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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青川县始建于秦末汉初，至今两千一百多年。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史实而无志

记，多少往事湮没不闻。地方财政也只能就现有案卷，得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

倡言地方自治财政，再追溯则无案可稽。及至民国年间形成的财政文献，也因濒临解

放，焚毁殆尽。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编修新地方志的倡导，遏止了这种有

．史而不志的状况。1983年，财政局在县人民政府号召下．也积极物色人员参与编修新财

政志，现已编纂就绪。从此填补了青川财政有史无志的空白。一． 一

‘青川县财政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本着存真求实的方针，记述了从1942年恢

复县治至198s年的财政概况。它以资料为主，用事实说明问题，摆事实不加评论，寓褒

贬于事实之中，重要事件记以附录。从60多万字的资料中选编为7章24节，7S，OOO多字，

体现了青川县的财政经济基本面貌，可作为资政、教育、存史之用．是青川县有史以来

第一部财政专业志书。由于是首创，难免有错漏之处，望读者指正。

周 泉

198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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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鼋-青-)il县财政志I》是以马列主义毛泽才i思想为指导，用编年与纪窜本末体，记

述财政工作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

二、，t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198S年12月止。
’

三，本志按详遗略远，时经事纬，横排竖写的方法，分章节目三个层次记述，目以．
一、’二、三示之。 ．

四、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书为“民国××年"，其后加括号注以公元纪年。 ·

五、货币。中华民国时期用当年通用币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蝮折合为1955

年3月起灼新人民币。 。，，

六。重量单位，用市制者拓名市斤，用公制!标乞公斤或吨。

I七、j{l，53．#：一j面：￡作j勺入’_加汀“口7矗0为iZ纂时巳逝世。

八、资料来源于省、县档案、统计、菲纳部份口碑。
。’

九、称谓；1958年公社化后，乡改称公社，村改称管理区或大队。1980年后又称乡

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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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j． ·， t’．_·‘

一 4 H 。
‘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国家的出现而有财政。但因社会制度不同，财政性质

各异。 一
，

民国时期，国家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财政收入扇限于税收。财政支出亦仅限于维

持其国家机器。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改则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收入来源渺国营企业

‘创造．约纯收入为土，文：童大部份用。了：经济建设?‘，文：上科学卫：i=：．业。换言之，社去生，‘

国家的财政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是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断提

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工具。

青川地处四川北部边缘。民国时期就列为边远贫瘠县之一。其财政收入，以田赋为

主，兼与少量的工商税收外，多仰赖于省财政补助。民国31年(1942)8月恢复县治，

至民国37年(1948。)财政总收入239，818万元(法币)，其中省财政补助169，363万元，

占县财政总收入的70．62％。在物价暴涨，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畦1949年，‘青川县政府虽

竭力裁科并处，大量减员，省财政仍补其总收入的S3．8％，财政总支出230，805万元，而

用于行使政权的行政管理支出即达169，889万元，(含改善待遇费)占总支出的73．6％，

用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支出仅4，538万元，占总支出的1．97％。县政府鉴于连年

财政入不敷出，虽曾迭令各乡镇兴办造产事业，开辟财源，以期创立乡镇财政，而减轻

县财政负担。但各乡依然我行我素，仰给子随需摊募的惯例；‘故尔苛捐杂费接踵而至，

人民沭浴着苛政之苦，而县财政仍然困窘不堪。‘，
． 1949年12月19日，青川县解放。随着人民政府的诞生，建立了新的财政。36年来，

除建国初的前三年恢复时期，由中央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外，其余年度

县财政为一级总预算。财政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到1983年执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定额补助眵的体制。县内各项财政收入归县，省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外，县内收支自求平

衡。36年的财政总收入为1l，810万元，其中上级补助5，216万元，占总收入的44．16％，

仍歹：】为边贫县之一。

按五年经济建设计戈4各时期计算，前五个时期，财政收入踏步前进。1978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1年以来，青川县整个经济在改革中大步前进，集体和个伙

