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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修地方志和专

业性部门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嘉惠后世的千秋大业。

洛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素有“九朝古都"之称，曾是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以其繁貌雄姿显耀神州。但自晚唐以后，这里曾屡遭兵火洗劫和

外强蹂躏j人民流离失所，经济文化几度衰落。解放前夕，昔日王都城廓荡然

无存，名胜古迹毁损殆尽，残垣断壁，满目疮痍。1948年洛阳解放后的47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洛阳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

财政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兴衰、经济强弱、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之高低，无不与财政息息相关；历史的发展、演变，无不在财政发展史

上留下清晰的痕迹。古往今来，在洛阳这块土地上，精于理财、发展生产、赈

济百姓、廉洁从政的俊彦之士皓若繁星；涵养财源、积聚财粮、促进建设、振

兴经济的典型范例不胜枚举。聪明睿智、勤劳勇敢的洛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

中有过卓越的贡献，在财政发展进程中谱写过光辉的篇章。尤其是在当代，随

着社会日益发展，经济走向振兴，财政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初步理顺了各级政

府和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财政在筹集资金、扶持生产、培植财源、

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并通过强化财政

监督与资金管理，维护经济秩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确保了国家

财经方针、政策的迅速贯彻和正确实施，财政管理逐步趋于完善，步入法制化、

规范化的轨道。我们欲要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更好地开拓未来，必须以前事

为镜鉴，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洛阳市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资料和领导决策依据。因此，

编修财政部门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洛阳市财政志》是洛阳有史以来首次编纂的专业性财政部门志书。按照

“详今略古、述而不议"的原则，客观地综述洛阳财政史实。志书上限溯至夏朝，

重点反映自明代以来不同时期财政的兴衰起伏，以求认识各个历史阶段财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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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探索财政发展规律，促进财政经济振兴之功效；以达“存史、资治、教

化”之目的。为开展财政研究，探讨理财之道，制定社会经济发展及改善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之决策，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与数据。

《洛阳市财政志》在史料搜集整理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财政厅和兄

弟省、市财政部门及档案馆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市地方志办公室

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在提供和反复核实史料时，市财政部门历届领导和各县区

财政局、局属各科室、单位，都予以积极配合。值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洛阳市财政局局长 匆娟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Et



凡
●

‘

一、《洛阳市财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以继承

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和有益后世为宗旨，全面、系统、准确地‘

记述洛阳市财政的历史事实及现状。 ’

二、全志采用科学分类，以类立目、横排纵写的原则构架，以章、

节、目的形式，对各个历史时期财政管理状况进行记叙，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事以类从，纵成体系，贯穿古今。志书共分11章、46节，

约90万字。 。．

、

三、全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上限尽可能溯及事物发端9但重

点从明代开始(公元1368年)，下限断至1995年。 、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j表、录等七种形式表述，以

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 五、全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文风力求简明、严谨、朴实、通

俗、流畅。’ ．

六、数字用法按照国家出版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

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七、计量与货币：民国以前计量采用当时定制，货币采用当时币

制；1949年以后计量以公制为主，所用币制以1955年改革后的新人

民币“元”为单位，折算记载。

八、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坚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所辑

史料，均取之于各地档案馆、室，有据可查，故不再注明出处。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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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财政的

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国家的产生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我国财政经历了奴

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制度不同，财政的性质和职

能也各不相同。

洛阳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1世纪，伴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

河洛流域就曾为夏王朝的统治中心。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建立，商城即在洛阳市偃师

境内。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成王在洛阳建造王城，洛阳即称为东都。春秋战国时期，随

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洛阳较早地出现了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生活较为繁荣，处于全国

的领先地位。然而奴隶制国家的物质需要，只是依靠国家的权力，强制地无偿地把一部分

社会产品占为已有，财政活动的最初形式是贡和捐等。从封建的统一王朝——秦朝的建立

二直到北宋，洛阳经济逐步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中原，洛阳经济开

始衰落，元、明、清均都于北京，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加之日益强化

的封建统治的束缚及民国时期的苛捐重税、战事频仍、水害旱灾等，致使洛阳经济长期停

滞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洛阳经济才获得了新生。

秦王朝建立至清鸦片战争(公元前221年——公元1840年)期间，财政是封建君主国

家的财政，采用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君”的政策，无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之分，课税的权力均在中央，地方在规定的税捐项下拨留支用。明初制定赋

