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辛

华集

出市

版财

社政

出局

版编

辛
皂
啼
固才
政．
I
l之l弋<



l襄l岱
辛皂市材饮

辛集市财政局编新华出版社出版



短

辛集市市长李树程题

、刀

一石人
船务

五A



：， ．。‘√‘|⋯。·；一．’ ”_，。．_： ，1，：‘一．1‘：’，。，．，7 ：4
：+

，
、一- 。‘i’’ +’

’’
‘

．’．

，，?札。 ．j 一’。，’，-

、。÷ 一·4，：。

‘

，，’?’．，；．‘j；
7。

；I 。，，：，，． ’，．·．r：j‘，，≮舡。 i

'
“

，．． 、? 片+’：一

‘

t
7 ．，‘．‘j；

’。

j。
t。：1‘- 。··

J‘

7： ．‘√．， 二j-一J。}，’j。 _‘!，j：，}’i’，’。．。 ◆t 。。

一
．r 5．7

fI ：， t—y
’’

，’，“ ·。 ： 。。

1， 。，j：一‘’， ．‘鲁与 一’
1．．i．{，，“’4

7+
”

‘‘“1一· j^。．

。，’=¨ 一 ，：．日IJ．．：吾。．， ．√ +．

．f



后，辛集市地方财政的发展变化，并对有些事类的起源作了简要追溯。

还将明清时期赋役史料作为附录予以记述。- ．．，
：

! 本志设统率全书的“概述”，按类分设’“财政大事记”、 “财政

收入"、 “财政支出’’、 “财政管理”四篇。基本上是，“按类编纂，

依时J顿叙，述而不论，观点自见’’的精神编纂的，全书设篇、章、节。

还随文插列图表，以求文省事明。所有事实、数字，都经详细核实： j

，本志对上级的财政方针：政策、规定，不录全文，着重记载辛集

的实施情况，成败得失，如实记述；对辛集市的财政收入，只记述各‘

项收入政策、措施的沿革兴废和征收实绩；’对辛集市的财政支出，重

，。 点记述其内含变化、。标准制度，支出多少；至于各项事业的社会效果，

’则不记或少记：对财政部门和其它部门共有的毒作，凡不具有财政个 、

‘．性的，一律不记或少记。．：-‘“ 。j++

’ 。一～．_一。 ．

，， 为了便于记述，1‘将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一j‘

公历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表示。建国后的1949年至1955年39 1日，一’．

，律以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个别

地方，为反映历史面貌，仍用旧人民币值。’本志中的“自称?未作统‘

一，1986年以前j因是束鹿县，fl'I自称本县。。1986年以后，‘撤销束鹿

县成立辛集市，则自称本市。一 ·。‘ ：· 7。
，|，一·一

f 为了写好本志j成立了领导小组，马惠来任组长j郑兰英任副组

，长，n．满桂岩、贺君慈、武玉岭等同志为成员，’由郑兰英、武玉岭负责

编写。始于1987年1 0月，一到1989年1 O月，历时两年。全书共分4篇19

章50节，约32万字。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先后到档案局、党史办、’。 j

’教育局、民政局等单位，查阅了大量档案，1搜集资料80余万字。，：本着

‘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突出本市特点的原则，把全市建国后40年来的

财政史基本编入本志。经由马惠来、满桂岩、、贺均慈审稿，’报经市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定批准，付印发行。：： 一 ．。∥ ． 一：： ”

·o。．7由于时间仓促，档案资料的失散，资料搜集不够完整，加之编者：

水平所限，致使本志编写得不够完整，不够全面，甚至有错误的地方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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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辛集市财政志》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之际，我做为辛集市地

方志编委会成员、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我 一

市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我市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专-

业志书。
．’

·．
?。 ，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自周秦以来代代相 1．’

传，绵延不断。仅宋元以来所修志书即有8000余种，十几万卷，约占

我国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为世界各国所罕见。这些志书，为研究我

国以往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以及社会风俗的状况和一

发展，为了解我们今天社会的由来，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具有

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尽管这些旧志书中也有不少封建糟粕，

但它毕竟是我彳『1l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的宝库，是一份十分。‘

珍贵的文化遗产。 ， ：”‘
‘

-’

．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向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但由于建国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使这项工作长期内未能普遍开展，

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

了认真的总结，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地了

解国情，研究国情。以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加速社会主义的四个

巩代化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务院于1981年向全国部署 ．．

了修志工作，并把这次修志列入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由于这届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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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载了辛集市财政工作的现状。为当地领导决策提供了历史与现实

x-．的科学依据。它记述了财政工作同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

城建、文教、卫生、科研、．体育等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制约和影响，

‘把财政工作放在同各项事物(特别是生产、流通领域)的相互联系中去

考察、去反映。这样便加强了志书的整体性，提高了志书的科学性。’

