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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水库：1958年动工兴建，1968年竣工

财政投资1897．6万元，灌溉面积38万

王家湾水库：1958年动工兴建，196G年竣．

财政投资327．9万元，灌溉面积6．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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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志是《桃源县志》第十三澄。

本志专门记述桃源县财政。史实辑录的时间一般从1840年孤

1988年。主要记述清末、民国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桃源县财政的发屋和变化，笋对有些事类的起源作了简要

追溯。
。

本志分概述，按类分没《财玫收入》、《财政支出》、《财

政管理》三篇。随文插列图表照片，以求文省事明。所有史实，

数字，都经详细核实。

本志对工商各税辑录从简，仅从工商各税在不同历史n寸期的

不同管理体制加以筒述。工商各税的史实资料，由《税务志》详

尽辑录。

本志对全国性的财政方针、政策、规定，不录全文，着重记

载桃源县的实施情况，成败得失，对桃源县的财政收入，只记述

各项收入政策、措旋酌沿苹必废和征牧实绩，对桃源县的财政支

出，重点记述其内含变化、标准制度、支出增减。

公历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表示，清代以前的朝代纪年一律甩

汉字书写，引文注释，采用页末注(脚注)；1949年到1955年4月

1嚣流通的稻人民币，～律以新人民币换算。

本志由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桃源县财政局组成的

‘勋玫志》编纂领导小组和《财政志》编辑部编写。1987年12月

开始征集资料，后因故rf：断1年，1989年4月才集中力量正常开展



工作。先后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图蒂

馆，湖商省财政厅财政科学研究所，保靖县挡案馆，沅凌县档案

馆，常德市档案馆，常德市图书馆、桃源县档案馆、桃源县税务

局修志办公室等单位，抄录复印资料400多万字。

本志于1990年4月写成初稿。1991年2月，通过桃源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评议审查，然后再经修改，于1991年8月获得本县，

常德市人民政府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批准，同意公开出版。本

志原稿由县志编纂熊成舫作了修改，县志常务尉总纂上官敬东审

阅定稿，全志约20万字。编写过程中，承蒙桃源县《税务志》修

志办，慈乖玎县财政局，武陵区财政局的大力支持，本局张全力，

魏长发，陈建鹏、钟发义、汪祖国，芦志远、李春山等也分别提

供了部分资料，在此，谨向上列单位和个人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修志经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读者批评指正．

1991年8且



序

<桃源财政志》的编纂、出版，是桃源县财政工作者、各部

门广大财会人员和热情支持财政工作的同志们在县委，县人民政

府领导下，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它如实记录了从1840年到1988年

这个历史时期桃源县的财政状况。为桃源财政工作提供了历史借

鉴，给予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县财政史上的一件

大事。

财政是国家运甩行政手段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

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但不同社会制度下，这种分配关系具有不

同本质。从这个史料中可以看到，在崎I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

100多年中，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财政足剥削阶级

凭借国家权力，无偿占有劳动人民创造的产品的一釉手段，是对

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剥削，其本质是。榨之于民，耗之于官’的封

建、官僚财政。封建地主，官僚对广大劳动人民施行横征暴敛之

所得，用以满足其生活享受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社会主义国家财

政，是。取之于民，月之予民’，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

的，是人民的财政。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直接同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结合，贯彻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合理积累资金，分配资金，并

在积累、分配过程中加强监督穗管理，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协调地发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攻，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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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
‘

： ‘桃源县志·财政志>，可以教育我们认识财政的本质，明

确财政的任务，重视财政的地位，从而树立正确的财政观点，努

力做好财政工作·

包学云

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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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桃源县财政是。取之子

民，用之于官’的封建，官僚财政。财政收入以田赋为大宗。封

建地主、官僚以对广大劳动人民施行横征暴敛之所得，满足其生．

活享受和巩固其反动统治。

清末，桃源县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没有国家财

政和县级财政的划分，课税权力都掌握在清朝廷．县地方军政费开

支，只能在清朝廷规定的税收项目下拨留支用。财政事宜由知县

兼管，县署设置粮房经管，并雇用粮书，掌握丁漕征解。咸丰年．

间(1851～1861)，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两江总督曾国藩因

军饷匮乏，在域内推行厘税，以济军饷。桃源县年平均起运饷银

24700两。甲午战争(1894)以后，国家财政日趋困难。湖南举

办新政，听由地方自由筹款，以充地方经费。自此以后，地方各

自为政，田赋附加名目愈繁，地方捐税兴起。桃源开征的厘金穗

就有9种。

光绪二十九～三十二年(1903---,1906)间，桃源县培练新

兵，筹设新政，费用日繁。且因发放水灾赈款，开支增加，财政日趋

困境，无以维继。至宣统二年(1910)，政局不靖，添募新兵，

军费浩繁，清王朝将大量军政支出转嫁地方。桃源县起运饷银

31600两，占县财政支出的71．7％。

民国初年，桃源县财政沿清旧制，尽收尽解，附加留存，没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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