役法，以黄册记户，鱼鳞册登记田亩，赋、役分别以田和户丁为征收对象；赋分夏税和秋

粮两次征收；徭役按户、丁(16岁至60岁)和临时征用三种。当时洛阳为县制，隶属河南

府。官田每亩征税5升3合，民田减征2升。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实行“一条鞭法”，

将土地按质划分三等，量地计丁，将定额、加派、上解京库、岁需及土贡方物合并一起，按

亩征银，以征收货币的赋税制代替了征收实物、力役的赋役制。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

年)开始田赋加派，称为额外提编。明末崇祯(公元1628年一1644年)，朝政腐败，财
政支出浩繁，为增加税收，采取苛捐杂税的办法，税外加税，有“助饷’’和多种加派，“助

饷”每亩加征银1钱，“均输”每亩加征银1分4厘；“剿饷”每亩加征银6分，“练饷”每

亩加征银1分。由于地方除额定朝廷赋税外，又屡行加捐加税，横征暴敛，农民负担沉重，

各地起义蜂涌而起。清兵入关后，宣布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免除一切杂派和“四饷”，

实际上加派依然如故，人民负担在“条外有条、鞭外有鞭”的苛征下仍然极为沉重，，农民

被迫逃亡，或拒绝交纳丁银，或隐匿丁口，以至丁银难征。为确定人丁实数，稳定税收数

额，清朝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以公元1711年丁银额为准加以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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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增加人丁，不再多征丁银，称为“永不加赋”，但并没有免除丁银，何况人丁如有缺额，

便以新征人丁抵补。由于豪强地主勾结官吏，逃避差役，负担最重的仍然是少地无地的农 }

民。正赋以明万历时原额为准，赋分地丁、漕粮、租课l田分民赋田、更名田、卫新田。洛。

阳县常年实征银59550．51两，遇闰月加征1045．96两，每两征收耗羡1．2钱。由户部编制

赋役全书，将地丁原额、荒亡、实征、起运、留存之数全部计入，下发到县，以均赋役。役

随地丁收，杂赋不随地丁收。雍正初年(公元1723年)，实行推丁入地，地丁合一，耗羡’

归公。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此后，丁银随粮征收，

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但“粮从租出，租自佃交”，地租剥削因地亩征银而增加。除正 。

、税外还有附加税，如纳银有“火耗”，纳粮有“鼠耗”，地方官吏又巧立名目浮收，最终均

转嫁为农民负担，使矛盾极为尖锐，武装起义接连不断。

， 鸦片战争至洛阳解放以前(公元1940年至1948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财政。实

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政策，仍沿用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地方政府收支统归国

库调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赔款，鸦片贸易引起金银的外流，外强掠夺及政府的腐

败，造成了旧税捐负担加重和新税捐的剧增。清朝政府把对外赔款的负担，强加于劳动人

民身上，不仅用摊赔、代赔等名目进行搜刮，而且还以“筹划经费”名义，增加苛捐杂税，
。

在征收地丁税和漕粮时，巧立名目、敲诈勒索，额外浮收比规定税额还要苛重。宣统元年

(公元1909年)，+各种税捐增至20多种，劳动人民濒于绝境。民国时期仍以清代田赋原额

征收。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中央政府实行税制整理，公布中央税及地方税法草案，征

收的税种有关税、盐税、牙税和其它捐税。随后中央和地方税赋曾多次发生变动，但大体

上，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和统税，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和营业税。随着帝

国主义掠夺日益加重，又连年内战，军费开支庞大，入不敷出，财政搜刮逐年加剧，预征

田赋，滥发货币、公债，苛捐杂税多达200余种，加之自然灾害频繁，人民深受苦难。民

国3年(公元1914年)，北洋军阀发行公债，强行派购，开征了烟、酒牌照税。民国4年 l

(公元1915年)，．洛阳县开征赋附加，每亩征收60文，并开征了屠宰税。民国7年(公元 ?

