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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县财政志》是记述清代康熙年代(公元1662年)以来，

重点是记述晚清(公元1840年)以来顺义县地方财政的发展和变

革的资料书。

财政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财政的性

质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顺义县的财政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统治阶级少数人的财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顺义县的财政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顺义县社会主义新的地方财政，完全是为顺义

县乃至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和包括顺义县五十五万人

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的。

财政依赖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又受财政的制

约，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在生产总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

映。凡是经济健康发展，财政充裕且乎衡的时期，人民生活的提

高和改善就有保障，反之就要受到影响。因此大力强化和充分发

挥财政的职能作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

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

《顺义县财政志》的编纂完成，为当代财政工作者和经济界

的学者、专家以及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人员，了解和研

究顺义县地方财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好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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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必将会起

到应有的作用。

《顺义县财政志》还将作为财政历史文献传之于后世，以享

后人。

《顺义县财政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除修志人员付出了极

其艰苦的大量劳动外，顺义县财政局内外许多部门，许多同志在

提供、鉴别和整理资料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此

我们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2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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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视“志，，为致使之书，古时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中华民族‘‘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确

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从1840年到1990年这1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

“弹指一挥闯”，而顺义县却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和生

产方式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然而，“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

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财政既是经济领域的分配范畴，同

时也是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范畴，无论何种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

展，都不可能离开财政的支持。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离不开和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任何

一种财政都有本质区另Ij的社会主义财政所特有的职能作用。要更

好地发挥财政杠杆在经济中的作用，要认识和掌握财政规律，固

然需要研究现实。然而任何现实都是历史的发展，因此，通过编

纂《顺义县财政志》、广泛搜集和整理有关文献资料，系统地

温顾顺义县财政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个阶

级跌宕更替的财政体制，政策措施及其在支持各项事业发展中的

作用，从而全面总结财政工作的成败及其因果关系，并从中悟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方财政的客观规律，对使财政工作在经济建

设新时期更好地支持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编写财政志，是财政部门的一项基本建设。因为编修财政

志，离不开全面的调查研究，离不开系统地积累财政史料。要编

写志书，就必须对本地区从历史到现状有关财政风情、史料，进

行多方搜集，广征博采，核定印证，去伪存真，如实记述，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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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显，这无疑有利手以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增强支持爿|Ⅱ促进
各项事业发展的科学性。此外，编写志书，还可全面保存地方财

政文献，积累历史资料，集中反映本地区各个时期的经济结构，

收支构成，分配形式以及经济效益的纵横关系，为今后的财政工

作和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在编写本志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材料匮乏，残缺不全，是最

大的困难。清代顺义县的财政情况，基本查不到确切的资料记

载，有者只是支言片语而且其中有的自相矛盾。中华民国时期，

财政收支情况失载，或因战乱散失，残缺不全。在顺义县为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所管辖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财政资料除了缺

乏之外，还有歪曲事实，美化侵略者，竭力掩盖殖民政策的财政

实质的特点，其间充满违反客观实际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以后的资料，和以前比虽然多些，但是离需要也相差很多。不

少资料(如文革时期)，常常是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有

头有尾但不衔接，不能反映一个事件的全过程。其次，对于一个

具体事件和一份具体资料，很难分清是属于“财政管理体制"，

还是属于“预算管理"，还是属于“财务管理”。记述过程中，

很难避免重复。

本志的完稿系多方积极因素的组合，是集体力量的汇集。在

编写过程中，由于我们财政理论水平不高，业务知识及写作水平

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选材欠佳、斟酌不慎、详略欠妥、

语言修辞加工不细、层次安排结构设计和图表放置考虑不周等弊

病，谬误之处所在必多，敬请专家、同行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顺义县财政局财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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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县财政志凡例

