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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现在，我国正处于全面开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时代，各级各部门都在奋力修志，有的志书

已经问世，把人民创造的光辉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再敬献于人民。

《三门峡市财政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编纂出来的。 一 一

这部财政志书，属方志范畴的专业性部门志书，编写的宗旨是：存

史、资治、教化、继往开来，兴利除弊，既要为当前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更要嘉惠后世子孙。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西部，是在基本上承袭了古陕州辖区的基础上，

随着黄河三门峡大坝的兴起而建立的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1 986年，

区划调整后，三门峡市辖湖滨区、陕县、灵宝县、卢氏县、渑池县、义马市

六个县(市)区。人口196．7万人，面积10496平方公里。三门峡历史悠

久、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有了长

足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1990年与1 952年相比，

农业总产值增长6．8倍，工业总产值增长1958倍，财政收入增长18

倍。1 992年财政收入达22 066万元，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市财政局被

市政府授为立功单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

济的辩证关系。

《三门峡市财政志》是峡市有史以来第一部财政专业志、部门志。按

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以今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编纂。本志上

溯至夏朝，但重点自明代开始，下限断至1 990年(少数记载有所延伸)。

综述了三门峡财政史实，客观地反映了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概貌，如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财政工作的兴衰

起伏，验证了财政工作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客观规律。为总结财政工

作基本经验，探讨财政分配关系规律，研究包括生财、聚财、用财在内的

理财之道，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史料。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

专业特色。

这部志书是一部较好的史志资料书。展现了应有的广度、高度、深

度和透明度。由预算内、预算外以及监察、人事、其他三大块统领。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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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为径，以历年决算总表、明细表、基本数字表项目为纬进行横陈竖

写，达到项目齐全，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对每章每节的标题，

给予了简明的定义，使读者对标题内涵一目了然。尔后，对每章每节应

该记述的项目内容，用一小段文字归纳起来，使读者对章节内容有个概

括的了解，做到不多不漏；各章内容全面见深，尤其是财政管理一章，

节、款、项、目层次分明，项目到底，反映了以预算为龙头，预算写透，财

政管理自然见底；志书要求以记述为主，它不是总结，也基本上不作分

析。在概述中，简要地记述了明、清、民国的财政概貌，重点记述了建国

后部分，使读者从中悟出政治、经济、财政的关系，以及财政为巩固人民

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起的独特作

用并汲取经验教训。 ．．、 ．√

一部高质量的志书是众人辛勤劳动的结晶。编纂志书是一项浩繁

的系统工程。在编纂过程中，编辑室的同志发扬了“修志书不怕千般苦，

求正果何惧万里遥”的精神，克服了工作陌生、人力不足、资料奇缺等重

重困难，依靠各个科室、各个县(市)区，搜集资料752万字。他们战严

寒，斗酷暑，抢时间，争速度，不求索取，只讲奉献，一丝不苟，连续苦战，

终于完成了这部“超越前人，有益当代，无愧后人”的志书，实现了“志为

人民写春秋”的夙愿。‘ ．，

7
，

4．。、

在编写过程中，局党组加强领导，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大力

支持，鼓舞了编纂人员的斗志，坚定了修志信心。同时，还得到了省财政

厅、市志办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协助。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最后完

成。
．

鉴于本志书对史学、科研、财政、财会乃至教学等方面，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谨荐此书，以飨读者。’ r

琅留妖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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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记叙1 949—1 952年4月情况，统称陕州专区；记叙1 952

年5月--1 985年情况，统称辖区；。1 986--1 990年统称三门峡市

或峡市。

九、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文风力求简明、严谨、朴实、

流畅、通俗。
’

’．

提供资料单位

市财政局各科室及其二级机构

陕县、灵宝县、卢氏县、渑池县、湖滨区、义马市财政局，卢

氏县档案馆、渑池县档案馆、市财政局档案室、市档案馆、市统

计委、河南大学图书馆、太原档案馆、北京档案馆、洛阳市财政

局编志办、市地方志办公室、省财政厅编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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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

我国的财政同社会发展相一致。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

主义社会四个阶段。

三门峡地区，历史悠久，历经州、道、郡、区变迁。自1368年以来，三门峡财政经历了明、清、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时期。社会性质不同，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用向各异。
‘

明洪武元年至清鸦片战争(1368--1840年)mr期，是君主制封建主义国家财政。实行“取之

于民，用之于君，用之于宫廷、官僚”的政策。明清财政采取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没有中央与

地方的划分。陕州总收入的75％以上上解，其余由地方存留支用。支用部分行政费约占总支出

95％，教育、实业、交通、建设约占3％。明朝田赋收入97 130．9两，占财政总收入的98％以上。

明末，年征丁地银及加派银约137 460两，较前增加40％。商税及杂捐杂税很少。所收赋税多

为尽数上解。地方所用款项，逐级上报核拨。清朝推行“摊丁入地”法。清初，田赋及其附加，摊

派征银86 728两，较明末减少50 732两，降36．2％；中期，征银125 032两，增加44．2％。上解

银109 874．3两，存留支用15 157．8两。

清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840--1949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财政。实

