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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实事
求是地彳己述了安顺地区et正t：_．r-4"g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穆H爵鉴。

二、由于安顺地区行政区划历史上多有变动，为统一口径，清末
按安顺八属，即安顺府亲辖地、郎岱(六枝)厅、归化(紫云)厅、永宁
(关04--)州、镇宁州、清镇县、普定县、安平(平坝)县为疆域；民国时期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按现辖10县(市)为疆域，记述各时期
财政工作的发展变化情况。上下限为1840年至1990年，1991～
1995年为续篇。个别资料上溯到雍正、乾隆年间。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类分设篇、章、节，全志由概述、
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教育与科研五篇二
十四章五十三节和大事记组成，并随文插列图表、照片。续篇亦按
横排纵写，以利衔接。

四、本志政权官职、地名沿用历史称谓。时期表述，清末时期以
皇帝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简称民国，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一律以公元纪年。

五、清末货币为白银，以“两”为计量单位，民国元年至23年为
银元，民国24年以后为“法币”，均以元为单位；新中国建立以后为
人民币，旧人民币按1万元折新人民币1元计算。

六、表列统计性数字，百分比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中
的数字均用汉字。

七、本文采用语体文记述(引文除外)，使用国家公布的第一、二
批简化汉字，并加标点符-g-。

八、本志资料来源：清末、民国时期资料数据，系根据《安顺府
志>、<续修安顺N-志·安顺志》、《贵州近代史》、<贵州财政志》、《贵州
财经统计>、《黔政三年>、《黔政五年》以及省志办有关书刊和省图书
馆档案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据，主要是各年财政预决算、《安顺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四十年>、(1949～1989)、《1989～1990年经济社
会发展统计年鉴>、地区档案馆和地区财政局历年资料。平坝、安
顺、息烽、开阳、清镇、修文、紫云、普定八县(市)新编财政志稿，关
岭、镇宁二县新编税务志稿亦为本志提供了一些史料。

九、本志按横排纵写，详近略远，述而约论-：g-原则进行编辑，着
重以翔实史料记述本区财税事项的规定和兴衰起伏。



序

李文光

《安顺地区财政志》暨其续篇经过编纂同志五年的辛勤劳动，现

在付梓出版了，这是安顺地区财政研究方面的又一可喜成果，值得
庆贺。

这部志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T-理论为指导，实
事求是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现代安顺地区财政的沿革演变和兴
衰起伏的历史进程。纵贯一百五十多年。书中特别着重记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顺地区财政生财、聚财、用财的内在规律和
取得的光辉业绩，它分门别类地阐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体制、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财政教育科研等，并存图表、照片、
文考、大事记，“驰骋上下，事极原委”，不虚美、不饰过，资料翔实、准
确、可靠。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从鸦片战争起到新中国建立
为止，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此
期间，国家财政是为清王朝和国民党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压榨和剥
削广大人民的财政，是与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清王朝即使对贵州
边远地区实行“简其政令，宽其赋敛”的政策，也仅是“使为不侵不叛
之臣而已”。清末政府的极端腐败无能，使帝国主义各国从战败的
中国取得种种特权，并勒索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安顺府属财政本身
已经入不敷出，还要负担抽厘赔款，沉重的赋税摊派叫广大劳动人

民苦不堪言。民国初期军阀连年混战，军费不断增加，进一步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为解决财政本身的入不敷出和应付军费开支，就采
取预征办法。1930年军阀毛光翔主黔政，预征十一个年份丁粮；
1933年王家烈主黔政又预征四个年份的丁粮，更有名目繁多的苛
捐杂税。民国中后期，安顺地区财政收支不平衡，连年赤字，以致物
价飞涨，民不聊生，随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彻底垮台，它的财政也
早已面临崩溃。

新中国成立后，安顺地区财政伴随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在
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它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型财政。它的职能是积累资金，合理分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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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督资金的使用，其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四十多年来，安

顺地区财政成就中最明显的一点，是财政工作在克服重重困难中前
进，实现了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变革。要特别提
出的，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地区境内国民党溃散的残余力量和土匪、

地主武装相勾结，猖獗一时，社会极不稳定，这期间安顺地区财税干
部既要征税，又要同土匪作殊死的斗争，不少财税干部和征粮人员
惨遭杀害，为组织财政收入而献出宝贵的生命。尔后，全区广大财
税干部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秉公执法的精神，贯彻“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方针，历尽千辛万苦，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光辉的篇
章。在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各个建设时期，财
税工作为国家积累资金、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支持经济和社会
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回顾四十多年的财政工作，既有不可磨灭的巨大成绩，也有受

“左”的影响而产生的严重困难。“一五”时期，安顺地区国民经济得
到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6．8％。但到“二五”时期，
经历三年“大跃进”，盲目追求高指标、高积累，违背了经济规律，造
成国民经济倒退，财政陷入异常困难境地。经过三年调整，处理平

