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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第一章财政·1033·

财税 金融

第一章 财 政

第一节机构设置

清初沿明制，茂名县知县下设县丞辅佐知县掌管钱粮及征税。乾隆元年(1736年)

县署内设户房为征税机关，专司地亩钱粮、契税、杂税等事项；设仓房专司谷物存储；设

库房专司银两保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行新官制。知县以下设官“五员”。其

中主计员1人，掌管全县财务税收事项。

民国元年(1912年)，县财政机构仍沿清制。民国2年(1913年)，县政府下设民政、

财政、建设、教育4科。其中财政科掌管全县财务收支事宜。民国18年(1929年)12

月．财政科改为财政局，局下设税捐处、田粮处。同年，县成立财务委员会，由县长召集

各乡镇及机关代表选举产生，报省财政厅备案，任期1年，连选可连任1次。民国26年

(1937年)7月，裁局设科，县政府设四科，其中第二科掌管全县财政事务，兼理地方财

务。民国29年(1940年)10月，行新县制，原县政府第二科改名为财政科。财政科主管

全县财政、粮食事务，兼办地方税务事项。各区设财政指导员1人，辅助县府办理该区财

政事务。民国30年(1941年)，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县政府另设田赋管理处，直属省田赋

管理处，处长由县长兼任。民国34年(1945年)10月，田赋管理处改称田粮管理处，所

有军公民用粮及田赋收拨由其统一办理。民国35年(1946年)，县政府增设田粮科专理粮

食购销事项，财政科专理田粮以外的财政事项。

1949年11月，县人民政府设立财粮科，统管全县财务、粮食工作。县属8个区，各

区设专职财粮助理员1人。1950年5月，茂名县人民政府进行整编，财粮科分设为财政

科、粮食局。审计、会计、农业税征收、契税管理等业务属财政科负责。1951年，财政

科设审计、会计、财政3个股。8区1镇各设财粮助理员1人。

1958年8月，精简机构。县财政科、税务局、保险公司3个单位合署办公，称茂名县

财政局。11月，茂名、信宜两县合并为茂信县，12月改为高州县，原两县财政机构合并，

称高州县财政局。1965年9月，县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合署办公，称县财

税局。对外挂“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管理委员会”4个牌子。财政局

设六股一室：秘书股、税政股、工商管理股、税利统管股、计划会计股、预算财务股和政

治办公室。
’

1967年2月。工商局分出单独设置，财政、税务两局统称为财税局。是年3月，财税

局成立临时生产领导小组。1968年11月。工商局、市场管理委员会撤销，其工作由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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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管理。1969年1月，县财税局、县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工商局合并为财税金融服务

站。1970年1月17日，撤销财税金融服务站，成立财税局革命委员会。基层财务所按当

时27个公社设置。

1972年5月10日，撤销财税局革命委员会，复称为财税局，恢复局长制。1973年1

月12日改称为财政局，局内设人事秘书股、税政股、预算股、房产股、企业股。1980年

8月。恢复监察股、计会股、人事股。1981年6月，财政、税务机构再度分设。财政局下

设秘书股、预算股、农财股、企财股、财政监察股。基层各区农财专管员设在税所内办

公，由税所统一管理。业务上受财、税两局指导。1983年10月，增设预算外资金管理股。

1984年7月，撤销财政监察股，设立行政事业财务股。是年10月，将人事秘书股分设为

人事股、秘书股。1984年7月一1985年8月，分别在县城设立直属财政所，在27个区设

立基层财政所。1987年，财政局设7股：秘书股、人事股、行政事业财务股、预算股、

预算外资金管理股、企业财务股、农业财务股。基层财政所28个，1988年5月，财政局

重设监察股。1989年4月，为加强外经工作管理，增设外经股。1991年12月，财政局设

立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1992年7月。秘书股改称办公室，预算外资金管理股改称综

合计划股，检查站改称农税稽查队。1993年lO月，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定为全民所有制

