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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承延绵的良好传统和重要保

障。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历代政权运转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核心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丹江口市财政改革措施多、力度大，

财政职能不断健全、理财思路不断创新、财政收入增长机制不断完善，公共财

政特征逐步显现，地方财政实力显著增强，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

效。为记载财政发展历史，传承理财文化，推动财政发展，市财政局高度重视

修志工作，组成修志专班，确定分解篇目，寻访查证历史，组织撰写编审，历

时两年，多次修正，完成了《丹江口市财政志(1986--2006)》的组编工作。

《丹江口市财政志(1986--2006)》在保持史志资料性工具书的框架结构

上，力求根据财政事业发展变化，在内容、形式上努力创新，体现特色。比较

完整、客观地记述了自公元1986年至公元2006年21年间的全市财政工作情况。

本编正文设有财政机构、财政体制、预算管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源建

设及财政财务管理等7章45节，内容全面，涵盖广泛，表述精准。是一部具有

知识性和资料性的经济资料书，也是一部客观真实反映丹江口市经济发展变化

的文献。

为使我们全面了解1884年一2006年间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

期的全市财政状况，修志专班将1989年已完成初稿的《丹江口市财政志(1884

—1985)》作了进一步修定后与《丹江口市财政志(1986--2006)》同时付印

出版，分上、下两册。两册共计50余万字。

史为今用。我们读史了解市情，学史开拓创新。在新时期，我们要认真落

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为我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事业，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丹江口市财政志》的出版，是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特别是编撰人

员认真调查、去伪存真、数易其稿、辛勤笔耕的结果，特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是为序。

中共十堰市委常委丹江口市委书记

二。一。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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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

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国家的存在与发展也离不开财政。今天，我

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财政的支持。

财政也有其独特的经济规律，我们做财政工作应当力求认识和掌握财政规律，

按财政规律办事。但要认识和掌握它，就得研究它，既要研究现实的财政经济，

也要研究历史的财政经济，因为任何现实都是历史的发展，因此必须从“历史”

着手o·而通过编修财政史志，广泛地征集、整理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文献、资

料，系统地回顾财政历史，全面地总结、对照财政工作的成败得失及因果关系，

则是探索、认识和掌握财政经济规律的极佳方式之一。

在丹江口市历次所修的地方志里，财政(封建社会称赋役)仅为其中十数

个分志中的《食货志》的一个项目(其余为《户口》、《田亩》、《特产》等)，所

记财政史实极少，即使在民国时期县地方财政事项也仅仅是作为统计素材鲜见

于经济学者的财政专论和专著。而今编修县地方财政专志，在丹江口市历史上

还是首次。修志人员遵循详近略远，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的原则，如实地记述

了一个世纪以来不同社会制度和各个历史时期本县市地方财政的兴衰更替和成

败得失，为本市现在和将来的财政经济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使我们尽可能

地减少失误、少走弯路。从这方面看，《丹江口市财政志》(初稿)的问世，实

在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由于清末、民国前期资料残缺断档严重，以致造成本志初稿所反映

该二时期财政史事的断线、失记，因此修志人员只能根据现有资料作以实事求

是的处理，待以后征求有得时再作补记。至于初稿中所记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的财政内容，由于我们政策水平低，专业知识少，文字功底薄，因而使其

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内行和熟悉本市财政历史的同志们批评指教，

我们将根据所提意见和建议作出补充和修改，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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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丹江121市是湖北省的一个县级市，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史

称均陵．秦置武当县，汉承秦制，隋开皇5年(公元585年)始称均州。宋、

元、明、清历代皆为重镇，民国时期(1912年)改称为均县。1960年下半年与

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合并称光化县，1961年年底与光化县分开，复称均县，

1983年撤消均县改丹江口市。

丹江口市财政亦是国家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亦必然随着国家的政治、

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它从清代光绪十年(1884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1985年的102年中．共经历了清末一民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不同的历
史阶段。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概况如下：

一、清末、民国时期

(一)县财政变化。

清末，我国财政从无中央与地方的区别，课税之权悉归中央，财政官员亦

惟由中央遣派，地方无权任命。清代，布政使司为一省财政机构的最高长官，

职掌一省租税征收和钱款fl：纳。州、县财政收入全部上交布政司，行政支出省

按中央核定的数额下拨或自收入中坐支抵上解。地方每兴办一事，则抽办二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内改良主义和旨在推翻封建帝

