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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悠久，史迹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其建

代分设闽县、侯官县之时。闽侯县素有“八闽首邑’’

之称，县治历来为郡、州、府、道、省治所在地，是福建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千年古县，山川壮丽，文物鼎盛，商贾辐辏，名贤辈

出。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封建腐朽统治，列强欺凌掠夺，旧中国江

河日下，国弱民贫，旧闽侯也日见凋敝，一派衰落景象。新中国成立

后，闽侯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意气风发，以前所未

有的智慧与勤劳，耕耘着这块美丽的家园，使她重获勃勃生机，再展

首邑雄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政府凝聚全县

力量，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写下了闽侯县

有史以来最壮丽的篇章。面对着丰厚的历史、光辉灿烂的现实，一项

述往昭来，“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任务落到了文史工作

者的肩上，时代在呼唤着新《闽侯县志》的诞生。

社会主义新一代方志——《闽侯县志》的编修工作起步于20世

纪80年代后期。新编《闽侯县志》在历届中共闽侯县委、闽侯县政

府关心支持下，在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具体指导下，全

体修志人员黾勉从事，积六年之功而告竣。全志共41卷，以概述、

大事记弁于端，限外辑要、附录殿于后。举凡建置沿革、自然环境、

经济、政治、军事、科教文卫、民情风俗、人物等总汇于一书。新编

《闽侯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

则，广征博采，据事记实，统合古今，纵横百业，是一部了解闽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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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闽侯自然

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下限至1993年，大

事记和图片则延至1999年。

三、本志根据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的原则，分41卷，采用卷、

章、节、目结构形式。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卷、人物、限外辑要、

附录等组成。全书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并用。

四、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人物卷设传、

表。立传人物以闽侯籍为主，亦载在闽侯县工作过的客籍知名人物。

五、全志记述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朴实、简练，除概述外，

一般述而不作。

六、历史纪年记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前采用朝代

年号，括注公年纪年，其中民国纪年只括注每节首次出现时的公元纪

年，其后从略。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各种事物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皆用简称；地

理名称、机构、官职均按当时历史习惯称呼；旧地名首次出现时，注

明现行地名。

八、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沿用当时历史计量单位，新中国成

立后一律采用公制。

九、数字表述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数据，民国及其以前以当时资料

婚



为据；新中国成立后，全县性数字以闽侯县统计局或档案资料的数字

为据。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档案馆、图书

馆和闽侯县直各部门、各乡镇，以及县文史资料；一部分来源于民国

版《闽侯县志》、《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及其他一些方志资

料；另有少数取自知情人的回忆、笔记、口碑资料。本书资料经考证

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1

目 录

概 述⋯⋯⋯⋯⋯⋯⋯⋯⋯⋯⋯⋯⋯⋯⋯⋯⋯⋯⋯⋯⋯⋯⋯⋯⋯⋯⋯⋯⋯⋯⋯．⋯⋯。(1)

大事记⋯⋯⋯⋯⋯⋯⋯⋯⋯⋯⋯⋯⋯⋯⋯⋯⋯⋯⋯⋯⋯⋯⋯⋯⋯⋯⋯⋯⋯⋯⋯⋯．(6)

卷一 建 置

第一章隶属境域⋯⋯⋯⋯⋯⋯⋯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隶属

县境

县治

第二章行政区划⋯⋯⋯⋯⋯⋯⋯⋯

第一节宋至清时期区划⋯⋯⋯⋯

【56)

(56)

(57)

(58)

(59)

(59)

第二节民国时期区划⋯⋯⋯⋯⋯(62)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区划⋯⋯⋯(63)

第三章乡镇建置⋯⋯⋯⋯⋯⋯⋯⋯(66)

第二节镇建置⋯⋯⋯⋯⋯⋯⋯⋯(66)

第二节乡建置⋯⋯⋯⋯⋯⋯⋯⋯(69)

卷二 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74)

第一节地层⋯⋯⋯⋯⋯⋯⋯⋯(74)

第二节构造⋯⋯⋯⋯⋯⋯⋯⋯(77)

第二章地虢⋯⋯⋯⋯⋯⋯⋯⋯⋯(79)