一、宗旨：本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可能搜

集到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财政的历史和现状，使之具有

“资志、存史、教化"的功能。

二、断限：上限自财政产生之时起，下限至1990年底。对各

项事物尽量追本溯源，对个别连续性强需述明源委的大事和要

事，则越下限至搁笔为止。

三、结构：设于篇首的概述，总摄全志。之后为县乡机构沿

革、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与监督检查、财政财务干部

队伍建设、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共七章。章下设节、目。说明

图设在各章节之中。最后为大事记，勾勒脉胳。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与监督检查”三章

是本志书的重点部分。其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章的

结构相似，有以下共同特点：A．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顺

义县的财政收入(或支出)笼统记述I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后顺义县的财政收入(或支出)详细记述；B．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后顺义县财政收入(或支出)记述的顺序是：a．1949年——

1990年顺义县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整个构成情况，b．各个时期

顺义县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水平及变化情况；C．每个时期顺义

县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构成情况。d．各类收入(或支出)各个

时期的水平及变化情况。总之“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

章，是按“横——纵——横——纵”的顺序，采取“纵中有横，

横中有纵”方法记述的。至于“财政管理与监督检查”一章，我

们则基本是按篇目设置依时间顺序记述的。

四：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今略古，立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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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顺义县财

政，尤其对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顺义县

财政，本志作了重点记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次政

治运动，与财政无重大直接关系的，本志一般没有记述；对于财

政有重大关系和较大影响的政治运动，本志则本着“宜粗不宜

细”的原则，在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简略提及。

五：人物：本志不为生人立传。对在财政工作中做出过一定

成绩的生人，本志采用“以事写人”的方法，在有关篇章予以了

辑录。但因年代久远且涉及面广，虽经多方搜集，但仍可能有错

漏者。

六：体裁：以客观记述为主，以分析比较，综合归纳为辅，

并附有必要的图表。

七：章法和文体：以类系事，横排纵写，叙而不论。必不可

少的议论，则力求简明。文体，除引用籍外，一律采用语体文，

并力求严谨、规范、简洁、通俗。

八：简称：行文中尽量不用和少用简称，必不可少的简称在

第一次提及时尽量使用了全称，有的则加文内注。。

九：纪年：文中尽量用公元纪年，有的地方公元纪年加注朝

代纪年，有的地方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所有纪年都用阿拉伯

数码书写。

十：资料来源：主要有本局资料和顺义县档案馆、南京国家

第二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北京图书馆的有关

文献资料，以及知情者提供的口碑资料。对各种资料均进行了认

真的鉴别，对经多方努力也无法确定正误的资料，则予以了割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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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财政随着国家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它是以国家为

主体对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保证实

现国家职能的经济工具，不同性质的国家就有不同性质的财政。

顺义县位于东经116。28’——168。58’，北纬40。00’一
40。08’之间，平均海拔35米，全县面积1016平方公里，大部分为

平原。潮自河纵贯顺义垒境，把顺义县分成东西两部分。150年

来的顺义县地方财政，经历了封建君主、封设军阀、殖民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财政和社会主义财政等性质各异的几个不

同阶段。不同社会形态的财政史实，分别反映出不同社会制度的

财政本质。晚清时期的顺义县财政，虽然财政法度简陋，财政规

范极不完整，但是重苛盘剥，捐税种类繁多，全部财政收入都来

源于对人民的超经济剥削；而所有的财政支出，无一不是为巩固

封建统治和满足皇室、贵族和官吏的享乐需要。所以它是“取之

于民，用之于君"的财政。辛玄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

华民国，但顺义县仍为直系军阀等所统治。由于战祸连绵，军政

开支不断增加，所以对人民的压榨也随之不断加重。之后，顺义

县为蒋介石南京政府所统治，顺义县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民国18年(1929年)顺义县财政收入总预算为12180元，民

国19年(1930年)顺义县地方款收入预算为46238元，比上年增

长近2．8倍，如果加上需上解的97101元，1930年对顺义人民的剥

削则高达143339元。1931年顺义县光田赋和地价就收入80860元，

比1930年顺义县地方款收入增加75％。1932年顺义县概算财政收

入要达到67697．568元，仍相当1930年财政收入预算12180元的近

5．6倍。这就意味着顺义县的财政收入在3年当中增长4．5倍还

多。“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顺义县沦为日本侵略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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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日本侵略者和日伪顺义县政府对顺义县人民的压榨更是有增