国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引起民治观念日盛，从而迫使晚清王朝的高度统一的集

权财政缓慢地、时有反复地朝着中央与省地方分权的方向过渡。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清王朝筹备立宪，于各省成立咨议局；颁布府、州、县地方自治章

程及城乡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府、州、县地方的公有款产、地方公益捐、按

照自治规约所课罚金等三项收入划属州、县地方收入，作为筹办自治的经费。

至此，州、县地方有中央明文规定的收入，但无独立的财政。

民国成立之初，始有国税与地方(省)税的划分。袁世凯复辟帝制，取消

《国地税划分法》一切正杂税捐均属国税。袁以后的北洋政府变本加厉，或将

县地方收入提作省用，或将省地方税提作国用，县地方政府实为中央财政部的

征收派fj{所。致使县地方自治成为空头自治。民国八年(1919年)，北洋政府颁

布《县自治法》，令各县成立县参议会、参事会，其中规定县议会议决权内的财

7



政事项有：预算决算，县税、规费使用，不动产(公产)的买入及处理，财产

营造物及公共设备的经营和处理等；规定县参事会执行的财政事项有：执行县

议会议决的预算、管理县地方收支、征收自治费及规费、管理财政营造物和公

共设备；在财政范围内就自治经费而言，以县自治税、规费、过迨金、县行政

收入、县公营收人抵支等。就预算、决算而言，参事会负责编制，县议会负责

议决。就收支检查而言，则由县议会推举3人以上会同参事会会长及参事联合

执行。但是，县地方除仅具备上述自治经费收支权外，其他收支仍在省财政控

制下，仍处于省财政的附庸地位。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着手整理财政：划分收支。同

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召开第一次财政会议，划分国家收入和省地方收入、

国家支出和省地方支出。规定省县之间收支划分由省制订。“因省居上级地位，

得以任意处置收入”。使县级财政仍无以自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

政府公布《省县收支划分标堆》和《财政收支系统法》， 使省县之间收支权力

及项目得以划清，但“久经迁延，未得执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

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有关财政方面的规定是“县、乡均为法人，

各自据有财源”，其特点具有建立县级财政以推行县地方自治的意义。民国三十

年(1941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三次财政会议，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将全

国财政划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县)财政两大系统。同年11月公布《改订收支

系统实施纲要》，其中关于自治(县)财政的规定中最重要者为课税收入，多沿袭

《县各级组织纲要》所规定的收入。但在自治(县)财政系统内，收支如何划

分则无明确的规定；制定法规。国民政府行政院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公

布《整理自治财政纲要》，明确规定全国自治财政分二期整理，对于整理税捐、

清理公学款产、清理债务、实施造产、调整收支、建全财政机构等均有详明规

定。此外先后制颁有关法规，机构组织者有《县市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

《乡镇财政保管委员会组织章程》等。新税捐征收规定则有《屠宰税征收通则》、

《房捐条侧》、《营业牌照税征收通则》、《使用牌照税征收通则》、《筵席娱乐税

法》等。清理公学款产及造产者有《各县市清理公有款产奖励举报办法》、《各

县市公产租佃办法》、《乡镇造产办法》等。审编预算方面有《战时县市预算编

审办法》、《县市预算科目实例》等。大体已臻完备；调整机构。县级机构中有

关财务行政者，有主管财政、公库、主计、审计四大部门。在新县制实施之前，

以《县组织法》为准。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各县设财政局缺点颇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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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各县改局为科”。自《县各级组织纳要》颁行之后，县政府仍设财政科。实行