第一节走 势⋯⋯⋯⋯⋯⋯⋯⋯(79)

第二节类型⋯⋯⋯⋯⋯⋯⋯⋯(81)

第三章气候⋯⋯⋯⋯⋯⋯⋯⋯⋯【82)

第一节气候特征⋯⋯⋯⋯⋯⋯⋯(82)

第二节气候要素⋯⋯⋯⋯⋯⋯⋯(83)

第四章水文⋯⋯⋯⋯⋯⋯⋯⋯⋯(89l

第一节河流⋯⋯⋯⋯⋯⋯⋯⋯(89)

第二节水位流量⋯⋯⋯⋯⋯⋯(91)

第三节水质⋯⋯⋯⋯⋯⋯⋯⋯(91)

第四节地热⋯⋯⋯⋯⋯⋯⋯⋯(91)

第五章土壤植被⋯⋯⋯⋯⋯⋯⋯(92)

第一节土壤类型⋯⋯⋯⋯⋯⋯⋯(92)

第二节植被分布⋯⋯⋯⋯⋯⋯⋯(94)

第六章野生动植物⋯⋯⋯⋯⋯⋯⋯(95)

第一节植物资源⋯⋯⋯⋯⋯⋯⋯(95)

第二节野生动物⋯⋯⋯厶⋯⋯⋯(97)

第七章 自然资源⋯⋯⋯⋯⋯⋯⋯⋯(97)

第一节土地资源⋯⋯⋯⋯⋯⋯⋯(97)

第二节水资源⋯⋯⋯⋯⋯⋯⋯⋯(98)

第三节矿藏资源⋯⋯⋯⋯⋯⋯⋯(98)

第八章 自然灾害⋯⋯⋯⋯⋯⋯⋯⋯(100l

第一节水灾⋯⋯⋯⋯⋯⋯⋯⋯(100)

第二节旱灾⋯⋯⋯⋯⋯⋯⋯⋯(101)

第三节风灾⋯⋯⋯⋯⋯⋯⋯⋯(102)

第四节冰雹、龙卷风灾害⋯⋯⋯(103)



2 目 录

卷三人 口

第一章人口演变⋯⋯⋯⋯⋯⋯⋯⋯

第一节人口源流⋯⋯⋯⋯⋯⋯⋯

第二节人口总量⋯⋯⋯⋯⋯⋯⋯

第三节人口分布⋯⋯⋯⋯⋯⋯⋯

第二章人口构成⋯⋯⋯⋯⋯⋯⋯⋯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性别构成⋯⋯⋯⋯⋯⋯⋯

年龄构成⋯⋯⋯⋯⋯⋯⋯

文化构成⋯⋯⋯⋯⋯⋯⋯

职业构成⋯⋯⋯⋯⋯⋯⋯

第五节 民族构成⋯⋯⋯⋯⋯⋯⋯(114)

第三章婚姻与家庭⋯⋯⋯⋯⋯⋯⋯(115)

第一节婚姻⋯⋯⋯⋯⋯⋯⋯⋯(115)

第二节家庭⋯⋯⋯⋯⋯⋯⋯⋯(116)

第四章计划生育⋯⋯⋯⋯⋯⋯⋯⋯(116)

第一节宣传教育⋯⋯⋯⋯⋯⋯⋯(116)

第二节晚婚晚育⋯⋯⋯⋯⋯⋯⋯(118)

第三节优生优育⋯⋯⋯⋯⋯⋯⋯(120)

卷四 土地管理

第一章地籍管理叩⋯⋯⋯⋯⋯⋯⋯(122)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土地清查⋯⋯⋯⋯⋯⋯⋯(122)

土地登记⋯⋯⋯⋯⋯⋯⋯(123)

土地定级⋯⋯⋯⋯⋯⋯⋯(123)

土地变更⋯⋯⋯⋯⋯⋯⋯(126)

第二章建设用地管理⋯⋯⋯⋯⋯⋯(127)

