

作提供历史借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o

《莆田县财政志>全体编辑人员，在档案资料残缺和修志经验不



足的情况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调

查研究，广征博采，精益求精，努力把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融为

一体，较正确地记述莆田县财政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资料翔实，内

容丰富，体例得当，文字通J顷，能较好地发挥存史、资政和教化的作

用o

《莆田县财政志>是一部可读性较强、有价值的乡土教材，是留

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莆田县财政志>

编写领导小组约我作序，盛情难却，理当效力，特书数言，是以为

序，表示祝贺，并寄托对无私奉献的广大财政工作者的崇高敬意。

崩

邓孑孝
I

1995年12月于厦fl大学



序 二

<莆田县财政志》同大家见面了，这是莆田置县1400多年以来的

第一部财政部门志，是值得热烈庆贺的。

编写<莆田县财政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1992年5月，县财政局成立了<莆

田县财政志》编写领导小组，由局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并从各职能

股选派一位文化素质较高的同志担任编辑。全体编写人员一边坚持日

常财政事务工作，一边搜集资料，经过三年的紧张努力，克服档案不

全、资料残缺的困难，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编撰原则，广

征博采，去粗取精，三改篇目，五易志稿，于1993年底完成<莆田

县志>财政专志，又于1995年底完成这部财政部门志——<莆田县

财政志>o

本志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从莆田县财政

体制的产生与变革；财政收支的构成与增长；财政管理的完善与加

强；财政机构的设置与沿革，分8章29节，综述莆田县自公元568

年置县以来前后逾千年财政荣枯兴替的历史过程。着重记述1949年

10月以后莆田县财政部门遵照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路线、方

针、政策，积极聚财，严格理财，全力促进莆田县经济和各项事业发

展的历史事实，努力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和专业特点，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完美统一，起到存史、资政和教化的功用。

<莆田县财政志>在编写过程中，荣幸地得到专家、教授、各级

领导和财政部门离退休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热心支持。中国财政历史



研究会理事、《福建财政史》主编、厦门大学财经系教授陈克俭先生

为本志提供了民国时期莆田县财政收支的部分珍贵资料；全国重点财

政学科学术带头人、厦门大学财政学博士生导师邓子基教授为本志作

序；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庄友松为本志题写书名。这一切都给我们的编

写工作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

意。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虽经多次修改和补充，但由于民国时期莆田财

政资料残缺，历代王朝财政存史更少，加上我们水平有限，仍然存在

错误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欢迎各位行家、同仁和读者予以批

评指正，为今后续编莆田县财政志提供宝贵意见，使之更加完善。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我们告别了昨天，将迎来更加光辉灿

烂的明天。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中，再创辉煌，再谱新篇。

莆田县财政局局长 叫铎
1997年12月30日



凡 例

一、<莆田县财政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

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专门

记述莆田县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财政管理、乡镇财

政、农业赋税征管和财政机构的发展演变过程，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统合莆田县古今财政史料，按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

原则，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志为主，辅以

图表。上限自公元568年起，下限至1990年底止，部分图片及附录

延至1998年止。为使读者扼要地了解莆田县财政经济发展的主要情

况，列概述于卷首，列大事记于其次。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以记事

本末体为辅。

三、全志纪年：清代及其以前写明年代、年号、年份，括注公元

纪年(只写阿拉伯数字，省略“公元”二字)o民国时期一般用民国

年份，并括注公元纪年o 1949年8月21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各个历史时期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一般按原计量单位表

示o 1953年3月前的旧版人民币金额已换算为新版人民币金额。

五、1984年6月，从原莆田县析出城厢镇、城郊公社和涵江镇、

涵江公社分别成立城厢区和涵江区，归莆田市管辖。在记述与城、涵

两区有关的史实时，为保持年度数字完整和便于比较起见，1984年

底以前包括城、涵两区数字；从1985年1月起，除粮食财务外，不

包括城、涵两区数字。

六、志书资料来自档案、史籍、方志、报刊、专著以及各有关职

能部门和人士提供的原始资料、回忆资料，经考证核实后编入，一般

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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