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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流，星移斗转。灵宝这块古老的土地自秦置桃林县以来，已渡过了

2100余年的蹉跎岁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财政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工具，极

力榨取劳动人民之财而用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社会经济当然得不到真正发展，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这块民风古朴，勤于创业的地方已是百业凋敝，

市井荒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破败景象。

但是，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

立后，标志着我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财政，实行“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新政策。建国40多年来，灵宝市广大财政职工，为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行、完善和发展新的财政体制，忘我地进行工作付

出了艰辛劳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财政干部职工意气风发，

全力投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滚滚大潮之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

革，开拓进取，财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82—1994年财政收入以年均22％

的速度递增。1989年灵宝县财政实现十年(1979--1988年)无赤字，被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授予，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单位"光荣称号。1992年财政收入提

前完成“八五"计划，受到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嘉奖。1994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亿元大关，达到10118万元，跻身于全省18个财政收入超亿元(县)市的先进

行列。1995年再铸辉煌，实现财政收入14668万元，增长幅度，增长额创历史

最好水平；财政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所有这些，是市委、，

市政府对财税工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广大财税职工集体奋斗的结

晶。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实施状况，也进一步验证了“经济一财

政，财政一经济"的辩证关系和客观规律。

历史需要记载，经验教训应该及时总结，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瞬息万变，知

识不断更新的时代更应如此。《灵宝市财政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纂成书的。

本志上溯不等高，但主要自清代开始，下限至公元1994年12月底，少数记载

有所延伸，历时三百余载，全书共5篇19章。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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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在对古、近代尽可能做到概而全，简而精的同时，重点记述了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发展时代，

要不惜笔墨，不惜篇幅把这时期的发展状况全面地反映出来，以昭后人。史志

是历史的反映，但不是照搬历史，死抄历史，必须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慎重筛选、科学分类和理性的思考编纂

而成的结晶品，应具有强烈的专业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灵宝市财政

志》从总体上看基本符合以上要求。
、

众手成志，《灵宝市财政志》在财政局领导班子的重视下和各科室同志的支

持下，编志办公室克服人员少，力量薄弱等困难，夜以继日，精心劳作，历时

两载多完成了如此浩繁的工程，实在令人叹服。本志内容宏富，资料翔实，条

目清晰，图文并茂，具有很高的存史、鉴史和广泛的应用价值。它的出版发行，

必将为各级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谋划决策，指导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进一

步了解灵宝，推进对外开放，加速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值志书出版

之际，有感而发，权以为序。

弘、阂
1996年元月



凡 例

一、《灵宝市财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继承历史，

反映现实，服务经济建设，有益后世为宗旨，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

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上限始于清朝，《大事记》上溯至秦代。

下限一般断至1994年12月，少数记载有所延伸。 。

三、本志采用“多篇多章"结构，篇为最高层次，全书共五篇，19章。

四、．本志采用述、志、记三种文体，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记事。

六、本志记年，各朝代一律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括号内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均采用公元纪年。

七、1993年5月灵宝县撤县设市。撤县前以县记述，设市后以市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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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豫、陕、晋三省交界处，南依秦岭与卢氏县、

洛宁县及陕西省洛南县接壤。北濒黄河与山西省芮城县、平陆县隔河相望。东

邻陕县，西连陕西省潼关县。陇海铁路贯穿东西，连(连云港)天(天水)、呼

(呼和浩特)北(北海)两条国家公路纵横交错于境内。全县东西长76．4公里，

南北宽68．7公里，总面积3011平方公里。其地势北低南高，属丘陵山区，北

部系黄河中游流域，地势较为平缓；南部属山区，有小秦岭和崤山。小秦岭的

老鸦岔脑海拔2414米，为河南省最高峰。灵宝市历史悠久，虞夏时属豫州，周

置函谷关。春秋属虢，秦属三川郡，汉置弘农郡，三国属魏。北周置闵乡郡，领

湖城县。隋改湖城县为阌乡县，置桃林县。唐天宝元年桃林县更名为灵宝县，元

代设灵宝、阌乡二县。明代灵、阕属河南府，继改属陕州。清代因之，中华民

国初年属河南省豫西道。民国22年，属河南省第11行政区j

清朝的财政是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君，用之于宫廷、官府”的政策。康

熙年间，赋税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

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灵宝和阌乡当时是按丁征收。

康熙年间灵宝县共有人丁14148人，共征丁银2288．16两，每丁征银1．6钱。雍

正4年(1726年)，灵宝开始实行“地丁合一”制度，．每地粮1两派丁银4．67

分，时灵宝有耕地7911．42顷，共征银66875．56两，赋税比改革前增长28．2倍。

增长的原因，一是多年混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居家发展生产的大前提有所保障，

二是“地丁合一"赋税制度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地丁合一”实施以后，丁税不再按丁征收，摊派到地亩上，

