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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修志以启后．屯昌县成立四十二周年之际，《屯昌县财政

税务志》编纂成书，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这部志书，能够实事求是地较全面地将屯昌地区从清末、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财税收入，财政支出、财

税管理的历史过程作了客观的记述和反映，是《屯吕县志》中

居于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都专业志。它不仅为我县在“存史”

上具有研究探讨的价值，而且在实际应用上也具有。教化、赍

治。的作用． ．

《屯昌县财税志》根据时代的不同特点，在记述史实的基

础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历代财税收入都取之于民，但财政支

出用途却不同。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统治阶级采取超经济剥削

的手段向人民索取的财税收入，8 0％以上用于皇室(中央)

和各级地方官吏的行政管理费支出．而解放后，我县财政支

出，8 0叻以上用于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

等开支，用子行政管理费支出仅占2 0％．这可以看出，不同

的社会，就有不同的财政本质特征．两者对比，充分体现了社

会主义财政是属于人民性和建设性的财政，即“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这些史实从客观上启发人们认识新旧社会地方县财

政的不同性质，从而激励人们拥护和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地投

身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屯昌县财税志》特别详述了屯昌县从1953年至1990

年的三十七年中财税收支的状况．从史料中看蓟，一方面支大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于收。长期来全县每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财政收入的

增长速度，存在着依靠上级财政补贴过la子的客观实际。另一

方面．有较大的投入．才有较高的产出．如历年投放在国营工

商企业的亏损补贴和农林水气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资金等支

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 3．1％，而从农业、工业、商业等生

产收益中征收的农业税，工商税等实际收入比投放在这方面的

支出增长1．7倍。这些收入和支出的数据，给人民提示了增

加财政收入的生财、聚财．用财之遭——要改善县级财政的环

境，必须从开源入手，即通过发展经济来充裕财源；从社会总

财力的综合平衡入手，广辟资金渠道，将必要的资金支援工农

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促产墙财，才能实现我县财政的自给

水平．同时史志的编纂对于制订屯昌县经济发展规划，制定财

政、税收的方针，政策、制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特另Ij是《屯昌县财税志》以客观的事实．记载了财政税收工

作所涉及到的事项的兴衰起伏过程及其因果关系，阐明了各个

历史阶段屯昌县财政税收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上的成败、

得失及其经验教{JII等。《财税志》陈列的历史事实给我们提供

了探讨、研究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借鉴。财政是国

家政权理财活动，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财税志》给

人启示是：财力是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一个县要发展自

己的经济．不可不注重财力资金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必须从

本县实际出发，运用和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改革开

放，大力发腔经济．加强财政税收管理，开辟财源，增收节

支、保障供给，才能促进县级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总之。这部专业志，值得从事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战斗

在财税战线上的干部职工以及热心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志

阅读参考．该书经编志的同志广泛搜集史料、认真考证，严肃

撰写．终使成书．如今即将出版．财政税务部门的领导和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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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要求我写上几旬，现以此为序：一以表示祝贺，-'-IEl启

借鉴，三是以期屯昌有新发展。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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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本志书编修，原则上是从1 9 4 8年开始至l 9 9 O。

年止为详述年限。但因屯昌县历史上所属的各区、乡原为琼LLl

县第六区、定安县第四区、澄迈县第二区辖地所组成．这些

区，乡在请末和民国时期所属之县都未曾修志，为续之源流，

凡是涉及到财政税收的内容．都加予简述，同时在简述中都给

予无限期的追溯延伸．
‘

2，本志书的纪事年号，系新中国成立前附，均采取朝代

年号并在括号加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的民主革命政权纪事和新

中国成立后的纪事，均采取用公元纪年．

3、民国时期民主政权的财政税收采取同国民政府的财政

税收综合编篡。不再另设篇章记述．
‘

4，本志书对大事要事都贯穿在各篇章节里详述，故从略．

5，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支出中，对行政事业单位的修

缮费和购置费本应归类于行政管理费的公用经费支出，因固定

资产设备购置费和一般的购置费，新建房屋和房屋维修费混杂

不清，故在本志书中，将购置费和房屋维修费列入基本建设投

资支出统计．

6、关于本志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在清代和民国时飙

均按旧制单位．如市担、市斤、两-钱、分、毫，顷(1 0 0

亩=l顷)、亩，石．斗，升，勺、合，元(光洋)、角(毛)、

分等．新中国成立后，除农业税计征和征收粮食仍照沿用旧制

的市担、市斤、市亩等外，余者按新的度量衡单位记载．

7、本志书的材料来源，除了在文中写明和加注释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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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外．其余来自屯昌县档案馆和财政、税务局历年存档的上级

文件、本级文件、各年度收支预决算报表和其他报表等资料．

另外关于清代和民国初期财政税收的材料引用，除了其他的注

释外，主要来自《琼州府志》和民国十九年(1930年)陈铭枢

总编纂的鬈海南岛志》．以及清末编修的《安定县志》、《澄迈县

志》、《琼山县志》．属于民主政权的财政税收材料的引注．来

自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琼崖革命根据地财经税收史料选编)

和屯昌县财政、税务局编印的《屯昌县财经税收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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