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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 阁县财税志

裂肾萎嚣篙黧葛编印剑阁县财政局税务局⋯’



序 言

财政、税务历来是政府之要政，它除了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外，在经

济领域中与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是人民信仰的反映，是地区富庶的

特征。

剑阁县的财政、税务事业，随着县的诞生而产生，它经历过历史

上的一千余年。尽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纳税已成习惯，但在

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的落后，经济贫乏，加之剑阁处于兵患累年的

特殊地理条件，人民始终生灵涂炭，政府全靠苛捐充实财力。即便如

此，清朝阶段，剑阁县仍多次请免地丁税。民国时期，虽税目增繁，并

附加大量捐额，但远不能补其县财政支出。在防区时代，政府为了增加

税额，下令普种鸦片，从此人民被毒害，致使经济生活迫于极度贫困。

一九四九年，剑阁县人民政府成立，新的财政、税务事业在人民

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了机构，开展了工作。三十多年来经历着一个

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以财政收入总额来看由l950年的72．79万元， 增

加到1985年的8 13．59万元，同时也说明广大财政、税务干部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做出了显著成绩。

适逢盛世修志。剑阁县财政、 税务两局于一九八四年， 按照县

委、县府的统一布署， 组建了《剑阁县财政、 税务志》编辑领导小

组，聘请了退休老同志组成了编写班子，几年来在县志办的具体帮助

下，编写工作开展是顺利的。其间，由于人员的意外变故，曾于一九

八六年八月，调整了领导小组，增聘了编写人员，加强了编写力量。

在编辑工作的过程中，领导小组充分依靠广大财税职工，广泛的搜集



采访并查抄了县档案馆的大量资料，而且赴省档案馆抄阅了资料，计

抄录资料字数达三百余万，同时还采访了口碑资料。编写人员不辞劳

苦，深夜阅读有关财税业务的文献，如《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国

财政史参考资料》、《四川财政研究》、《中国税务》等典籍。编辑

组在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了整理编写工作， 采取分工负

责，集体审查的办法，派出去，请进来，几经老同志和业务骨干的审

定，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底编写成《剑阁县财税志》。

从成书的面貌来看，本志拥有详实的资料；它基本按照“以事繁

年，分类叙事”的方法，结构是科学的；在编纂中资料的详略处理上表达

了一个正确的思想，突出了行业特点，地方特点，它囊括了1 9 1 2一一

1 985年这段七十余年剑阁财政，税务的一切活动，真实地反映了剑阁

县财政经济面虢，以大量的史实给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此，我们希望广大财政、税务职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

当前“改革、开放、搞活”的大好形式下，既要借鉴历史，又要开拓

向前，尽职尽责为剑阁县五十余万人民富民升位而努力奋斗!

二十余万言的《剑阁县财、税志》将要送给领导、及有关部门，

由于资料残缺和我们的水平有限，难免无误，诚望行家赐教。在此之

际，着笔感谢绵阳市财政局退休干部苟彦兮同志，他不辞辛劳，远道

从绵阳来当任主笔、帮助很：赶。并沉痛悼念前任财政局副局长刘翰章

同志，他初当主笔，上篇初稿方就、因病辍笔。同时感谢为我志出力

的所有同志。

剑阁县财政局局长 覃清涛

剑阁县税务局局长 敬煦昌



凡 例

一、 《剑阁县财税志》以下简称《财税志》分为上、下两篇．上

篇断限时间，从民国元年(1 9 l 2)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即民

国时期，对财政、税收作了简要叙述，并追溯民国以前的财政体制和

各种税收源流；下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即一九五。年至一九

八五年十二月的三十六年来的财政．税收史实。

二、《财税志》上篇正文，在概述之下分七章二十四节．下篇正

文，在概述之下分七章二十七节·章节之下不再设目，个别节以下因

事项较多，故冠以一、二、三等符号，以示不同内容。

三，《财税志》对民国时期的历史纪年，均以当时的通用纪年，

为阅读方便，在纪年后面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建国以后用公元纪

年。

四、《财税志》以语体文为主，为确切记述史实，故不排除浅显

易懂的文言和成语。凡引号内文字均系原文。

五，《财税志》以记述文为主，一般顺时记述，辅以图表，以供

分析参考。

六，《财税志》使用的货币名称及单位，为保存历史，仍沿用各

个历史阶段的原名，按当时的通用货币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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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年代财政局办公用房



50年代税务局办公室一角



1984年新建的删政局办公楼



1981年新建的税务局办公楼



1985年彤政局职工合影



985年悦务局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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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营剑阁县丝厂生产车闸一角

地方国营氲矧县水泥厂厂貌



地方国营剑阁县印刷厂 印刷车间。

量出油厂生产车间。

蒜镑



汉阳区凉水沟电灌站，解决了剑门山区人民用申程7|(灌田的困难。



县财政税务部门支持农民发展晒菸生产，县、区、乡设点收购。

剑门公社茶场，产量、产值年年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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