事业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收自支，市财政不拨经费。是年，财政局设办公室、会计

股、监察股、农财股、企财股、综合计划股、外经股、人事股、行财股、预算股、国有资

产办公室、会计系列职称改革办公室、财务大检查办公室、国库券推销办公室、控制社会

集团购买力办公室等9个股6个办公室，基层共设28个财政所，1个农税稽查队。

第二节财政收入

、清代时期县财政收入

清代，茂名县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征银29222．75两，除

留支县知事经费外，余全部上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沿袭之。清代后期，赋征积弊

日深，每年征得实数，不及征额八成。光绪年间，县内工商业有所发展，工商税年约245

两，约为县财政收入的l％。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庚子赔款，国库枯竭，下令将

田赋加征三成，县征银6830．67两，全部上解。

二、民国时期县财政收入

民国时期，县财政经常入不敷出。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宗的收入，均列为国税或省

税，财政收入仍以田赋为主(占66％)，其次是各种税捐、上级补助作为补充。

民国30年(1941年)，实行新县制，将以前的省税划出一部分归县税，作县地方收入。

县税源有所增加。但上级缩减了对县财政的补助。收入比重为：税课(含田赋)占86．5％；

补助收入占6．6％；规费收入占0．8％；财产收入占5．4％；惩品及赔价收人占O．6％；其它

收入占0．1％。民国37年(1948年)，法币高速贬值，万元法币不及原值1分。同年8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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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民政府下令发行金圆券，停止法币流通，法币300万元兑金圆券l元。是年，县财政

收入，上半年仍以法币为单位，下半年以金圆券为单位，全年县财政收入折合金元券共44．44

万元，其中课税占鸫．45％，罚款及赔偿收入占O．56％，规费收入占0．04％，信证管理收入

占14．57％，财产孳息收入占0．24％，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占O．05％，补助收入占0．18％，

捐献及赠与收入占0．01％，其他收入占35．9％。

民国21年(1932年)茂名县财政收入预算表

表10—1—1 单位：毫银、元

带收归粮丁
合计 田赋 坡租 房租 渔课 归粮滞纳金 契税 罚款 其他

米及粮捐

106315 67侥巧 17∞0 786 600 336 1040 1蚴 1740 500

民国30年(1941年)茂名县财政收入预算表

表10—1—2 单位：法币、元

合计 税课 规费 上级补助 惩品及赔价收入 财产收入 其他

9了玎12 811544 7247 61986 5157 50978 800

民国33年(1944年)茂名县财政收入预算表

表10—1—3 单位：法币、元

税课
合计 规费 上级补助 惩品及赔价收入 财产收入 其他

(含附加)

8497049 6820529 580()0 1315506 750D 194514 101000

民国37年(1948年)茂名县各项收入调查表

表10一l一4 单位：金圆券、元

罚款及 信证 财产 营业
合计 税课 规费 补助 献捐 其他

赔偿 管理 善息 盈余

444431 215317 溯 177 64770 1039 209 799 41 159582

三、新中国成立后县财政收入

新中国成立后，县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企业上交利润和

各项税收。

1950年，国家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县的收入全部上解。

1951年，实行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财政体制，地方附加、契税、规费、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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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等零星收入归县财政，其余收入仍全部上解。1953年，茂名县建立了县一级财政。

1953。1957年，县财政预算内收入共钙84万元，年平均收入976．8万元。在此期间，县

财政收入主要是工商税及农业税。其中工商税收入占钙．7％，农业税收人占42．1％。

1958．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左”的倾向、高指标、浮夸风对财政收入

有影响。此时期，全县财政预算内收入4356．1万元，年平均1452万元。比“一五”计划

时期年平均增长48．6％。但其中有浮夸虚假成分，给财政工作留下了不少问题。

1961—1965年，县财政工作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全国一

盘棋、上下一本账”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银行各项纪律的

决定，纠正了“大跃进”中财政工作出现的问题，胜利地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财

政经济状况好转，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此期间，县财政预算内收入共4942．2万元，年平

均988．4万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年平均增长1．2％。此时期各项收入的比重是：工商

税占61．8％、农业税占26．6％、企业收入占10％，其它收入只占1．6％。1966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机关秩序和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不正常，经济管理处于无政府主义