它叙事简明扼要，‘语言朴实、严谨、、、简炼，并且记、志j表有机结合，．

文约事丰。这是和方志体例相一致的。这些都说明，+编撰者在修志过．1

～程中认真研究了地方志，在许多方面是深得志法之精奥的。
“

‘

志书的最大长处是经世致用。一部好的志书，不仅有利当代，而。

且惠及子孙，传之千秋。《辛集市财政志》的编撰者由于深谙财政工作

，的规律与特点，掌握了财政工作的理论精髓，1因而在记述上有许多地。

‘j”方是站在纵观历史、透视历史的高度，来总结辛集市财政工作的历史

。经验，因而能示人以大道大义，4给令人与后人以最有价值的奉献!。
’。

’在具体记述中，《辛集市财政志》从三个方面来作文章‘。。第一，’记。

：述财政的分配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筹措资金，

。分配和供应资金，这是财政分配的两个方面。。国家一方面利用价值形．，

；‘式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把分散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劳动．

者为社会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产品价值集中起来，形成国家集中的财政

‘‘资金，这就是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必须把国家财政收入转化为财政一

、支出，在各经济部门、’各建设项目之间，以及在非生产部门之间合理

‘地分配和供应资金：：财政分配和供应资金必须依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

：求，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j。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 ．

， 比例关系，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以保证国

，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文教卫生事业的蓬勃发
； 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记述财政的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

划和指导性计划0财政在实现这两类计划中都起重要作用。财政通过

，有计划地分配资金，可以保证指令性计划的实现，指导性计划是建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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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它是凭借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来 ，‘

．、‘ 实现。其中财政是重要的经济杠杆。财政的各种范畴，包括税收、公。

债、折旧、投资、价格补贴等，都是调节经济的有力工具。国家财政，
^ 通过调节国家企业收入，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调节集体经济收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

通过调节个体户或个人的收入，’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体户或个人之间的 7．

“。关系；w通过调节部门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通过调节地

＼区收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 ’，

’关系，等等：．第三，记述财政的监督作用。财政同国民经济各部门、

企业、单位发生广泛的收支联系。因此，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和存在

，，的问题，都能通过财政收支活动和收支数字及时地反映出来：j国家既

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财政的收支，影响经济活动，指导投资方向，发

，挥监督作用，也可以通过财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发挥监督作用。

上述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财政志应记述的较深层的内容，《辛集市财政
、

志》为此做出了努力，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正是 ．

。。在这一：最上，我认为《辛集市财政志》是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性的：它必

?将在资政、教育、存史诸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1I
。

‘

方志之树常绿。那些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t为社会主义树碑立．-．

。：传的修志工作者的生命的绿色，将超越生命的时限’；与志书一起长存。

．。 生命诚可贵，修志价更高，献身千秋业，青春得永葆，这便是我对广

大修志工作者最诚挚的祝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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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t序文作者为河北省地方志学会理事、省地方志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编审，+辛集市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兼市志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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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第四节其他企业收入⋯⋯⋯⋯⋯⋯⋯⋯⋯⋯⋯⋯⋯⋯⋯⋯81‘．。

第一i章工商税收综述OB
DO OOO 016I：一I g JI⋯⋯··⋯⋯⋯⋯_‘·86：

。第三章”农业税收人⋯⋯⋯⋯⋯⋯⋯⋯⋯⋯⋯⋯⋯⋯⋯⋯⋯⋯99，．

1，第一节“农业税征收⋯⋯o··．．⋯⋯⋯⋯⋯：⋯⋯⋯··?⋯⋯”l 04．t．’

i ，第二节农业税结算⋯⋯·IIIIIOIII·⋯⋯⋯⋯⋯⋯⋯⋯⋯”?·1 07

第三节农业税减免⋯”00i JO⋯⋯l o’ll⋯⋯⋯⋯⋯⋯．．．⋯⋯·1 09

，，．第四节农林特产农业税⋯⋯⋯⋯⋯⋯⋯⋯⋯⋯⋯⋯·：“：·1 1 1，

第四章其他财政收入⋯⋯⋯⋯⋯⋯⋯⋯⋯⋯⋯⋯⋯?⋯⋯”11 3，

．二 第一节契税收入⋯⋯⋯⋯⋯⋯⋯⋯⋯⋯⋯⋯⋯⋯⋯⋯⋯1 13 ·．：

-’：第二节耕地占用税收入⋯⋯⋯⋯⋯⋯⋯⋯⋯⋯．．．⋯⋯⋯114

第三节排污费收入⋯⋯⋯⋯⋯⋯⋯⋯⋯⋯⋯⋯⋯⋯⋯．．．1 15‘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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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公债、国库券⋯⋯⋯⋯⋯⋯⋯⋯⋯⋯⋯⋯⋯⋯⋯⋯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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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第一章经济建设费⋯．．．⋯．．．．．．⋯⋯⋯⋯⋯．．．⋯⋯⋯⋯”⋯一1 31 ．