无减。1938年顺义县财政收入预算为173568．472元，到日本侵略

军投降前的1944年顺义县的财政收入预算则达到1167．8万元，相

当1938年的67．1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前，顺义县又为国民党政府所盘据。在这期间，顺义县人民

所受的盘剥和压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47年国民党顺义县

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仅经常门(注：经常性支出)就达4．22亿元

多(422226740元)。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所谓“三征”，

也是国民党政府加重盘剥和压榨的突出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我国财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财政。建国后，顺义县财政收入增长迅速，是以经

济发展为前提的，其结果是顺义县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显著提高，和旧中国顺义县的财政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顺义县辖地与今略有不同，财政

隶属关系不但与今不同，而且变化频繁。从公元716年(唐开元

4年)为取归顺之意，设置归顺州以来，以后经多次易名，直至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顺义县”的名称才固定下来，先后

属北平府，顺天府(公元1403年由北平府改称)和昌平州。清代

从雍正6年(公元1728年)顺义县又改属顺天府。辛亥革命以

后，于1914年(民国3年)，顺义县改属京兆地方。公元1928年

(民国17年)，顺义县改属河北省。1935年11月顺义县改属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七·七”事变后，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这8年间，顺义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开始属冀东道，

后改属燕京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顺义县又属河北省。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顺义县开始属河北省，由

通县专区管辖，1958年顺义县又被划归北京市，成为北京市的一

个郊区县。

在谈及顺义县隶属关系时，还不能不提及如下情况：从抗日

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顺义县一直存在两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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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的政权。抗日战争结束以前，在顺义县同时存在顺义县
日伪政权和顺义县人民民主政权，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则同时存

在顺义县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而人民民主

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两个(顺义县东部和顺义县西部)，直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才合二为一。现将抗日战争时期以来，顺义县人

民民主政权的产生和发展简述如下：194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被分割成两部分，铁路以东属冀东区，铁路

以西属平北区，分别受中共冀东办事处党分委和冀北办事处12分

分区党委领导。1940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平(谷)、密(云)、兴

(隆)联合县成立，到1941年3月顺义县的二十里长山地区便成

为该县的第四区。之后，顺义县整个河东地区成为该县的第四、

第五两个区。1943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热辽行署成立后，

顺义县河东区属冀热辽行署领导的平(谷)、三(河)、蓟(县)联合

县。1944年8月，由中共冀热辽区14地委领导的三(河)、通(县)、

顺(义)联合县成立，顺义县河东地区是该县的组成部分。1946年

2月，三通顺联合县撤销，作为该县一部分的顺义县东部地区单

独建立了东部顺义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东部顺义

县人民民主政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原属中共冀北办事处12分区党委(1943年2月改为平北办事

处)领导的顺义县西部地区，1944年初成为新建的滦、昌、怀、

顺联合县的一部分——第四、五、六区。一年以后，顺义县西部

地区与怀柔县合并，成为怀顺联合县，属第四、五、六区。1945

年9月怀顺联合县撤销，原属该县的顺义县西部地区单独’建立了

西部顺义县，开始设五个区。1946年初，昌平、怀柔两县的一部

分村庄又被划为西部顺义县成立了第六区。1947年12月昌平和顺

义两县均被撤销合并组建了昌顺联合县，下设十个区，直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昌顺联合县中的顺义县西部地区与东部顺义县

合并成立统一的顺义县。

由于上述顺义昌隶属关系极其复杂而且变化繁频，所以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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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难度极大。加之财政资料匮乏，因而不少史实难以顺理成