状态，偷税、漏税和拖欠税款现象普遍发生，给财政工作带来很大损失。1966。1969年，

全县工商税收入以3．6％的幅度逐年递减。1971年后，工商税收入又逐步回升。1966—

1975年lO年间统计，工商税收入共7872万元，年平均787．2万元，比“二五”计划时期

仍增长27％。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民经济有

了更大的发展。县财政收入稳步持续增长。1978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了2千万元大关。

1979年起，国家连续四年对高州县的低产缺粮队给予农业税兔税的照顾，每年减少约68

万元。1981—198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达11160．5万元，年平均2232．1万元，为“文化大革

命”期间年平均收入的159％。1987年财政预算内收入3450．2万元，比1953年增长了2．8

倍，比1980年增长了28％。

1988—1990年，全县财政预算内收入三年累计为15796．7万元，比上一个时期的年均

收入增长1．2倍。其中工商税收入为13004．5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82．5％，年均收入

4334．8万元；农业税收入三年累计共2439．8万元，年均813．3万元；农林特产税收入三年

累计共611．7万元，年均收入203．9万元；全县企业收入将国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与企

业亏损相抵后，三年累计为一272万元，年均一90．6万元；全县其他收入三年累计共622．1

万元，年均收入207．4万元。

199l一1993年县财政收入继续增加，三年累计共收入25703万元，年均收入8567．6万

元，比上一个时期的年均增长62．71％。其中工商税收入增长较快，三年累计19877万元，

年均收入6625．7万元，比上一个时期的平均增长52．6％；农业税收入(含农林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三年累计3502万元，年均收入1167．3万元，比上一个时期的年均增长钙．54％；

企业收入全是负数。将国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与企业亏损相抵后，三年累计．263万

元，年均一87．6万元；全县其他收入(含专款收入)三年累计2587万元．年均收入862．3

万元，比上一个时期的年均增长3倍多。199l一1993年，上级补助收入5432万元，上三

年结余1763万元，调入资金1985万元。上述几项收入，加上本级财政收入，1991—1993

年全县平衡预算的财政总收入37362万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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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财政支出

、清代时期县财政支出

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合二为一，县之田赋、税收，除留支外，余悉征解国库。

支出之款，中央与地方并列的有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偿恤、修

缮、采办、织造、公廉、杂支等13项。县留支主要为俸食之款。光绪期间，茂名县留支

经费如下：知县俸银45两，纸张油烛银30两，修宅银20两，迎送上司伞扇银10两．县

丞、教谕、训导俸银各40两，典史俸银31．52两，库书、仓书工食银各12两，吏书12

名，工食银各lo．08两，马快8名，工食、草料银各18两，门子2名，皂隶16名，灯夫

4名，禁卒8名，轿伞扇夫7名，库子4名，斗子4名，工食银各7．2两，民壮50名，工

食银各7两。仵作4名，工食银各6两，修理仓监银20两，以上俸工经费留支银共1268．08

两。闰年加95．66两。

民国时期县财政支出

民国时期，茂名县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县行政、公安、警察及文教经费等。

民国18年(1929年)，国、省、县三级财政没有明确划分。县行政经费由省统一支

付，其余支出由县自行征收解决。民国24年(1935年)，中央、省财政收支系统法公布。

规定县财政支出项目有：行政支出、保安支出、文教支出、自治支出、财务支出、经济建

设支出、卫生支出、保育救济支出、预备金支出、债务支出及其它支出等1l项。民国30

年(1941年)后，茂名县各项支出浩繁，尤其是行政、自治、文教等项支出为数最巨。

其支出比重是：行政13．3％、自治28．6％、文教26．2％，而关系到全县人民生活的经济

建设支出仅占1．3％。民国37年(1948年)，为应付越来越庞大的行政机构，茂名县政府

的行政经费支出竟占全年支出的28．9％，在县行政经费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文教经费支

出仅占全年支出的8．73％，经济建设支出比民国30年(1941年)的1．3％更少，仅占全
年支出的O．85％。

民国21年(1932年)茂名县财政支出概算表

表10—1—6 单位：毫银、元

保安 县党部 财务 教育 文化 经济 抚恤 预备金
合计 其他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10359r7．1 39878 3600 撇 32736．7 撇 3印 500 1撇．4 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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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0年(1941年)茂名县财政支出概算表

