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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县财政税务志>是本县第一部编纂成书的专业志。它

力求全面系统翔实科学地记述了琼中县的财税历史和现状，为本

县“存史、资政、教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它的出版，是琼中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琼中县位于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北麓，解放战争时期是琼崖

人民革命中心根据地。这里的黎族苗族人民，曾为解放海南筹粮

筹款，参军参战，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又千方百计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琼中生财、聚财、

理财、用财献计出力。<琼中县财政税务志>以大量史料和事实，

纵述了这一财税历史。横陈了各个时期财税业绩。特别是复置琼

中县后的44年，几经改革，财税形势发生了旋乾转坤的变化。

它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财税工作的不同性质。清代

和民国时期的统治者对人民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其征收的赋税

和苛捐杂税，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收入全部用于

皇室和各级官员的挥霍及其军政费用。解放后的财税收入主要用

于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始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琼中

县自1956年建立县一级财政预算以来，财政收入的80％左右用

于发展经济、文教、卫生、体育、7科技事业和优抚救济等福利事

业。在县财政支持下．琼中工业从无到有，由少增多，至1995

年已初步形成以建材机械、食品、森工、制药、造纸、印刷、制

胶、制茶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地方国营工业总产值从1956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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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万元上升到1995年的1669万元(不变价)；农业生产

1956--1995年，共获得财政拨款4775万元，建起辉草、里寨、

松坡、什架巴、水上岭等中小型水库17宗，和一批稳定高产农

田，使农、林、牧、副、渔业得到全面发展，至1995年，农业

总产值达17388万元(不变价)，比1956年增长18倍，对文教、

卫生、科技等事业经费的投入，也逐步增大，特别是教育经费，

1956年支出仅13．2万元，1995年增至1501万元，增长112倍。

此外，县财政每年还拨出一定数量款项优抚救济烈军属和帮助农

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商业、旅游和服务行业

也逐步繁荣兴旺，全县税收收入不断增长，1956年全县税收收

入仅27万元，1995年增至3624万元(包括国营企业所得税和

调节税)，占全年预算收入103％，决算收入的96．6％，科学地

阐明要增加县的财税收入。必须改善财税环境。大力促产培财，

广开生财之道。
‘

‘琼中县财政税务志>编纂指导思想正确，体例完备，观点

鲜明，详略得当，富有地方特色。它为我们了解琼中财税工作的

历史，熟悉琼中财税工作的现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财税发展

变化规律，更好地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财税政策、法规，进一步

完善财税管理体制，提供了可靠的借鉴和依据，很值得一读，特

别是从事财税工作的同志和关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人们阅读。

愿大家都来关心财税工作，支持财税工作。为国计民生添财出

力，作出新的贡献。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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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

求实事求是地记述琼中县财税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主体内容和附录组成。概述、大

事记列于志首，统摄全书。主体内容按机构设置、财税体制、财

税收入、财政支出、财税管理、财税监督、促产培财排列．共七

章三十六节一。三目。各章基本上是横分事类，纵述历史。以横

为主，以纵为辅，按类编排，依时顺序。志末尉录各种文件资料

4篇。

三、本志上限起于1948年3月，下限止于1995年12月。

但有些章节为追溯源流也不限制地向上延伸。

四、本志采用述、记、图、表、录等文体编写。逑提要，记

叙事，图含地图、照片，表统计罗列。以文为主，图表为辅。数

字、人名、地名、时间力求准确无误。实事求是，述而不论。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后以公元纪年。年代前未写明世纪的即为二十世纪。

六、文中“解放”系指1947年本县境域解放。行文中出现

。党”而未写明何种党派的系指中国共产党。“省”字指1988年

4月以前的是广东省，同年4月以后的指海南省。书中地名均以

县地名办核定的为准。
’

七、数据以县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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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数字书写，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门名词和表达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

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纪元的年月日也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
拉伯字。

九、度量衡单位使用，清至民国时期用旧制，如市担、市

斤、两、钱、分(厘)、毫；顷(100亩=1顷)、亩、石、斗、

升、合、勺；元(光洋)、角(毛)、分等。1950年5月全岛解

放后，除农业税计征和征收粮食仍用市担、市斤、市亩外，其余

使用新的度量衡单位。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局、<琼中县志>、财税局、国

局和海南省档案馆，部分来自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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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琼中县位于海南岛中部，东连琼海、万宁，西接白沙，南与

通什、保亭、陵水毗邻，北和屯昌、澄迈、儋州市交界。境内东

西宽66．7公里，南北长76．75公里，总面积2693．1平方公里。

1995年辖8镇5乡。100个管理区，557个自然村，22个农贸市

场。境内有15个省属国营农、林、茶、牧场。总人口196725人

(内农垦74246人)。农业人口占47．4％。按民族分黎族89040

人，苗族11279人。汉族90739人，其他少数民族5667人。县

党政机关驻地营根镇，北距省会海口137公里，南至三亚165公

里。东往万城90公里，西抵那大84公里。

琼中县1948年3月建县，1950年6月撤销建制，1952年5

月恢复。
’

．
．

建县前，境地分属琼山、定安、白沙、保亭、万宁等县。由

于受历代统治阶级的羁縻剥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黎族苗族人

‘民生活苦不堪言。曾多次举行抗税减租斗争。大革命时期，榕

木、高田、加峒等地的黎族苗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农民

协会，开展抗税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政机关退驻本县

境地，强行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征借制度，巧立名目，强迫人民

交纳“抗战粮”、。官长粮”、“参议粮”、。军服费”、“草鞋费”、

“柴草税”、。牛牌”、“猪捐”、“狗税”等，总计每保每月缴纳大

米20石(约3．14吨)。此外，还要按月上缴猪肉、牛肉、笋干

各70市斤，鱼100市斤，鸡10只。木耳、酒各40市斤，蜂蜜、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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