主计制度后，县政府会计室相继成立。县款保管出纳在《公库法》实行之前，

县已筹设县金库，其性质为委托代办及专设2种，设县公库后，多委托银行代

理。审计事宜，过去由县财务委员会职掌，县审计处成立后逐渐转由该处自理。

表1

县自治财政收支科目表

收入科目 支}l{科目

1．课税收入： I．政权行使支出

土地改良物税 2．彳j政支出

屠宰税 3．立法支出

营、Ik牌照税 4．教育及义化支{Ij

使崩牌照税 5．终济建没支：fj

行为取缔税 6．j卫生及治疗支Ⅲ

土地税的～一部分(田赋及契税) 7．保育及救济支H{

中央划拨营业税二成五 8．营业投资及维持支出

中央划拨营业税二t成 9．保安支}}{

中央划拨印花税二成 10．财务支{|；

2．特赋收入 11．债务支lll；

3．惩{H及赔偿收入 12．公务人员退休及抚恤支fI：

4．规费收入 13．损失支出

5．f苦托管理收入 14．信托管理支m

6．财产管理收入 15．协助支I叶J

7．公有营、lp的盈余收入 16．其他支】I}：

8．公有事、Ip收入 注：自治财政支：I：包括县市和乡镇一切经费支出

9．补助收入

10．地方性的捐献赠与收人
I 1．财产及权利的售价收人

12．收I司资本收入

13．公债收入

14．赊借收入

15．其他收人

湖北省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推行新县制，省县财政尚未依照规定确

切划分。自民国．一十年(1941年)起省县财政正式划分。民国三十一年财政体

制改变I指国家财政与自治(县)财政两大系统】，县自治财政地位得以确立。民

国二十九年(1930年)以前，县地方收入主要来源为省税附加和补助金，纯属

县收入者以公学产、商铺捐为大宗，各项省税附加以田赋亩捐附加为主，屠宰

税附加、契税附加次之，短期牙贴附加为数最少；补助金采用分散制，计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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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补助、县政、教育补助、义务教育补助等名目，其补助金额的决定，以被补

助县份财政丰蔷和事业政策为依据。推行新县制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后直至民

国末期，湖北省自治(县)财政状况如下：收入来源。过去税收均依靠附加，

改订收支系统后，除契税附加外，一概取消，代之以独立税源。如课税收人中

有屠宰税、房捐、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税、自治商捐等；分配

县国税有田赋分拨(包括地价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分拨、印花税分拨、遗

产税分拨等。财产及权利收入中以县、乡、镇公学产租课收入为主，公有营业

盈余收入、其他收入多属乡镇所有；收人比重。各项收入除补助金因国税分拔

增加中央停止补助外，其他项目的收入均有增加，其中以课税收入、财产及权

利收入、捐献收入增加较快，在总收人中所占比重较大。分配县市国税收入、

国税附加收入呈递减之势，就表面现象看，自治财政渐趋自立，而事实则不尽

然，就课税来说，屠宰税改从价征收后，其收入日渐增加，居主要地位，但逃

税、漏税严重。自治商捐明令取消。其他各种新税因税源狭隘，实际收入有限。

公营事业因管理混乱造成盈余微小甚至亏损。加之县政府对乡镇财政不加监督，

形成自收自支局面，不但一切收支无正确记载，而且极端摊派私图中饱，此亦

为收人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自治经费支出。民国二十九年以前，县地方支出

主要是县区机构经费、保安经费、教育经费。建设事业及社会福利救济等支出

数额极少。推行新县制后，县政府机构扩大，乡公所、警察机构成立，保甲编

制重新调整，中心学校的创办及国民学校增设以及公教人员增加等，促使自治

经费支出急剧澎胀，但收入却不能按比例增加，因而造成收支差额悬殊，赤字

预算逐成为自治财政的难治之症；支出比重。就本县自治财政支；IJ来说，其中

的行政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始终居高不下，最高比重达92％。教育经费支出虽居

第二位，但所占比重最高为24％，最低占5％。经济建设、卫生事业、社会救济

等支ff：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以一言概括即为“只有吃饭的钱。无做事的钱”；造

成上述原因的社会基本状况。县地方因战争频发而使夫役繁兴，税捐累重，县

地方人民受法外的苛索，及预算以外的负担已达顶点，在征收上义未做到公平

合理的杜绝中饱。基层工作人员良莠不齐，凭藉势力鱼肉乡民，利用政令营私

舞弊：通货膨胀与时加剧，物价指数扶摇直上。农村金融周转困难，结果仅为

少数人获利，迫使农村经济越加贫困，广大农民求温饱亦不可得，何来能力应

付累累加重的税捐?

