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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荆门财政志》经编纂人员艰苦努力，终于编纂成书了。这是荆门财政

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财政志是一种地方专业志。它记载一个地方财政发展变化的过程，反映

财政工作兴衰更替和成败得失，也反映一个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历程与

概貌，为今后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因此，编纂一本观点正确、史料翔实、语

言精练、具有地方特点和新志书体例的财政志，是惠及后代的一件大事。尤

其是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更具有承先启后、服务“四化”的重要意义。

荆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也是祖国灿烂文化的一部分。自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开始使用“荆门"

这个地名，到现在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荆门的行政区

划多次变迁，治所名称更替频繁，财政也随着历次政治变革而不断变化。
‘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荆门财政史料所存无几，虽

经编纂人员的努力工作，曾先后到省财政厅、省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等处查阅档案史料lOOO余,册，但所收集到的资料仍很不完全。因

此，本志书只好断限在1870—1985年之间，为了保持史实的连续性与完整

性，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上溯。因受资料的限制，对清末、民国时期的财政

概况记述筒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财政状况记述比较详细。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坚持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从大量的

财政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秉笔直书，并采用以樊系事、事以类从的

叙述方法，较全面、系统、真实地再现了荆门财政近1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

分lo章39节，约20万字，历时两年有余，又经几次讨论、修改、审查，基本

上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统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荆门财政志》能给现在和将来的荆门财政

工作者以及关心荆门财政事业的人起到“资治、施教、存史’’的作用。特为

数言，以弁其首。
。

．

鄢洪庆

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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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自1870年，下迄1985年(个别需溯源者作适当上

溯)，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

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志书体例坚持详今略古，

以纵领横。“大事记”、“概述”冠于全书之首，不列单章。

三、本志以章、节两级标题，全书共分10章39节，节以下根据不阿内容，

分别以“一、·二、三、oooo0099的层次标列序码o ／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述、记、志，图、表、录等方法分别

表述。引用史料时，原文标上引号，注明出处。

五、朝代采用通称。如“清”、“中华民国99“中华人民共和国，，o历史纪

年采用通用年号，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

年。 ·

六、地名、机构、官衔、职务和行业用语均以历史习惯称谓。对于人物，

直书其名，直述其事，不加褒贬。

七、本志正文数据和表中所用数据。除沿用史实记录者外，一律用阿拉

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数据以各年度财政决算收支总表为

准。 ·

八、货币金额，按各历史时期的币值单位序例，不加折算(清代：纹

银、铜钱；民国：银元、法币、金圆券)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币

计算(对1953年3月以前的旧人民币按现行币值折算)。

九、计算单位：历代从俗(石、斗、升、合⋯⋯；斤、两、钱、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计算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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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在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

和再分配过程中，与有关方面所发生的一种经济关系。财政体现国家与社会

再生产各个方面、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财政体现不同性质的分配关系o．

财政既属于历史范畴，又属于经济范畴，是国家作用于经济的产物。它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国家的发

展而发展的。中国的财政从公元前2l世纪的夏朝开始，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

历史。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的国家

财政，是剥削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用以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凭借

政治权力，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的超经济剥削。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

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本质上是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分配关系。
。

国家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荆门财政作为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

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财

政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改革。

荆门市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全境4412平方公里，有耕地14．47万公顷，

水面(包括河流)4．65万公顷，林业用地11．13万公顷。历代财政(钱粮)收

入以农业税为主。清康熙以前，实行按丁计征，由于地主豪绅圈地、转丁，

税收主要由农民负担。为缓和阶级矛盾，乾隆时期改为按地计征。据同治五

年(1866年)统计，荆门田、地、山、塘和少量商税应征纹银41143两，

实征34165两，其中附加8．43％，除坐支2239两外。全部上交朝廷，只拨给孤

贫口粮银12两6钱，占收入的0．037％。这种收之于民、用之于官的制度反映

了清代财政的本质。

民国初期，正税仍沿袭清朝的田粮制度，但各方军阀自立名目抽税收捐，

其数额之大已无法统计。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提出“清理旧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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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五项正税和三项附税，加之税率提高，正、附税总额达2．53亿元(法币)，