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连年跃进。由于两次利改税的实施，工商各税收入由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58．95％的比重，上升到“六五”计划期的85．09％，农业税收入比重由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的22．85％下降到矗六五"时期的10．45％。

在财政的支出上，是以集中的预算资金的计划分配为主，非集中的机动财力为辅。

36年来，用于文教科学卫生事业3，877万元占总支出的35．69％j用于经济建设2，665万

元占24．7l％，用于行政管理2320万元占21．51％。为更进一步促进农工商各业开拓前

进，1984年随着乡人民政府的恢复，建立了7个区和36个乡(镇)财政所，作为县财政



村经济和管理区乡财政收支。从而解除了管理上鞭长莫及之菩。’

的财政在发展生产，增加积累和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发

的职能作用。当前正在深化改革中开拓前进，积极为实现祖国



大事纪年表

民国31年
(1942)

民国32年
(1943)

民国33年
(1944)

民国34年
(1945)

民国35每
(1946)

县财政独立
自治

成立财政科

成立财政整
理委员会

成立青川县
政府会计室

开征契税

准许采售黄
金、一

获省征实模
范

实行收支统
一化 ：

推行乡镇公
益储蓄

成立征实监
察委员会

规定黄金售
价

裁处并科

实行减租减
息

财政科直接
办理收款事
宜，，

增加田赋

成立公款产
管理委员会
豁免田赋旧
欠’ ，

民国36年i成立县公库
(1947)l

民国37年
(1948)

民国38年
(1949)

以金元券为
记账本位

组织田赋征
实督导团

改换币制

产。

1月1日县财政实行独立的自治财政系统。

8月15日随县复治成立青川县第二科(财政科)。

llfiJ 1日成立青川县财政整理委员会，着手清理丈量公，学
一

’
’ ．：

1月1日成立青川县政府会计室，主管岁计会计等事项。

1月1日起实施《契税暂行办法》。

6月1日准许人民自由采售黄金。
●

r．

4月27日获四川省31年度田赋征实模范县。

lift县政府规定凡属县的收支各款，均由经收处统收统支。

3月为充实军需和乡镇造产，
200万元。

账。

推行乡镇公益储蓄，集资法币

8月11日成立征借实物监察委员会，唐元昌兼主任。

3月29日县府规定出售黄金一两合法币35，000元。 一

，
’

一

．

8月，’撤经收处并入财政科。
’

1。

9月按省府令限本年内实行减租减息。 4

长兼
作。

1月1日县府分工，县内收缴各款由财政科办理．会计室记

3月田赋增高到25％归县。

4月成立县公有款产管理委员会，县长兼主任。

9月对30年上期以前各年田赋旧欠一律豁免。

1月15日成立，专管公款收支。

8月20日起财政收支一律以金元券为记账本位币。

lift 11日县长兼任团长，县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
副团长，成立征卖督导团，分赴各乡坐催、检查田赋征实工

7月1日，财政收支改以银元为记账本位币。

5



续裹一 ，

一

一，

年度 大事目录 大 ～事 记 要

’

民国j8年 裁机构减人 8月27日经县参政紧急联席会议决定裁减机构和人员，以减
(1949) 员一 轻财政压力o ，

改组会计室 ．．19胃l§日县府决议，会计室与统计室合并，改名主计室，奎
办县的岁计、会计、统计事务。

制造临时辅 lO月28日由县制定临时兑换券，以维持市场零星找补。
币 ，

1949年 财政组诞生 1949年12月19日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置财政组，接管全县删
政。 ．

1950年 财政科诞生 1月1日随青川县人民政府成立，仍置财政科。

成立物资清 7月上旬成立青川县物资清理委员会，清理民国时期的物资
理委员会 仓库。 ．。

成立财经委 9月成立青川县财经委员会及评价委员会，县长兼主任。
员会 ·

设财政检查 10月，财政科设财政检查员，检查财政政策、法令、制度稗
员

． 机关团体经费收支。．
一

1951年 统一县财政 1月l曰统一县财经纪律，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和会计支拨导
管理 续。 一