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用之于维护统治阶级、阶层地位”的政策。这一阶段前期，仍沿用统收

统支的中央集权办法。清末，陕州年征田赋31 037．5两。但各类摊派增多。据载，光绪二十七

年(1901年)渑池县摊缴庚子赔款和其它赔款占应征税额的一半以上。同年9月，河南为迎送

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自西安返京，在阌乡至洛阳段，竟耗银180万两之多，相当于陕州年征田

赋的13．8倍。宣统元年(1909年)各种税捐增至20多种。民国17年(1928年)实行中央和地

方(县附属于省)--级制，下放收入项目有田赋、营业税和契税。民国23年(1934年)实行中

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撤销。民国35年(1946年)恢复三级财政

体制。县财政收入有：契税、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筵席及娱乐税、田赋50％、营业税50％、

遗产税30％。这个体制执行到1949年陕州地区解放。民国中期第十一区年财政总收入

64 951 188元，财政总支出98 537 543元。地方财政岁入383 226元，岁出377 514元。在此期

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日益加重，财政搜刮逐年加剧，一是预征田赋；二是滥发货币和公债，吴

佩孚三次发行公债均未如数偿还；三是巧立名目，苛征杂税，城市税由4种增至21种，杂捐杂

税多达200余种。加之峡地十年九旱，人民深受“水、早、蝗、汤”之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

发动反革命内战，征实和借征增多，摊派高于正赋两倍以上．财政支出膨胀，财政赤字日高。国

民党的腐败和财政陷入绝境，必然导致政权的覆灭。

解放区财政。峡区人民财政因人民政权建立较晚而滞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个

别县的边沿区建立抗El民主政权。当时财政实行“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合理负担

政策，通过减租减息等方式为抗日政权及所领导的军队筹集粮钱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先后随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而建立人民财政，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管理”方针，自求平衡。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取之于民；二是取之于已；三是取之于敌。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支持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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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夺取政权，巩固地方政权。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豫西三专改为陕州专署．辖

陕县、灵宝、阌乡、卢氏、渑池、洛宁、栾JIl 7县；贯彻执行省颁发的“预计算制度，会计制度，金库

制度”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财政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建立了社会主义财政。贯彻执行“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废除旧的财政管理制度。

建国第一年，即1949年，面对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支离破碎，通货膨胀的烂摊

子，财政工作重点是积极组织收入，节约一切非生产性开支，恢复工农业生产，平抑市场物价，

安定人民生活。陕州地区是年征收省粮14 629 297公斤．其中夏粮7 046 818．5公斤，秋粮

7 582 478．5公斤；征收地方粮3 398 580公斤。

1950--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平衡财政

收支，继续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

制下，各县财政收入全部上解．财政支出直接向陕州专署报领。财政收入主要以实物为主，收入

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财政支出主要是实物，支出重点是社会文教费。1952年4月，陕州专区

并入洛阳专区。是年，财政收入达943．8万元，比1950年增长45．6％，比1951年增长

13．27％；财政支出365．5万元，比1950年(不包括陕县)增长197．15％，比1951年增长

92．98％。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由供给型财政转向建设型财政。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

要，国家建立中央、省(市)、县(市)三级财政。1956年国家。一五”重点项目黄河三门峡大坝开

始兴建。止1957年底，辖区工业企业(包括预算外)由1952年的12户增加到145户，工业总产

值由197万元上升到2 764万元，增长14倍，贯彻执行“公私区别对待”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

“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国合商业比重由1952年的30．5％上升到73．3％。社会商品零售额

达到5 308万元，比1950年增长30．1％，平均年递增54％。1957年完成工商税收666．7万元，

比1952年增长75％。企业收入增长21倍。五年间，财政总收入6 383万元，年均财政收入

l 276．6万元，比1952年增长35．26％，其中农业税占同期财政收入的45．9％，工商税收占

45％。财政总支出2 543．6万元，年均支出508．7万元，年均支出比1952年增长39．2％，其中

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类支出占61．5％，行政管理费占38．2％。

1958年，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经济建设实行中

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和一系列两条腿走

路的方针，辖区地方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兴建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为促进农业生产打下了

基础。但Eh于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出现了“大跃进9p)64瞎指挥”、“浮夸

风”和“一平二调”(对集体经济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为特征的。共产风”。财政工作也提出了“多

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支出”，“大收大支”，收入“放卫星”等不切实际的口

号，致使财政虚收实支，假平衡真赤字．给以后工作留下不少后遗症。当年，财政收入高达

3 479．9万元，是1957年的2．5倍；1960年又比1958年增长45．9％。1958--1960年，财政收

入累计12 756．3万元，是“一五”时期五年财政收入的2倍多，年均财政收入是“一五”时期年

均收入的3．3倍。1958年财政支出达2 347．1万元，比1957年增长2．1倍。1960年比1958年

增长41．6％。1958一1960年财政支出7 749．6万元，年均支出是“一五”时期年均支出的5．1

倍。在财政管理上，废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财权下放过多，财力过于分散，基本建设战线

拉得过长，造成铺张浪费。三年基本建设投资比1957年增长lo倍。一些企业财务管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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