比民国元年增)911398．03％。接着又于民国23年(1934年)财政收入改分为国

税、县税两大类，从而给地方恣意搜刮民财之机，县税高达62．1％，以致附

税超过了正税。从民国22年到民国35年(1933--1946年)的13年中，正、附

税由2．53亿元增加到97．88亿元，平均每年按132．1％的幅度上升。其中真正

用于人民的只有少量的教育经费，从未超过总收入的0．02％，至于抚恤、救

济，更微乎其微。据民国29年(1940年)统计，仅占总收入的万分之零点零

六(160元)。民国37年(1948年)，荆门县政府制定上半年财政收入预算为

97．88亿元，上半年度实际收入竞比民国35年(1946年)的全年收入增加49．53

倍。可见民国政府已是穷途末路，注定崩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荆门财政的主要任务是减轻人民负担，节约

开支，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利用税收杠杆调节各阶层

的收入。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荆门财政由供给制财政

转变为建设型财政。经过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兴办地方工业，并对

农民采取“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增加了

财政收入。至此荆门财政收支比重开始转化。1953年，荆门县采取“划分收支，

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并正式成为一级财政，开始编列财政收支预决

算。当年财政总收入儿8．3万元。其中：企业收入2．76万元，占2．33％，各项

税收收入33．45万元，占28．27％，农业收入82万元，占69．3l％；当年财政总

支出115．2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3．6万元，占3．12％，文化、教育支出

45．3万元，占39．32％，行政经费支出55．89万元，占48．51％，社会救济及

抚恤支出10．3万元，占8．94％，其他支出0．06万元，占0．05％o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荆门财政收入结构逐步发生了变化，到1985年，

农业税收677．86万元，只占财政总收入的9．24％，绝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工商

各税和企业利润。此外，县地方财政部门掌管支配的预算外资金也达到332．65

万元，有力地填补了预算内资金的不足。由于国家财力日渐充裕，荆门从供

给制财政转变为建设型财政后，经过国家财政多年扶持，在四个现代化

建设中迅速崛起，成为一座新兴工业城市o 1971年焦枝铁路北段通车并在荆

门设站以后，荆门的工业开始了蓬勃发展。全国大型炼油厂之一的荆门炼油

厂和华中电网主力发电厂之一的荆门热电厂，在城区东郊建成投产；直接为



长江葛洲坝工程局服务的荆门水泥厂享有“大坝粮仓”的称号；还有宏图机械

厂、江北铸造厂、襄沙化工厂等10多个部、省、市属大中型工业企业相继在

荆门建成投产，促进了荆门经济的迅速发展。1985年，全市工商各税收入达

5333．54万元，占全市收入的72．7l％，共上交利润592．9万元。工业的发展促

进了农业生产连年稳产高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1983年，荆门粮食总产量达7．05亿公斤，被国家列为全国商品粮

主要生产基地之一o
’

建国以来，荆门财政支出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量入为出的原则，

以发展生产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做

到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建国初期，荆门财政经费主要靠上级审核下拨，用

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的资金有限。从1953年起，荆门列为地方一级

财政，开始编制预决算。由于财力日渐充裕，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的

经费逐年增长。1985年，财政总支出5113．22万元，为1953年的44．38倍。其

中，经济建设支出为2075．7万元，占40．59％，比1953年增长576．58倍；文

教、卫生支出为1648．69万元，占32．24％，比1953年增长36．39倍；行政经费

为908．6万元，占17．77％，比1953年增长16．26倍；社会救济及抚恤支出为

122．27万元，占2．39％，比1953年增长11．87倍；其他支出为357．9万元，占

6．99％。在总支出中，除了上述项目外，国家财政每年还拨出一部分资金发

展城市公共建设事业。从1955年起，城市建设资金逐年增加，特别是1980—

1985年，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共达2370．22万元，平均每年为395．03万元。由

于有国家财政扶持，荆门已经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中等城市。

建国以来，荆门财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个历

史时期都曾发挥其重要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经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禁锢，调动

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荆门的财政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整顿、改革、

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

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财政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财政

收入稳步增长。 一一一
纵观荆门财政30多年的工作，成绩历历在目，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

曾遇到曲折，教训深刻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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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荆门县违背客观规律，盲目发展重工业，投资大，效益小。全