第一节土地征用⋯⋯⋯⋯⋯⋯⋯

第二节用地制度改革⋯⋯⋯⋯⋯

第三节土地监察⋯⋯⋯⋯⋯⋯⋯

第三章土地开发⋯⋯⋯⋯⋯⋯⋯⋯

第一节山地开发⋯⋯⋯⋯⋯⋯⋯

第二节水域开发⋯⋯⋯⋯⋯⋯⋯

卷五 农 业

第一章基本生产条件⋯⋯⋯⋯⋯⋯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耕地⋯⋯⋯⋯⋯⋯⋯⋯

劳动力⋯⋯⋯⋯⋯⋯⋯⋯

畜 力⋯⋯⋯⋯⋯⋯⋯⋯

农机具⋯⋯⋯⋯⋯⋯⋯⋯

农田基本建设⋯⋯⋯⋯⋯

农业资源分区⋯⋯⋯⋯⋯

第二章农业生产关系⋯⋯⋯⋯⋯⋯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节个体农民所有制⋯⋯⋯⋯

第三节土地公有制⋯⋯⋯⋯⋯⋯

第三章农作物⋯⋯⋯⋯⋯⋯⋯⋯⋯

第一节粮食作物⋯⋯⋯⋯⋯⋯⋯

(138)

(138)

(142)

(144)

(144)

(146)

(152)

(154)

(154)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经济作物⋯⋯⋯⋯⋯⋯⋯

水果⋯⋯⋯⋯⋯⋯⋯⋯

蔬菜⋯⋯⋯⋯⋯⋯⋯⋯

花木⋯⋯⋯⋯⋯⋯⋯⋯

蚕桑⋯⋯⋯⋯⋯⋯⋯⋯

食用菌⋯⋯⋯⋯⋯⋯⋯⋯

第四章农业技术⋯⋯⋯⋯⋯⋯⋯⋯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耕作制度⋯⋯⋯⋯⋯⋯⋯

品种更新⋯⋯⋯⋯⋯⋯⋯

栽培管理⋯⋯⋯⋯⋯⋯⋯

肥料施用⋯⋯⋯⋯⋯⋯．．．

病虫防治⋯⋯⋯⋯⋯⋯⋯

(127)

(131)

(132)

(133l

(133)

(134)

、，)、，、，、，)、，))

4

4

5

7

8

8

0

2

4

0

0

O

O

0

O

1

1

1

1

1

1

1

1

1

1

1i

1▲fI(((，I((／～(

))))))lJ)))))

7

0

5

6

7

8

9

9

0

2

4

7

5

6

6

6

6

6

6

6

7

7

7

7

1

1

1

1

1

1

1

1

1

1

1

1((，～(((，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目 录

卷九 工 业

第一章所有制⋯⋯⋯⋯⋯⋯⋯⋯⋯(284)

第一节个体私营企业⋯⋯⋯⋯⋯(284)

第二节公私合营⋯⋯⋯⋯⋯⋯⋯(284)

第三节集体企业⋯⋯⋯⋯⋯⋯⋯(285)

第四节国营企业⋯⋯⋯⋯⋯⋯⋯(286)

第二章行业⋯⋯⋯⋯⋯⋯⋯⋯⋯(287)

第一节机械⋯⋯⋯⋯⋯⋯⋯⋯(287)

第二节冶金⋯⋯⋯⋯⋯⋯⋯⋯(289)

第三节化工⋯⋯⋯⋯⋯⋯⋯⋯(289)

第四节砂轮⋯⋯⋯⋯⋯⋯⋯⋯(291)

第五节电子⋯⋯⋯⋯⋯⋯⋯⋯(291)

第六节纺织⋯⋯⋯⋯⋯⋯⋯⋯(292)

第七节船舶修造⋯⋯⋯⋯⋯⋯⋯(293)

第八节建材⋯⋯⋯⋯⋯⋯⋯⋯(294)