表10—1—7 单位：法币、元

行政 保安 自治 财务 文化教 建设 卫生 保育救 预备金
合计 其他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育支出 支出 支出 济支出 支出

937712 125220 82755 268340 36602 245504 1179r7 51360 399l 105’753 6390

民国37年(1948年)茂名县财政支出调查表

表10—1—8 单位：金圆券、元

政权
行政

文化 经济
卫生

社会及 保安及
财务 抚恤 补助协 预备金

其他合计 行使
支出

教育 建设
支出

救济 警察
支出 支出 助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472460 4882 1 3_6536 41269 3998 1027 1030 59192 5811 15 3634 3 215063

注：上半年收入仍以法币为单位，按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计算。

三、新中国成立后县财政支出

新中国成立后，县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

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主要包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科学文教支出、行政管

理支出和抚恤社会救济支出以及其他支出等。

1949年11月一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此期间，实行供给财政。县财政支出

主要用于支援海南前线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经费。由于财力有限，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兴办

教育卫生事业的资金不多。1953年，国家进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时期，县财政支出

主要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建设。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县财政平均每年支出494．8万元。其中经济建

设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2％和45％。

1958．1960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浪潮冲击下，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大

幅度增加。企业一哄而起，平均每年用于工商企业支出达253万元，占经济建设支出的

16．4％。修筑高州水库工程，三年共投资3279万元，占同期经济建设支出的71％，占财

政总支出的51．8％。

1961．1965年，县平均每年的财政支出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lo．1％。其中196l一

1962年，为纠正“大跃进”、 “一平二调”错误，县财政支出用于退赔平调款一项就达

253．7万元，占当年经济建设支出的42．7％，挤压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投

资。

1966。1975年，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县财政支出年均738．8万元，比

1965年增长50％。其中，“文化大革命”师生串连经费43．3万元(支出49．5万元，收回

6．2万元)。1969．1970年用于干部下放劳动经费71．1万元，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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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万兀。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

正，全县财政支出用于各项经济建设的资金不断增长。1976—1987年12年间，全县财政

平均每年支出2147．8万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3．2倍；比“二五”计划时期增长

2．8倍；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增长1．9倍。其比重分别为：经济建设支出19．1％；文

教、科学、卫生支出49％；城市维护支出1．5％；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6．9％；行政管理

支出15．2％；其它支出8．3％。

1991．1993年，财政预算内支出三年累计30653万元，年均支出10217．7万元，比

1988，1990年年均支出增支61．33％。具体支出科目是：

经济建设类支出 1991—1993年，经济建设类支出三年累计共5138万元，占同期财

政总支出16．76％。其中，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累计1699万元，占经济建设类支出的

33．cr7％；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累计1989万元，占经济建设类支出的38．71％；农林水利气

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累计1450万元，占经济建设类支出的28．22％。

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 1991—1993年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三年累计13289万元，占同

期财政总支出的43．35％。其中，文化事业费支出累计289万元，占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

的2．170k；教育事业费支出累计10106万元，占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的76．09％；科学事

业费支出累计27万元，占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的0．2％；卫生事业费支出累计1348万元，

占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的10．14％；公费医疗支出累计585万元，占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

的4．4％；计划生育支出三年累计604万元，占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的4．54％；其它支出

三年累计330万元，占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的2．48％。

城市维护费支出 1991。1993年三年累计共支出979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3．19％。

抚恤救济费支出 1991—1993年三年累计共支出1116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3．64％。

行政管理费类支出 1991—1993年三年累计共支出8082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

26．370k。其中，公检法支出三年累计共支出2171万元，占行政管理类支出的26．860k；

其他部门事业费支出累计共1085万元，占行政管理费类支出的13．42％；行政费支出累

计4849万元，占行政管理费类支出的59．99％。
· 其它支出类1991～1993年，其它支出三年累计2049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6．68％。

其中。价格补贴支出累计871万元，占其它支出类支出的42．510k；专款支出三年累计719万

元，占其它支出类35．09％；其他支出累计430万元，占其它支出类的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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