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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有史，‘地有志，是历史的要求。‘。盛世修志"，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编史修志，旨在继承历史，认识现

在，开拓未来，～以史鉴今，服务现实。

《钟祥县财政志》是由《钟祥县财政税收简史》浓缩而

成。原《简史》上限一-九三七年，下限一九八二年，按建国

前后分上下两篇，共三册，约四十万字。本《志》上下年限

都有伸展。农业税，追朔到明清时期，财政收支，一般上限

民国初年，全《志》下限一九八四年。成稿后，又按要求，

补增一九八五年事例，由马承秀、黄绍强续编于后。

编写时，本着实事求是，详今薄古，删繁就简，浓缩其

精的精神，对历史问题，粗中有细，资料处理，宁缺勿虚。

缩上下两篇为一篇，并三册为一册，减四十万字为十四万。

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写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

农业税等财政业务，以突出其特点。至于税收业务本《志》

在财政收入中设一节作概略反映，勿致漏项；对财政内部职

能股(室)，如政工、人事、会计、办公室、财政学会、会

计事务所的工作，未作专题叙述；对历史上曾附设子财政的

单位，以后机构撤销或另立的由叫河业局、湖柴站、粮食业

务、保险公司、建设银行，房地产管理委员会等只作了简单

交代；对配合当礁玟!淞锃薪形谤而开展的某些临时工作如
捐献飞饥大糟券公毫“对私彩港多凇室，公债推销办公室，



扭亏增盈办公室，财务检查办公室等等，-本《志》未作赘

述。’
，

’．

．

’

：

本《志》对财政体制的重大演变和财务制度的重大改

革，作了比较详细地展现和胪列，以阐明财政与历史的一致

性。若以。史纵志横"论，而是以年为纵，以横命题，以经

代纬，以典型代一般。是史-，非专著，：是志；非全书，实为

史志兼有， “述而不作”之笔录．
’

《钟祥县财政志》编写组
t、

一九八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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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概 述

国家财政是个历史范畴，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没有国家也

没有财政。奴隶制国家开始了布帛、粟米之征。封建制国家

除加重捐税外，还发行期票和借债，在封建制度解体与资本

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捐税、公债、关税、保护制等财政杠

杆都曾经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
一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与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财政具有不同

的性质和内容。它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发展社会

生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

一国家_(一以下简称建国前)财政基本任务是通过分配一部分

社会产品为发展社会生产和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

服务，为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

务。

建国前，财政经济大权为四大家族所垄断，他们在反人民

内战中，对所有革命根据地人民经济生活进行封锁与掠夺，

又从通货膨胀、商业投机、征粮征税和各项经济统制中大肆攫

刮，以至国力衰竭，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

称：建国后，下同)，没收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纳入了‘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

钟祥县的财政税收，是全国各个时期财政、税收的一个

组成部分，又是全国各个时期财政税收的一个缩影。

(一)

建国初期，财政、税务机构分设。财政是在中央“高度

l



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实行“统收统支9．。税收则充

分发挥杠杆怍用，达到稳定市场物价，制止通货膨胀j从而积

累资金，以备军需民用。土地改革完成后，以互助合作为中

心地发展工、农业生产，保证了财政收支平衡，并为有-i；1％：J

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资基础。

一九五三4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租发展，国家对工商税

制作了若干修正。在全国开征的十二种税中，．钟祥县奉命开

征了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和工商猫等七种。‘一九五八年对原

来在生产流通环节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工商税制进行了

“简化”。一九五九年停征了利息所得税，到--Jr,六二年为

适应集市贸易的发展，又开征了集市交易税。

“文革”期间，税制改革较多，《试行》、《草案》、

《，意见》、《设想》等等，虽各有建树，但皆不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摆脱了“左”的束缚，国家对原