工商业税始 县财经委员会决定从6月份起在工商业税项下附征城市地为
征地方附加 附加12％。

1952年 农业税册籍 二月2日，县人民政府决定结合土地改革，在秋征结束后，
保管。． 将各村、乡、区的田土产量清册、夏秋征清册，土地改革田亩{II

补清册及有关资料，清理装订成册，专人保管。

“三反"运 ．．7月，．在反官僚主X、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中财政科反出矽
动 人贪污鸦片烟145两，新人民币340元，受刑事处分。。

土改果实 土地改革后，收缴违法斗争果实总值新人民币340，311元。舅
中黄金109．2两，银锭、散银l，077市两，粮食18，049担(每担lOO碡
斤)，银元1l，121元。

1953年 县财政改为 1月1日，县财政科由单位预算机关改为总预算机关，直罄
总预算机关 管理各单位预算。

成立公产清 4月29日，建立青川县公产清理小组，对全县公房，公田．
理小组’ 公树，碾，磨，油榨进行清理。

1954年 推销建设公 1月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5S，678元(新币)。
债

试行公房收 12月9日．对工资制工作人员住用机关房屋实行收租。
费

1955钜 农业税改为 从夏征起，农业税按农业人口累进计征，人平年收入原粮刁
累进计征法 足150市斤者免征，超过者分24个级距，税率7％～30％，每升一

级增加1％。

统一贷币工 7月1日起，全县包干制待遇的人员工资，一律改行货币】
资制 资制。



续寰=

1956年 工资改革 7月中旬，进行工资改革，按预算工资目计．县级行政事业
单位人平月工资38．82元，比改革前增长17．35％。

1957'年 检查县财政 ·1‘月，四川省财政厅和绵阳专署财政科联合检查组对县财政
总决算 1956年总决算进行检查，查出“个单位严重铺张浪费，通报全

县。 一、

整理农业税 6月12日，组织入力对全县原有农业税册籍，进行逐户逐社
册籍 核对整理，历时75天。

1958年 改科为局 7月25日撤财政科并入税务局，改名青川县财政
局◆ 一

、。

1959年 建立公社财 ‘3月上旬，将原区财粮、区会计辅导员并入区税务所，、改名
政机构 区财政所。16个公社设财政科，6个公社设财粮科，财政局设公

社财务股。 。。

压缩公用经 6月1日起，压缩各机关办公器具购置费等支出。
费 ：‘；

培训会计员 8月为建立健全公社财务管理，集中培训乡镇、大队会计
194员。 ，

1960年 支持穷队 3月16日，财政、银行、商业部门敲锣打鼓给63个穷队送无偿
投资47'6，700元支援生产。

加强公社财 4月抽调县级各财贸单位21名会计人员下到公社兼任财务科
务管理 长。 ．

实行财政预 6月13日对行政事业费从二季度起实行_预算包干挣管理．
算包干管理 ‘’

清理共产风 7月1日起，开展清退刮共产风平调的物资，计- 一

平调物资 现金、±地、房屋，耕畜，农具共折款152．S万元，其中地区
财政局拨款72．4万元。

1961年 支援人民公 2月25日，专区财政局分配支援公社投资30万元，其中无偿
社投资 投资2文6万元。 。

检查单位预 6月20日，财政局组织检查各单位预算对财政方针政策执行
算 情况。 、

恢复财政科 lO-YJ撤青川县财政局，恢复青川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一
1962年 清理“三差 7．月对县属国营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进行清产核资和清理

损失力 拖欠货款。清出质差、量差、价差损失计248，600元批准报废。俜
撤一个企业，转为集体5个企业。

1963年 加强财政管 7§月12日，财政科制订“严格财政管理一的十条规定，通知
理 县属各单位严格执行。

开展“五反骨 4月，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运动 (即反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傍

把)清出分散财政资金200，924元。

196,1年 改进区乡财 。7月1日，县对区乡财政管理采取“划分收支范围，核定l{灸
政管理 支预算，收入全部上缴，支出逐级下拨，年终超收给奖，支出书

余留用嚣。 一 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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