这样田多的丁税负担就多。因此过去那种“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

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状况得到暂时改变。阕乡县在清朝初期和中期的情况与

灵宝基本相同，地丁合一之前征丁银1719．2两，·实行“地丁合一”制度之后，

共征银30498．53两，增长16．2倍。

随着土地日益被缙绅豪富们兼并，到清朝后期又出现“约计小民有恒业者

十之三四，余皆赁地出租”的现象，再加上统治阶级严重腐化和自然灾害接二



概 述

连三地发生，灵宝的耕地面积和赋税收入大量下降。至光绪2年(1876年)有

各等耕地5721．56顷，比前减少2089．86顷，征银50836．16两，减少16021,4

两，下降31．5％。同时，因国家统治集团的瘫痪、堕落和腐朽，地方官吏趁机

以名目繁多的厘金杂税搜刮民财，侵吞民膏，百姓苦不堪言。清代的财政支出

主要用于军事、行政和司法经费，用于工业、交通、农业、商业等方面甚少，社

会福利救济方面则更寥寥无几。

民国时期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政策。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然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

共和的招牌下建立起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专制统治，国家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据

民国24年(1935年)《灵宝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灵宝县正税和附税共征银元

150684．3元，每正粮1两每年负担银元3元。河南省财政志记载：“民国元年至

19年(1912—1930年)。河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军阀7昆战，官吏贪

婪，自然灾害频繁，河南工商业凋蔽，农业歉收，财源贫乏，年均财政收入不

足1500万银元，民国18年(1929年)只有586万元。”灵宝县上解收入约占全

省财政收入的1％，可见负担之重。

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状况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即“混乱’’。具体表现在财政

经济上，一是群龙无首，坑刮百姓无度。民国12年(1923年)，直奉战争爆发，

河南督军张福来借机派款勒索民财，向阌乡派款1万元。一次就横征一年正税

的20％左右。民国16年(1927年)，省令劝募军用公债又向阕乡摊派10万元。

民国18年(1929年)蒋、冯战争前夕，冯军从山东向河南西撤时，一部分军队

退驻灵宝。当时正值灵宝3年大旱颗粒未收，军队却日日向农民挨家挨户搜粮，

害得百姓流离失所，叫苦不迭。民国24年《灵宝县志》载：‘‘民国时期筹办粮

秣支应防军、过军络绎不绝，动逾数百万，乡民征集送至城西大王庙，各路委

，员与当地驻军互相争抢，时起干戈，百姓苦不堪言。”二是滥发货币。当时流行

于灵宝、阌乡两县市场上的货币先后达10余种之多，先是银和制银，银又分文

．银和元银两种。再是洋元和铜元。后有铜元票、票洋、流通券、富秦票洋和西

北银行票洋等。三是巧立名目，苛征杂税。民国14年(1925年)河南省长岳维

峻通令实行“产业契纸注册法"给阌乡派洋4万元，办到2万元实在拿不出方

止。灵宝当时有地方附加达12种之多，而据《河南省财政志》载，民国23年

．(1934年)随田赋征收的各种附加有38种，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杂捐杂税94

种。当时，阌乡人叹息说：“轻的流星对圪塔(谓银拾两)，重的老汉背娃娃

(iN一大一小银十一两)之谣已殊骇人听闻，较之近数年军队压境，每岁正柜l

石加洋至四五十元者尚为减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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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之，新的即“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人民财政产生。建国40多年来，虽然在政治上出现一些挫折，在决策上‘

出现一些失误，使国民经济一时或膨胀或停滞。但总的来说，所取得的成就是

举世瞩目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党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国情，深得民心，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1949年6月，灵宝和阌乡均获得解放，并分别成立了人民政府，专设财粮

科，紧紧围绕两个方面来开展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收入，保障人民新政权的建

立和巩固。二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止通货膨胀和物价

上涨，把人民生活稳定下来。1950年国家经济开始全面恢复，从全力领导革命

’战争转移至全力领导和平建设上来。首先是从恢复农业开始，政务院总理周恩

来说：“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它一切就没办法。”灵

宝和阌乡的经济恢复工作主要是开展土地改革，在全国统一安排下于1950年冬

开始，到1952年春结束。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生产力得到较大的解放。1952年

灵宝农业税征收2140万斤，比1950年增长16．6％，比1951年增长4．4％。财

政管理上，根据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这对结束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连续

12年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集中财政力量、平衡财政

收支和节约非生产性开支起到很大的作用。

1953年，是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财政由供给型转向建设型，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县成为

一级财政。县级财政的积极性得到发挥。此间，农村逐步改变个体经济，积极

发展农民劳动互助，走合作化道路。政策上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农

业发展较快。“一五"时期，农业税收入1395．4万元，年均279万元。并依法

执行灾歉减免，五年间共减免农业税80．95万元。1953年、1954年和1957年

减免数分别占正税的16．5％、15％和8．3％。国营农业，工商业特别是国营商

业亦有较大发展。至1956年灵宝县已成立有包括煤炭、建筑器材、石油、食品、

医药、木材j百货、‘烟酒专卖、纺织品等九个公司和一个盐业批发处。商品销

售总值由1951年的100万元上升到1956年的1196万元，增加11倍。“一五"

期间，累计完成财政收入2946．3万元，工商税完成1276．3万元，占收入的

43．9％；农业税完成1395．4万元，占收入的l 47．3％。财政累计支出687．3万元，

经济建设支出和文教卫生支出分别占11．24％和48．5％。
／ 1958年，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灵宝县的经济建设出现大建快上的局势。农业上，大兴水利建设，窄口水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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