第九节造纸印刷⋯⋯⋯⋯⋯⋯⋯

第十节服装鞋帽⋯⋯⋯⋯⋯⋯

第十一节皮革制品⋯⋯⋯⋯⋯⋯

第十二节 日用杂品⋯⋯⋯⋯⋯⋯

第十三节工艺美术⋯⋯⋯⋯⋯⋯

第十四节食品⋯⋯⋯⋯⋯⋯⋯

第三章企业管理⋯⋯⋯⋯⋯⋯⋯⋯

第一节计划管理⋯⋯⋯⋯⋯⋯⋯

第二节生产管理⋯⋯⋯⋯⋯⋯⋯

第三节技术管理⋯⋯⋯⋯⋯⋯⋯

第四节质量管理⋯⋯⋯⋯⋯⋯⋯

第五节供销管理⋯⋯⋯⋯⋯⋯⋯

第六节财务管理⋯⋯⋯⋯⋯⋯⋯

卷十 乡镇企业

第一章企业结构⋯⋯⋯⋯⋯⋯⋯⋯(311)

第一节乡镇办企业⋯⋯⋯⋯⋯⋯(311)

第二节村办企业⋯⋯⋯⋯⋯⋯⋯(312)

第三节联户办企业⋯⋯⋯⋯⋯⋯(312)

第四节个体企业⋯⋯⋯⋯⋯⋯⋯(313)

第二章企业门类⋯⋯⋯⋯⋯⋯⋯⋯【313)

第一节农业企业⋯⋯⋯⋯⋯⋯⋯(313)

卷十一

第一章道路⋯⋯⋯⋯⋯⋯⋯⋯⋯(330)

第一节古道⋯⋯⋯⋯⋯⋯⋯⋯(330)

第二节公路⋯⋯⋯⋯⋯⋯⋯⋯(331)

第三节铁路⋯⋯⋯⋯⋯⋯⋯⋯(338)

第二章桥梁⋯⋯⋯⋯⋯⋯⋯⋯⋯【339)

第一节人行桥⋯⋯⋯⋯⋯⋯⋯⋯(339)

第二节公路桥⋯⋯⋯⋯⋯⋯⋯⋯(340)

第三节铁路桥⋯⋯⋯⋯⋯⋯⋯⋯(343)

第三章水道⋯⋯⋯⋯⋯⋯⋯⋯⋯(343)

第一节航道⋯⋯⋯⋯⋯⋯⋯⋯(343)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工业企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

商业服务业⋯⋯⋯⋯⋯⋯

第三章管理⋯⋯⋯⋯⋯⋯⋯⋯⋯

第一节经营管理⋯⋯⋯⋯⋯⋯⋯

第二节质量管理⋯⋯⋯⋯⋯⋯⋯

交 通

第二节河港⋯⋯⋯⋯⋯⋯⋯⋯

第三节渡口⋯⋯⋯⋯⋯⋯⋯⋯

第四章 陆

第一节人、畜力运输⋯⋯⋯⋯⋯

第二节机动车运输⋯⋯⋯⋯⋯⋯

第三节搬运装卸⋯⋯⋯⋯⋯⋯⋯

第四节铁路运输⋯⋯⋯⋯⋯⋯⋯

第五章水

第一节运输工具⋯⋯⋯⋯⋯⋯⋯

第二节运输⋯⋯⋯⋯⋯⋯⋯⋯

(295)

(297)

(298)

(299)

(300)

(302)

(306l

(306)

(307)

(308)

(308)

(309)

(309)

(31⋯⋯⋯⋯

第二节运输⋯⋯⋯⋯⋯⋯⋯⋯

(295)

(299)

(300)

(302)

(306l

(306)

(307)



目 录 5

第六章交通管理⋯⋯⋯⋯⋯⋯⋯⋯1361)I 第二节交通安全管理⋯⋯⋯⋯⋯(363)

第一节运输管理⋯⋯⋯⋯⋯⋯⋯(361)l 第三节路政管理⋯⋯⋯⋯⋯⋯⋯(365)

卷十二 邮 电

第一章机构⋯．．．⋯⋯⋯⋯⋯⋯⋯

第一节．驿铺⋯⋯⋯⋯⋯⋯⋯⋯

第二节邮政局电信局

邮电局⋯⋯⋯⋯⋯⋯⋯⋯

第二章邮政⋯⋯⋯⋯⋯⋯⋯⋯⋯

第一节 邮路⋯⋯⋯⋯⋯⋯⋯⋯

第二节，邮政设备⋯⋯⋯⋯⋯⋯⋯

【367l

(367)