年仅重工业一项投资47．4万元，占整个经济建设支出的52％，而收入只有3．9

万元，只占整个工业收入的27．94％。还出现“浮夸风”，特别是农村，出现

“一平二调”歪风，致使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给后来的财政工作带来很多困

难。1959年为了给“一平二调三刮风"落实政策，国家财政共计拨出613万元

退赔兑现，给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这一年，荆门县对县级以下实行“以收

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又过多地扩大了地方财权，不利于国民

经济的发展，仅执行一年便中断了。

“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江青的破坏，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

国家财政无法编制预算。合理的规章制度被污蔑为“管、卡、压”，企业合法

盈利被戴上“利润挂帅"的帽子。厂矿企业一度出现亏损，致使财政经济不

振，收入大减。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财政经济才开始好转。这些

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荆门以其辉煌的成就和无穷的工农业生产潜力，

激发着锐意改革的建设者。荆门财政经济也将出现美好的前景。全市财政工

作者在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身处改革前列，为振兴荆门经济、建设“四

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 事 记

清乾隆八年(1743年)

7月 荆门州划分8村59图590块，设推收员8人，征收钱粮。本年新

建、扩建州丰仓(在城区)、沙洋仓(在今沙洋区卷桥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后

盈仓(在今后港镇)、社仓(今城区文昌宫后)收贮粮米，便于百姓纳粮和官

府贮粮。

清乾隆十年(1745年)

8月21日 知州舒成龙上奏户部并经核准，本州豁免漕粮156石6升，条

饷银319两7钱。

清成丰五年(1855年)

。

本年 设立荆门直隶州沙洋征收专局，征收襄河中路过境水厘兼搬堤落

地捐。

清光绪三十一年(I 905年)

本年 撤销荆门直隶州沙洋征收专局。

， 清宣统元年(1909年) ．

2月 湖广总督陈夔龙通告统捐各局，将汉阳蔡甸征收局移设到荆门直

隶州沙洋镇，负责抽收襄河中路的统捐。

民国3年(1 91 4年)

本串．财政部通令，荆门地丁、漕粮一律以银元计算。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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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8年(1929年)

1月3日 荆门县设立财政局，黄殿华任局长。

民国19年(I∞0年)

10月i0日 罗文盛接替黄殿华任财政局局长。

民国加年(1931年)

ii月2i日 韩明正接替罗文盛任财政局局长。

民国21年(1932年)

本年 县政府废除田赋“活券”征收方法，改以统一的。。券票"征收。

5月19日 县财政局改为县财政科，局长韩明正卸任。

8月4日 省府严令荆门县县长罗福祥将前三任财政局长挪用的堤工附

捐洋17069：元；筹还报解，并指示此后新征堤捐应按照考核办法按月清解，不
许再挪用。

民国22年(I∞3年)

2月 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晓轩提请整理地方财政收入，并拟具整理

田赋实施细M@12条。
‘

5月1日 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委派的清赋委员汪伦瀛抵达荆门‰协助清

理新旧田赋，12月底工作结束。

8月16日 省田粮处指示，荆门清理新旧田赋报解税款，每月15日向沙

市分金库报解一次。

本年 县田赋附加，除学捐以旧有名称独立附收外，党捐、自治捐、保

卫捐、政警捐、公安捐等一概取消，改用县政捐名称按各原率统一征收。

民国23年(1934年)．

本年 县政府设附税捐征收委员会，委员11人。由县政捐项下月拨经费24元。

本年 县政府设田赋征收所，下设四柜，各置主任1人、会计1人、征收员



26人、催租吏2人，月经费614元，凡属造券事宜，均由征收员统筹办理。各征

收员均藏有花户确实底册，藉以要挟世袭，浮收、隐税之事屡有发生。

11月29日 省财政厅令荆门县县长，因灾，豁免当年田赋正税14520元。

民国25年(1936．年．)

1月13日 省政府委任汪元坦为荆门县政府第二科(财政科)科长。

民国26年(1937年)

9月 抗日军兴，湖北省通令各县紧缩财政支出。荆门全县除保留救灾

预备金、抚恤金、债务费、学生膳费、囚粮、筑路经费、合作金库基金外，

其余各项经费一律按预算原额八成支付。

11月27日 荆门县政府依照省政府命令，将田赋经征处内原设核算、收

款、票照三部改称组，并增设催收组。

民m27年(1938年)