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顺义县的财政资料与以前比较相

对多些，但收支口径和收支项目设置也多次变化。在修志过程

中，我们严格以《顺义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依据，同时按照

本志篇目设置进行了必要的合并。在合并过程中，我们一般以

“万”为单位，小数点以后保留一位。对小数点以后第二位按“四

舍五入”原则处理。因此局部和整体数字有的略有出入。对于财

政体制的变化和财政制度法规的出台，我们则据实记述，只是对

极个别的词句等作了一些简单的注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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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县乡财政机构沿革

第一节 县财政机构沿革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

(一)明朝以前时期(尚无顺义县名)：

我国的奴隶社会，经历了夏(约公元前21——16世纪)、商

(约公元前16——1l世纪)、周(约公元前1lt!k纪——前256年)

三个朝代，共1800多年，当时顺义县属冀州。当时的财政机构是

按财政职能设立的。据《周礼》记载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管支出

的单位，叫“天官冢(zhsng坟墓)宰”，另一个是管收入的单

位，叫“地官司徒”。地官司徒又分为若干职司，分别掌管贡纳

货物收藏、出入财货，会计考核及全国土地、人口、赋谷、田

野、徒役等。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我国进入了封建社

会。当时顺义县属于上谷郡。从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

开始，国家收支和皇室(宫廷)收入分开管理的雏型已经出现。

设“治粟内史”掌管军国之费，设“少府”， “水衡”，掌管帝

室费用。

汉朝顺义县属渔阳郡。公元前156年(西汉景帝元年)，统

管财政的官吏不再象秦朝那样设治粟内史，而改设大农令，到公

元前104年(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又改称为大农司，负责掌管国

家赋税及国家支出。大农司下面设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

(总国库)、籍田(掌公田及屯田的耕籍)等五个令丞，后经裁

并只剩太仓、平准两令。两汉初年也曾象秦一样设水衡、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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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掌管帝室的财政收入和经管库藏的以及宫庭宗室日常生活的

供应，之后也裁掉了水衡，其职归少府。

唐代(618——907年)，从公元716年(唐开元4年)顺义县

名称的演变已开始具有归顺之意，先后叫过顺州、顺义郡、归化

军、顺兴郡(以后金、元、宋各代均沿用顺州的名称)。唐代

的财政机构，尚书省的理财长官是户部尚书，他职掌全国土地、

钱谷、贡赋的行政。此外，在九寺中有太府寺和比部，分别掌管

货廪藏等事项和赋税、经费、俸禄等事项的稽核和检查，

宋朝(960—1279年)乾德3年(公元965年)开始设置诸
路转运使，统一财政征收，令各州县征收的金帛全部运到京师

(国家的都城)，不准占留；收税管场务的官员，全由官府派朝

臣接管。到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北宋朝廷又设置了一个专

管掠夺私人土地的机关，叫做“西城括田所”。

(二)明清时期(顺义县名称确立，但无专门县级财政机构)：

明朝(1368——1644年)初年，各省设承宣布政使司，与掌

管刑名的按察使并列，分别隶属于中央的户部和刑部。由于地方

上不常设“督抚”一官，即使设了也很快又废除，所以布政使司

由户部直辖，唯中央之命是听。明朝未年，督抚一官逐渐增设，

而且设了就不再废，置承宣布政使司之上，所以承宣布政使司受

双重领导。但因督抚不是常设官职，所以双重领导，一时没有什

么毛病。明朝时期，顺义县开始属北平府，到公元1403年(永乐

元年)北平府改称顺天府，顺义县则属顺天府，到公元1506年

(正德元年)，顺义县又改属昌平州。

清朝(公元1644年——1909年)初年，顺义县仍和明朝时期

一样，属昌平州。到公元1728年(清雍正6年)，顺义县又改属

顺天府。清朝初期，中央设有两个掌管财务的部门，一个叫内务

部，掌管皇室财务，一个叫户部，掌管国家财务。中央之下，除

直隶省(注：今河北省)设督不设抚外，其余各省都设一名巡

抚，两三个省又设一名总督。督抚与承宣布政使司成了统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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