(367)

(368)

(368)

(370)

第三节邮政业务⋯⋯⋯⋯⋯⋯⋯

第四节邮政编码⋯⋯⋯⋯⋯⋯⋯

第三章电信⋯⋯⋯⋯⋯⋯⋯⋯⋯

第一节电信设备⋯⋯⋯⋯⋯⋯⋯

第二节电报⋯⋯⋯⋯⋯⋯⋯⋯

第三节’电话⋯⋯⋯⋯⋯⋯⋯⋯

卷十三商业

第一章所有制⋯⋯⋯⋯⋯⋯⋯⋯⋯【382)

第一节私营商业⋯⋯⋯⋯⋯⋯⋯(382)

第二节公私合营商业⋯⋯⋯⋯⋯(383)

第三节国营商业⋯⋯⋯⋯⋯⋯⋯(383)

第四节集体商业o⋯⋯⋯⋯⋯⋯(384)

第二章市场⋯⋯⋯⋯⋯⋯⋯⋯⋯(384)

第一节集市贸易⋯⋯⋯⋯⋯⋯⋯(384)

第二节商业网点⋯⋯⋯⋯⋯⋯⋯(386)

第三节商品展销会⋯⋯⋯⋯⋯⋯(387)

第三章副食品购销⋯⋯⋯⋯⋯⋯⋯(388)

第一节肉禽蛋⋯⋯⋯⋯⋯⋯(388)

第二节烟草专卖⋯⋯⋯⋯⋯⋯⋯(393)

第三节糖酒⋯⋯⋯⋯⋯⋯⋯⋯(395)

第四章 日用工业品购销⋯⋯⋯⋯⋯

第一节百货⋯⋯⋯⋯⋯⋯⋯⋯

第二节五金交电化工⋯⋯⋯

第五章生产资料购销⋯⋯⋯⋯⋯⋯

第一节金属建材机电

设备⋯⋯⋯⋯⋯⋯⋯·⋯”

第二节石油煤炭液化气⋯⋯

第六章药品医疗器械购销⋯⋯⋯⋯

第一节采购⋯⋯⋯⋯⋯⋯⋯⋯

第二节销售调出⋯⋯⋯⋯⋯⋯

第七章管理⋯⋯⋯⋯⋯⋯⋯⋯．．．

第一节财务管理⋯⋯⋯⋯⋯⋯⋯

第二节商品经营管理⋯⋯⋯⋯⋯

卷十四 对外经济贸易

第一章对外贸易!⋯⋯⋯⋯⋯⋯⋯“【409)

第一节 出口商品⋯⋯⋯⋯⋯⋯⋯(409)

第二节外贸商品基地⋯⋯⋯⋯⋯(413)

第二章对外经济活动⋯⋯⋯⋯⋯⋯(416)

(371)

(374)

(374)

(374)

(378)

(379)

96

96

00

01

第一节“三来一补”业务⋯⋯⋯⋯(416)

第二节劳务出口⋯⋯⋯⋯⋯⋯⋯(416)

第三节 “三资”企业⋯⋯⋯⋯⋯(417)

卷十五供销合作

第一章 民主办社⋯⋯⋯⋯⋯⋯⋯⋯(420)l 第二节理事会和监事会⋯⋯⋯⋯(421)

第一节社员代表大会⋯⋯⋯⋯⋯(420)I 第三节股金⋯⋯⋯⋯⋯⋯⋯⋯(422)

))，，)、，、J)、，

1

2

4

4

4

5

5

6

0

O

0

0

0

O

0

O

4

4

4

4

4

4

4

4(，～，I((，I／～(



6 目 录

第二章业务经营⋯⋯⋯⋯⋯⋯⋯⋯(423 J

第一节农副产品采购⋯⋯⋯⋯⋯(423)

第二节农业生产资料供应⋯⋯⋯(427)

第三节生活资料供应⋯⋯⋯⋯⋯(430)

第四节饮食服务业⋯⋯⋯⋯⋯⋯(432)