， ；．第一节基本建设⋯⋯⋯⋯⋯⋯⋯⋯∥⋯?⋯⋯··??⋯·⋯·135 ：“

·』 ：．+第二节科技三项费用．．、．⋯⋯⋯⋯⋯⋯⋯⋯⋯·⋯⋯⋯⋯”1 38+、
’

．|，“第三节，安置经费⋯?⋯⋯⋯⋯⋯⋯·⋯⋯⋯⋯⋯：⋯⋯．．-．·-?140’

一第二章1支援农业资金⋯⋯．⋯⋯⋯⋯．．．⋯oooeo ooo o：⋯⋯⋯⋯”145 ‘：、

。．第一节农业支出⋯．．．⋯⋯⋯⋯⋯⋯⋯⋯⋯⋯⋯⋯⋯一：⋯1 45、

。 。第二节，林业支出，⋯⋯⋯⋯⋯¨⋯⋯．．．⋯⋯⋯．．．⋯⋯⋯⋯148，?

。．2，。第三节+．畜牧兽医支出⋯⋯·7．．⋯·．，⋯⋯⋯·?⋯⋯⋯⋯··?⋯·150‘
。，

i．第四节．气象支出??⋯¨⋯⋯··??⋯·?·?⋯⋯”⋯w⋯⋯⋯”152

j． 7．第五节水利支出。⋯··?⋯⋯·?⋯⋯·⋯⋯-?⋯⋯⋯⋯⋯⋯⋯：153
。 第六节。农机支出⋯⋯．·：?·一己·-·，．⋯“．⋯⋯··?⋯．．．·⋯⋯⋯·-?155

．。： 。．第七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oo o．oo mjoeoooo⋯⋯157

， 一，第三章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r一?··：⋯·?⋯⋯⋯⋯⋯⋯⋯1 65

+’j j第一节．文化支出?⋯-·-⋯?一?⋯?⋯?··⋯⋯⋯⋯·-·‘⋯⋯⋯⋯169

T+。。’|，第二节；．教育支出，⋯?··?⋯⋯⋯⋯．．．⋯⋯⋯⋯⋯⋯⋯：⋯·：·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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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ti f_：、 -’|，y j ’一◆ √’：?⋯1。：．。
’。。j国家财政历来是_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为了维持国家的 ～

；． 存在和执行职能的物质资料消费的需要，就只有依靠手中的权力九强

’|．i’ 制地、无偿地把一部分社会产品占为己有·这样，．在整个社会产品分0

‘．．，配中，就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直接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形式，，这就是国。

．家财政。国家财政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国家建设、“’

I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家财政的产生，也 。，

就出现了财政的收支活动，这种活动无不体现着社会制度、。社会时代。’，

·乃至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当然实行的是社

-’会主义财政，j社会主义财政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服11。。。

。．务的。它体现着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t国家赋税征收，主要是采取按亩、1按户、』按人’

、丁等计征，同时增设各种税捐。由于捐税杂派之多∥在当时经济落后、

‘‘财源枯竭的形势下，’．。人民处于赋税桎梏之中：．-．，J 1； ：一二。‘ij o。

。“，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人民民主专政 -

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了。，随着1949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

成，我国有步骤的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此相适应；

新民主主义财政也逐步向社会主义财政转变而形成社会主义财政。社

会主义财政是为人民服务的j。它要求必须取之于民而不伤，用之于民‘

’而有当。财政收入的增长：靠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财政支：．

i出除了保障国家需要和生产建设外，’1尽量满足并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 ‘，

，

．
：

，

’。

，
。

Jt ·1· ’．。

．

， r．
，

i。 0 ”

·． ’． √’
‘．

， ·‘

。，一

¨

o，

～

∥，

、

，。

．

一。

．．

．

，

一

=

‘

。

4，

I|

．|．，：．．．_。√．、．．1。，：、t

。

、

。，～

“

，。，

，。

．、1

0

．一．，。

述，，●■，●『-

．

．0

．，，、概．～

～

：

～

、、，

‘、．



文化生活的需要。 -．．

建国40年来，辛集市的地方财政按照国家财政制度的规定，在兼，

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下，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

促进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等方面，都起了一．’