1918年)，河南发行地方公债，，洛阳县强迫商民购买。当年改征银元，每两粮银征2．2元。

并设省、县两种附加，省有补助捐每两征0．3元，串票捐每张收0．014元。县有教育、建

设、自治、公安、政警、民团等捐，随地丁征收，每两征1．19元。民国9年(公元1920年

11月)预征下年丁地赋税，此为河南预征钱粮之始。民国13年(公元1924年)，军阀吴佩

孚在洛阳设造币局铸造银币、铜元，同时又发行“纸留子”，又称“钱票”，．在市场上流通； 、，

为筹备军费，下令发行公债260万元。民国21年(公元1932年)，财政部规定附加总额不

得超过旧有正税，次年5月又规定永不加赋，但因入不敷出，实为一纸空文。民国24年

(公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禁银元流通，推行法币。民国29年(公元1940

年)举办土地陈报，洛阳误将正款、附加一并呈报，赋额达276823．88元。民国31年(公

元1942年)田赋改征实物，为解决军需，采取征购、抢购、采购、加购等手段，征集粮食。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日寇投降，免征田赋一年，财政支出全数摊派，军粮预借。民

国35年(公元1946年)仍按民国26年丁额112550．71元征收，另征农民、商民受益捐。

随后又滥发纸币，物价飞涨，促使通货更加膨胀，田赋连年预征，财政紊乱，形成恶性循

环，国民政府的腐败，导致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财政陷入绝境，国民政府的覆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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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必然。

洛阳解放(1948年4月)以后，成立了市人民民主政府，设财粮科(洛阳市财政局前

身)，统一了全市财政管理。按照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公布的十大政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废除旧的管理制度，实行合理负担，收支以粮食计算，当年收入39835石，支出61444石，

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和巩固地方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统一安排部署财政

经济工作，工作重点是组织收入，节约一切非生产性开支i支持恢复工农业生产，平抑市

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至1952年市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财政收入达71．2万元，财

政支出达68．8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4．35倍和1．98倍。 ，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财政由供给型转向建设型。在统一领导，分

级负责的原则下，省对市实行“收入分类，比例分成”办法，鼓励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生

产。此间，中央确定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7个在洛阳兴建。1954年洛阳市升格为省

辖市，同时国家确定洛阳为重点建设城市。财政工作按照市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的。一切为了基建，一切服务于基建”的方针，采取农业税五年定产不变，增产不增税的

政策，贯彻执行“公私区别对待”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发挥税收调节生产的

杠杆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57年为缓和物资供应紧张局面，坚持“保

证重点，适当收缩”的原则，促使国民收入积累和消费、工业建设规模和农业基础、物质

生产和财政支出、信贷投放的关系逐步趋于平衡，为加快发展奠定了基础。5年间，累计完

成财政收入2033．6万元，年均递增64％，累计完成财政支出6261．5万元，年均递增

77．5％，其中i基建拨款4435．2万元，占总支出的70．8％。 ．．

，．

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全民大炼钢铁，国营大型企业基建进度加快，一批水利工程陆续完工。累

计完成财政收入18355．6万元，年均递增129．1％，累计财政支出8847．2万元，年均递增

40．6％。但在实际工作中，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财政工作提出“大收大支”，采取“税

利合一”、“预收利税”、挪用预算外资金等作法，盲目推行以表代帐和无帐会计，财政财务

管理上一些行之有效而且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财权下放过多，财政资金损失浪费严重。

1961年开始，贯彻国家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通过调整财

政分配结构，压缩不切合实际的基本建设投资，加强财政对国民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坚

持财政综合平衡，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处理财务遗留问题资金371．2万元，严肃财经纪

律；搞活市场，保证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供应。财政财务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但

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国民经济受到很大影响。1961年至1962年，：累计实现财政收入8496

万元，年均下降39．7％；累计实现财政支出2333．7万元，年均下降49．2％。1963年起各

项经济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加强财政管理，向国营企业派驻了财政驻厂员，向中小型

企业发放小型技术组织措施贷款，促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财政收入逐步回升。

至1965年底累计完成财政收入13653．9万元，年均递增9．39％，累计完成财政支出4245．7

万元，年均递增19：6％。

1966——1976年，10年中有6年没有完成收入预算。1967年市财政收入比1966年下

降17．7％，1968年又比上年下降18％。1971年前后，市区和孟津县(1971年11月划归市

管辖，1976年又划归洛阳地区)新建一批“五小”企业(小化肥、小机械、小煤窑、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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