第五节加工业⋯⋯⋯⋯⋯⋯⋯⋯

第六节废旧物资回收利用⋯⋯⋯

第三章管理⋯⋯⋯⋯⋯⋯⋯⋯⋯

第一节财务管理⋯⋯⋯⋯⋯⋯⋯

第二节储运管理⋯⋯⋯⋯⋯⋯⋯

卷十六粮油经营

第一章粮油统购⋯⋯⋯⋯⋯⋯⋯⋯(440)

第一节粮食统购⋯⋯⋯⋯⋯⋯⋯(440)

第二节油料统购⋯⋯⋯⋯⋯⋯⋯(443)

．第三节粮油议购⋯⋯⋯⋯⋯⋯⋯(445)

第二章粮油供应⋯⋯⋯⋯⋯⋯⋯⋯(446)

第一节城镇供应⋯⋯⋯⋯⋯⋯⋯(446)

第二节农村供应⋯⋯⋯⋯⋯⋯⋯(450)

第三章粮油储运⋯⋯j⋯⋯⋯⋯⋯”(453)

第一节粮油仓储⋯⋯⋯⋯⋯⋯⋯

第二节粮食保管⋯⋯⋯⋯⋯⋯⋯

第三节运输管理⋯⋯⋯⋯⋯⋯⋯

第四章加工与管理⋯⋯⋯⋯⋯⋯⋯

第一节粮油加工⋯⋯⋯⋯⋯⋯⋯

第二节饲料加工⋯⋯⋯⋯⋯⋯⋯

第三节经营管理⋯⋯⋯⋯⋯⋯⋯

卷十七 工商行政 物价 计量管理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m(464)

第一节市场建设与管理⋯⋯⋯⋯(464)

第二节企业登记管理⋯⋯⋯⋯⋯(469)

第三节商标广告管理⋯⋯⋯⋯⋯(473)

第四节经济合同管理⋯⋯⋯⋯⋯(477)

第二章物价⋯⋯⋯⋯⋯⋯⋯⋯⋯【477)

第一节物价变动⋯⋯⋯⋯⋯⋯⋯

第二节物价管理⋯⋯⋯⋯⋯⋯⋯

第三章计量与标准化⋯⋯⋯⋯⋯⋯

第一节计量演变⋯⋯⋯⋯⋯⋯⋯

第二节计量管理⋯⋯⋯⋯⋯⋯⋯

第三节标准化管理⋯⋯⋯⋯⋯⋯

卷十八财政税务

第一章体制⋯⋯⋯⋯⋯⋯⋯⋯⋯(486)

第一节财政体制⋯⋯⋯⋯⋯⋯⋯(486)

第二节税务体制⋯⋯⋯⋯⋯⋯⋯(488)

第二章财政收支⋯⋯⋯⋯⋯⋯⋯⋯(490)

第一节财政收入⋯⋯⋯⋯⋯⋯⋯(490)

第二节财政支出⋯．．．⋯⋯⋯⋯⋯(495)

第三节公债国库券⋯⋯⋯⋯⋯(501)

第三章财政管理⋯⋯⋯⋯⋯⋯⋯⋯【501)

(432)

(434)

(436)

(436)

(438)

(453)

(454)

(456)

(458)

(458)

(460)

(461)

(477)

(481)

(483)

(483)

(484)

(485)

第一节预算管理⋯⋯⋯⋯⋯⋯⋯(501)

第二节决算管理⋯⋯⋯⋯⋯⋯⋯(503)

第三节财务管理⋯⋯⋯⋯⋯⋯⋯(505)

第四节乡镇财政管理⋯⋯⋯⋯⋯(509)

第四章税务⋯⋯⋯⋯⋯⋯⋯⋯⋯(510)

第一节稽征⋯⋯⋯⋯⋯⋯⋯⋯(510)

第二节管理⋯⋯⋯⋯⋯⋯⋯⋯(516)

卷十九金融

第一章机构⋯⋯⋯⋯⋯⋯⋯⋯⋯(519)l 第一节当铺钱庄⋯⋯⋯⋯⋯⋯(51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