(二)本县县财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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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州、县地方每兴办一事则于田赋内加派一捐，其摊派方法省与省不

同，县与县互异，但是捐种名目繁多，胥吏勾结舞弊，贪污中饱则全国一同。

本县民生凋敝，仅以农业为传统经济的最大支柱，财政收人主要从农民身上直

接或间接地搜刮而来；同时还以城镇工(手工业)商业户为对象，抽收、加派

商业类捐税(具体负担情况不详)。

均县民国五年岁入岁出表

表2 单位：银元、元
岁 入 岁 出

科 目 金额 科目 金额

Ⅲ赋 地丁 8896 行政经费 县知书公署终费 7300

屯饷 1198 司法终费 44lO

地丁省附税 540 fH赋经征经费 1443

串票捐 3080 合计 13153

合计 13714 教育经费 教育局经费 1915

货物税 过境销场税 完全小学经费 3494

茶税 初级小学终费 1730

炯ilf【『糖税
不详

民众教育馆经费 520

竹木税 各乡镇学校补助经费 252

船捐 合计 791l

包囊税

捐正 货物附加税

契税 21186

杂税 牙税 Iloo

■税 300

屠宰税 1202

牙贴税

当m占捐
不详

税祟捐

铺，o房捐

捐杂项收入 火役|}j

契纸费
不详

巾串

禁焖{q歙

注：收入伞部r研 注：支jI：n1省下拨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田赋不仅附税加重，而且正税也不断加重，甚至ff；现

一年重复征收2、3次的现象。更有甚者，各地军阀还采取预征办法，将田赋预

征至以后数年甚至数十年，苛捐杂税达到凡人凡物有税捐的程度。军阀连年混

战，他们除了利用各种办法搜刮民财供挥霍享用和互相厮杀外，还在每次战争



期间向地方索钱要物，抓兵拉夫，对农民更是骚扰不堪(详见表2)。

表3

均县民国二十二年各区地价一览表

位置 区别 每甫地价 备考

县城附近 二Ⅸ 20元一30元 原每亩值50元，近冈捐重使地价低落一半。

东乡
一 =阪 12元一20元

南乡 四、六区 16元一30元

西乡 五、六区 16元一20元

北乡 七、八区 lO兀一16兀 地多山坡，且毗连豫省，累受土雕骚扰，故价格极低。

附件1
县政公派通知

为通知事：
查十七年奉派军饷拾伍万元。按照原经收外，尚不敷洋捌万叁仟余元。

前日城乡大会公同决议，派捐成例，城区得(须筹措)三分之一，区乡得(须
筹措)三分之二。复又召集城关各绅首及办事各员秉公分配，商界应派洋玖
千元，各富绅应派洋壹万捌千柒百叁拾元，并经各绅首查照往日认捐、各富
绅等级按效分摊。除分别通知外。兹派照该绅军洋壹拾元，除特另1】通知外，
兹派照该绅军洋壹拾元，用特别通知，即希查照派定数目，限五期与配清缴，
每月为一期，如至期不交，定援(参照)邻县成倒照原派之数加三戍处罚⋯⋯
以敬顽疲⋯⋯．

县长张世舒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 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本县经济、财政状况(以民国中期的民国二十三年资

料为据)为：土地赋课。全县有田地山荡577万余亩，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举行田亩登记，实行按亩征税。全县共有田地24万亩，每亩负担省、县法定税

捐o．48元(大洋)，义负担区保经费、军事支应经费0．40元，合计每亩负担税

捐0．88元，全县田亩共负担正杂税捐、临时摊派2I．2万元。省税收不敷支，省

库无所补助，县政府为生存计，不得不挤查契税以资维持。但因民穷，地价高

低悬殊，正附捐率为数过重，置产人大有不能完纳之苦(详见表3)；农、商情

况。全县粮食收获总量不足以供全县民食，每年由外县输入约三成，农村经济

所赖以调剂者，以前为烟叶种植，自民国十四年(1925年)炯叶庄VI倒闭以后，

烟叶销数一落千丈，从而造成农民生活异常艰窘，加之挪借无门，稍遇灾欠，

取以树皮草根为食。商业在民国十年以前有钱庄、烟庄、匹头店多家，营业尚

称繁盛。仅炯叶一项年可收入百余万元(属产值性质)。实为全县农商经济支柱。



自烟叶庄倒闭以后，各项营业十分萧条；支出。省税每年平均实收1．1l万元．

而各项政治经费支出需2．8万余元(省税全部上解，县政府经费由省下拨)，不

敷数达60％，公务人员不能按月领薪，政务效率不免迟滞，县政捐收人仅敷财

务委员会、公安政务、警察及上解专署所派计量所、无线电台建设等经费支出；

区公所及保甲经费均就地筹措。此外尚有军差一项亦须巨款支应。其筹措办法

亦是随事就地摊派，苛抚实甚(详见附件1)。当时，本县地方公款年收入在lo

万元左右，而应付一次军款就达15万元，全县人民受法外苛索之重可想而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