1月县财政经费，按照上级“困难时期各项支出紧缩”规定，按预算

原额七成支付。

2月23日 省政府任命童佐良为荆门县田赋经征处主任。

11月 为执行上级紧缩开支命令，县政府撤销与国防无关的机构，合并

性质相近机构，对无法再执行其职务或其事务较少者，分别紧缩其经费。

民国30年(1941年)

1月按照《湖北省各县田赋征收规则))，荆门县废除地丁、漕粮、屯

饷、租课、串票捐、银米等旧称，统称田赋。田赋分正税、附税，正税归省，

附税归县o
’

3月 省政府分配荆门县公债派募额国币3000元，劝募额美金120元。

6月1日 因沙洋等重要乡镇税源短绌，收入不敷税捐稽征处开支，县

政府根据行政院有关法令，将该处并入县政府第二科(财政科)。

7月1日 恢复县税捐稽征处，省财政厅派余汉津任处长。
’

11月26日 省政府令荆门：“查逆产、匪产近于强制，应劝其以一部分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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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地方公益之用；查‘逆产’、‘匪产’、无嗣统产及没收物品，均应归国库，

其处理权不属乡(镇)。’’

民国31年(1942年)

1月 县政府遵令将原第一、二、三科分别改为民政、财政、教育科，

并增设建设科与军事科。

2月 县政府制订建设计划大纲八项，对整理田赋、改革各税、建立自

治财政、健全财务组织分别作出规定。

9月23县长刘亦琨向省报送《整理县自治财政计划分期实施进度表》。

本年 县政府设田赋管理处，处长张维权，内设两科，第一科科长许衡

峰，第二科科长王茂如。田赋改按实物收纳划拨。

民国32年(1943年)

4月18日 派梁焰为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管理员。

本年县政府根据《湖北省土地增值税征收规则》精神，开征土地增值税。

民国34年(1945年)

5月10日 县长蒋铭因违法没收水贩物品，并贩运粮食出境，受到省田

粮处的申诫处分。

民国35年(1946年)

2月 县政府设立田赋粮食管理处，编制为职员21人，公役5人。

5月11日 省财政厅派李文为荆门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人事管理员。

6月5日 县政府委任陆国庆为田粮处处长，陈映午为主管科长，喻骥

生为主办会计。

9月 县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荆门县地方元气丧尽，财政拮据万分，

国税收入减少。

12月1日 荆门县成立清理公学产委员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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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6年(1947年)

1月1日 荆门县成立公有款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长蓝思勉兼任，

副主任委员为孙小屏，委员有潘云门、汪元坦、滕学书、孙昶、刘德华、周

明经、黄葆初、张惠城。

本年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下设象山镇(今龙泉街道办事处)、盐池乡、团

林乡、十里铺、沙洋镇、拾回桥、后港等7个办事处。收纳仓库22个，配员

工73人，其中县处21人，办事处30人，收纳库工12人。

同年，黄小漫接替陆国庆任荆门县田粮处处长。

民国37年(1948年)

6月1 6日 县长邹树声向省田粮处报称：盐池田粮办事处主任王靖宇假

称“匪扰”，虚报损失稻谷2772石，又前荆门县田粮处处长黄小漫指使王靖宇

浮收稻谷400余石。因此，省田粮处遂下令将王靖宇、黄小泄缉拿法办。撤销

黄小漫田粮处长职务，田粮处同时撤销。

lo月l 6日 省田粮处令，恢复荆门县田粮处，同时恢复原荆门县田粮处

处长陆圆J火职务o

I 9 4 9年

3月24日 当阳专区辖6个县，其中荆钟县政府财政科科长为张吉顺。

4月19日 县政府撤销田粮处，设立田粮科，配科长、科员、办事员、

公役各1人o

5月 荆钟县分为荆门、钟祥两县，张占顺继任荆门县政府财政科科

长。

7月底财政科撤销，张古顺卸任。

8月1日 荆门县人民政府财政科成立，李民任科长。

8月23日 省人民政府批准荆门县财政科为甲级县编制，设科长2人，

科员4人，审计2人，会计5人，出纳2人，运输员1人。

log 5日 荆门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财政工作会议，县长张仓洲在会

上作财政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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