定的作用。。、
。、

一

∥，1956年以前，正是建国初期，也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在．

，．此期间，1952年前，县地方财政执行的是主要收入统一上缴，支出由

上级拨给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和

工商税；支出主要用于文化教育事业和行政管理。1953年，‘县地方财

’政始为国家二级财政，‘从此，进入了由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的新，‘

阶段-实行了多种比例分成的财政体制，：调动了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

‘性，对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l 。1’一，’‘．～：

-一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掀起了社，

会型义建设高潮，、从而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国民‘

‘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迅速发展：。财政来自各经济成分交款的比重有

·了新的变化；√特别是来自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工商税，i由1953年的‘

61．25％迅速上升到1957年的97．75％。然而，、。从1958年至1960年的三

’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二农业遭灾，二’商业架

’空广工业亏损，财政虚收：1960年，‘本县地方财政第一次发生赤字2

万元。”’这些恶果都是受当时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j。浮夸风等错误，

的影响所致。1961年，国家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7采取了大力压缩基建，停办企业，精简职工等一系列措

．施，’在财政方面还强调全国一盘棋，’上下-_本帐；：使县地方财政重新

走上了正确轨遭，财政状况得到好转01从1963年至1965年，‘z每年以百

万元左右的速度递增，’，支出上也是较稳定合理的0一_一，o．i．j◆i

：c j 1966年至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特别是1969年以前

的几年j．是本县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时期。，，在财政方面，各项财”

政制度o；法规遭到破坏，财政预算有的年份没有完成；i特别是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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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只完成了任务的71．25％；又退到了1957年的收入水平々1968年，虽然
‘’

．，’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各项生产活动开始恢复i：财政收入有所增加i， o

+．L 但仍没完成财政收入任务∥。，．√’-一{、}一≯!I”⋯一声一～√：一““2．|_‘，
·，⋯1：■1976年10月，1。粉碎，四人帮圹，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 我国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

。1’⋯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一一个以经济为中心‘ 、x

7： 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全面铺开：新的甜八字’’：方针懈调整0改革、一整顿、．+
；

提高一，完善了经济管理体翩，‘促进了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㈧．、。|

．⋯．、‘o．1980年；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根据责、!权：’利相结合。’。：r
：， ，的原则；上级对县地方财政实行划分收支94‘分级包干；_j分灶吃饭的管 ；‘一

，．t 理方法；?一定五年不变，i发挥地方理财的积极性¨i984年全县财政收7，

．入伺过三千万元大关f比1981年增加了9．5％。而在财政支出上：，也远i
，、 √远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1985年；。财政体制改为-“划分税种；4 ：，

：_．’核定坡支，分级包干力j 1986年，：以上年实际上解为基数，：+财政体制2。．

，2 。又改为“上解递增包干，一定三年不变力的办法。与此同时，为了调 ⋯。

．· ·．动各乡镇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在1984年建立乡财政的基础上，经过逐 』-

。 j 。步完善，于1986年，基本上已建成了实体财政，扭转了过去“花钱向‘’，一

。u一，上要，开支国家包"的大锅饭做法·． ：、． 、、‘

·‘
t·。

·．；、一1987年，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执行，‘本市财政也进·
1． 行了_系列的改革，对各经济主管部门、有收入的行政事业单位和乡’。‘

．。‘镇政府实行了“核定收入指标，逐级实行承包，超收大部返还，短收
，|、t 1．必保上交力和“多收多支，少收少支"等办法6这样，收入不仅与部I·j

。～。门支出挂钩，而且还与个人相关。各经济主管部门，对工商企业普遍4
r+

。1 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短收 ：．

自补"办法，给企业注入了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

’‘。体，经济效益有了提高，财政收入显著增长。。1988年，’本市完成财政’+，

一-，收入5476．6万元，财政支出3081．3万元，支出占收入的比数是56．。26％。
2，· ．建国40年来，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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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社会主义财政制度。辛集市的财政按照党和国家的财政政策、：
’’·

．|，法令，。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一的财政绎济工作总方针。努7
力做到增收节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1949年至1988年40年间，全

。市预算总收／k．73499．6万元掣每年平均1837．+5万元；预算内支出26055．3f

万元，。每年平均651．4万元。抵补上级补助后，40年累计净上解上级 ；

一,-款4；74，44．．3万元，占总收入的64．55 o／／。，．，0+。i：、． 一．1．|．～o一·

’； ．辛集市40年来的财政收支。收入从1949年的113．5万元到1988年 11：

，． ．，收入5476．6万元，增长了48倍，年均递增10．45％。财政支出从1949年

■j．的22．1万元至I]1988年的3081．争万元，增长了138倍，年均递增13．5％。‘，一
、0 财政收入中来自国营、集体的税收比例大大增加，来自农村直接负担

。

’的农业税比例由建国初期的38％至1]1988年下降为5．27％。财政支出方， i。、．。

’、面f支持两个文明建设的投资比例增加，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减少。，、

1988年的财政收支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国家积累了I资金，为四 ，

化做出了贡献。一，．， ’一一。一1。∥，．’，j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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