有税制(特别屉所得税)作了新的调整。一九八二年对城镇

集体企业试行“增长利润减额征税法”。在农村，尽量减轻

农民税收负担。列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起征点也由2 0 0 0

元改为3 0 0 0元。对集市贸易税收政策的放宽，大大促进

了商品生产的发展，繁荣了城市物资交流，活跃了城乡经济，

增加了财政收入。一九八三年至--JL)k四年，分两步对国营企

业进行利改税。使国家税收。企业积累，职工福利达到三个

。同步增长。

解放初，商业全属私人经营，通过“加工定货、包购包

销”，把一些个体商业户，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加入公私合

营、合作商店(组)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在8 4 3户

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上，逐渐树立了国营经济的绝对优势，

因而才有今天完全国营性质的五金、石油、百货、纺织、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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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服务⋯⋯等公司，商场和商店。
’

工业企业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九五O年冬县财

政投资开始筹建了一个利民草袋厂。’随着印刷厂、锯木厂、

榨油厂和新兴砖瓦厂陆续诞生。又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

斗，‘县级财政投资和上级财政的扶持才有现在的机械一厂、．

二厂、砖瓦一厂、二厂、化肥厂、磷肥厂、水泥厂、石灰厂、

木材公司嗣1汽车队等一拙定型的工业企业。在调整、改革、

整顿、提离”八字方针指引下，在扭亏增盈积极措施中逐步

完善了生产责任制，到一九八四年正式纳入国家预算的企业

十五户，‘．年总产值达l 8 7 8．4万元，流动资金2 l 7万

元，上缴国家税利共l 6 2万元。
。

．

农业税是国家从农业方面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是

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并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

种税。由田赋、公粮演变而成。
’

土地改革前，在地主、富农经济存在的情况l下，农业税

调节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收入，全面体现了“限制、利用，

改造”的政策，为互助合作起到了催生作用。一九五八年

《农业税条例》颁布后，废除累进税率，实行比例税制，并

继续执行轻税、稳定负担、合理负担，鼓励生产和藏粮予民

的政策。因此，建国3 O多年来，全县农业税负担额一直稳

定在5000万斤(稻谷)左右。一九五二年负担率10．5％，一

九八四年负担率是3．4％，全县平均负担率下降7．1％，人平

负担也比一九五二年少九斤多；

在征收过程中，除因灾减免外，从一九七九年起连续执

行起征点减免的政策，这对加速农业现代化，藏粮于民，又

开拓了一条新途径。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

针。遵照总方针和“量入为出”的原则，国家通过财政支出，

将集中的国民收入，有计划按比例的分配，促进国民经济高

速度向前发展。 ．

财政支出的种类繁多，会计科目更为复杂，按其经济性

质可分为生广z性和非生产性两大类。

一：九五三年后，财政支出处理科目分为“经济建{殳”、

“社会文教”、 “行政管理”和“其它”四类。在执行过程

中，始终坚持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按比例分配资金”

和“有效使用”的原则，并坚决不搞赤字预算，从而达到“收

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目的。

3 0多年，国家财政对工业投资1127万元，加上民办公

助发展起来的县属工业企业(上不含中央、省、地，下不含

仑休企业歹274个，职工队伍19400人，年产值达12993万元。

按其性属划分：确‘冶金、电力、化学、机械、建筑材料、森

林、食品、纺织、缝纫、皮革、造纸和其他。工业的发展，

不仅挖掘了地方潜在的物力、财力和智力(包括待业人员的

安置)，而且为“四化”建设创造了大量物资财富。钟祥雨

伞普及全省各地，水轮电机运销云贵诸省，磷石、滑石是本

县特产，是国家重要工业原料。

电机工业和化学工业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工业企业，县

属各企业发电量757．8万度，给工业增加了活力。彭家墩、

高家冲、．刘家石门、响水滩、红光，袁台等农村小水电发电

量约有600万度，给山区增添了异彩，再加上自云、石牌，郢

中、肖店、丰乐等变电站建成并纲，给广大农村的灌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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