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在抗战后方县份推行“新县制”。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年，湖北省推行“新县制计划”。民国三十年(1941年)，湖北省政

府颁布《湖北省建立各乡(镇)财政办法大纲》o

抗日战争时期，均县处抗战后方，赋税负担加重，尤其是田赋负担特重；

临时加派名目繁多，如民国j十一年商捐预算收入8090元，年底实收13．06万

元，为预算数的16倍。义如，民国i十二年(1943年)，经募各项债款23万元，

其项目是“湘鄂劳军”、“滑翔机”、“同盟公债”、“鄂西大捷”等。但社会秩序、

经济生活较之于临近前线县份安定许多，故在实施“新县制计划”和建设整理

自治财政方面，效果好于前线县份。

民国三十一年本县自治财政建设情况为：县财政概况。自治财政向由县统

筹拨发，本年度预算实支虽有差额，经将各项税捐整理后尚能自给自足；公学

款产清理。县有公学款清理出928元、公学产年收入20060元、寺庙款127元、

寺庙产年收入41 140元。’祠产提成248元；旧税征收。屠宰税9．6万元，商捐收

入13．1万元，房捐尚未开征；新税推行。营业牌照税1500元。使用牌照税尚未

开征。筵席娱乐税1000元；收支差额弥补办法。收支不敷39万元，从屠宰税

增加数量，商捐比额增加的收入中拨补，如再有不敷则征收自治户捐以资弥补；

公库制度推行。县公库已收由省行办事处代理，县税及代征国税由税务局征收

缴库保管；县银行筹没。县银行成立正在筹备中，资本额定为100万元，官、

商股各认50万元，待股本集齐即呈请开业；乡财政概况。县乡财政尚未彻底划

分，乡镇各机构经费均由县政府发放。乡公共造产情况为，新造公耕田地5500

亩，计收粮食420石。造林2．7万株，成活1．8万株。养猪2610头，养鸡2．3

万只，养牛2610头。种菜2．6万斤，种藕6500斤；公营事业创办。建农业仓库

5所，办民生工厂1所，开设摊贩场2所，开办公营牙行7所。公营事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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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万元。‘

民国三十二年(1943)，本县自治财政的财源建设出现短暂繁荣(详见表4)。

均县民国三十二年自治财政成果统计表

表4 单位：元
乡镇收入 县公营事业收入

造产收入 682286 县银{j收入 89953

公营事、lp收人 385982 县联衬收入 110000

公有款产收入 532592 摊贩场所收入 269573

民生．I：厂收入 318254

小。计 1600860 小计 787780

合计 2388640(f峙当年县财政收入87．16％)

然而，本县公营事业在为自治财政提供了1年的收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则

是经营人员各种营私舞弊行为的泛滥，如各乡镇借公耕为名随意无偿摊派人力、

资金、隐瞒本乡镇的县、乡公学产收入、公营牙行收入、公营手工业收人等，．

以骗取补助等，导致收入大量减少。县公营事业因市场萧条、农产品滞销、金

融周转不灵、经办人员贪污严重、管理混乱等而导致连年亏损，如县民生工厂

在民国三十二年上交31．8万元的利润之后，再未实现过盈利。公营事业收入民

国三十二年占县自治财政收入的22％，民国三十三年、民国三十四年分别占2．5％

和2％，民国三十五年、民国三十六年均无收入。由此看来，民国三十二年本县

自治财政建设的“繁荣”，在整个民国时期仅仅是“昙花一现”。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年均县解放前夕，均县政府竭尽全力为国民党打内战服务，县自治财政名存实

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新四军过境，打乱县财政收支计划。民国i十六

年(1947年)郧阳解放，均县政府“一夕数惊”，县财政预算更是无法执行，主

要靠强行摊派“自治捐献”，以维持县乡镇的行政支出。1948年3月，均县解放，

国民党县政权崩溃，民国时期的均县财政逐成“无皮可附之毛”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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