调退赔等一系列遗留问题，消除“虚胖”，使财政收支规模和各项比
例趋于合理，1963～1965年，全区出现收大于支12．34％的可喜局
面。但接着“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动乱，生产下降，经济效益
低下，财政减收，出现赤字。到1974年，财政收入2 032万元，财政

支出3 966万元。财政收入比1965年下降32．66％，当年出现赤字
1 934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
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国家对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制度、国营企
业财务体制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充分调动
了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安顺地区收入在改革开放中保持了较高
幅度的稳定增长。1990年达到3．15亿元，为1985年的1．66倍，为
1980年的4．94倍。安顺地区财政工作从而跨入了一d'-崭新的历
史时期。

盛世修志，自古乃然。修志旨在积累资料，保留文献、存史资
政，教泽于人。《安顺地区财政志》的问世，希能更好地为当今各级
领导、社会各界研究我区财政经济和历史与现状，科学决策服务，进

一步推动财源建设，发展我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还为后来者以
史为鉴，参政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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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止的一百一十年，为清末、民国时期，均属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安顺地处贵州中部，在此期间，种植业、手工业和商业虽有一定发展，财政工

作也有过改进，但由于政局动荡，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生产力发展缓慢，基本上

还是自然经济状态。因而财源匮乏，财政上长期收不抵支，自给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尤

其是民国末期，由于大量发行纸币，物价狂涨，以致民穷财尽。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后，安顺地区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财政工作经过艰苦奋斗，收入和支出都有很大的

增长。特别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全地区各县(市)的经济都迅速增长，财政实力不断增强。1990年比1978

年，国民生产总值由12．21亿元增加到29．58亿元，国民收入由5．72亿元增加到24．38

亿元，财政收入由0．57亿元增加到3．15亿元，从1985年起成为上解地区。同时，地方各

级部门以及企事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由448万元增加到10460万元。人民生活也得到较

大的改善。但是，在40年的前进过程中也有过曲折，有过深刻的教训。

清末(1840～1911年)的72年时间，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已陆续深入到内地，大量洋

纱、洋油、洋火等洋货输入，使安顺原有城乡中的小商业、手工业受到冲击，甚至破产。但

地主、官僚、富商却在敲诈、投机中发财，并大量兼并土地，使少地、无地的农民日增，加剧

了两级分化，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抗争。咸丰十一年(1861年)，归化厅叶桂林与太平军将

领张遇恩率军万余人揭竿而起，反抗清廷，转战镇宁、安顺、普定、织金等地，虽被清廷血腥

镇压，但斗争此伏彼起，长期不断。

在财政方面，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的20年里基本上沿袭旧制，赋税照部议摊入

田亩，．一般每亩科则(税率)为本色米一斗四升一合一勺七抄一撮，最低的为五升六合三勺

九抄一撮。咸丰元年(1851年)，安顺府亲辖地、郎岱厅、归化厅、永宁州、镇宁州、清镇县、

安平县、普定县共征本色米32 017．64石，本色黄豆688．48石，本色养89．61石，征条编

银、马馆银等8 490．51两，比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赋役全书>规定丁银摊人田亩，本色

米增加2．1％，丁银增加8．8％。除正赋外，还征收盐课、杂税、牙帖银4 447．69两，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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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控制贵州到民国崩溃十五年间，从全国来说有八年

抗战和三年多的内战，而贵州战事较少。安顺地区经济有一定发展。工业方面，开阳县已

开采汞矿、铁矿和银矿；镇宁的比工煤厂；清镇的鸭池河、安顺的轿子山都已开办煤窑；关

岭、紫云、息烽、修文等都有数十到数百人集资炼汞；镇宁县舒某在跳花坡办铁厂，年产生

铁十余万斤。手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安顺的四大商号：“恒兴益”以鸦片和汇兑为主，兼

营纱布、百货；“公和长”以盐业为主，汇兑为辅；“天福公”经营盐业和纱布；“恒丰裕”以经

营日用百货和丝绸为主，以纱布呢绒为辅，兼营汇兑。这四家大商号获利甚厚。此外，还

有“益生昌”、“胡义丰”等商店数百家。安顺商人将鸦片和山货运至两广和香港，换回洋纱

和洋布。“斯时洋纱进口之巨，每年约达五万来箱，可为全省销场之冠；邻近各县，皆转贩

于此。”据<贵州财经>载：“民国26年(1937年)年输入之货物总值国币326万元，年输出

之营业额1 073万元，出入相抵，出超747万元。”但好景不长，私营和个体工业、手工业因

生产经营技术落后，加之苛捐杂税的盘剥，外国商品倾销的打击，而逐一破产。商业亦因

商税繁苛，物价狂涨，经营日益恶化。

这段期间的财政，有其曲折过程。民国24年(1935年)，地方财政由省统管。民国25

年(1936年)对财政着手整顿，撤销饷捐总局等重叠机构，充实财税力量，划分国、省、县的

收支范围，实行预算制度，推行法币政策。据<贵州财经>载：“安顺县因特殊贸易之繁荣，

地方财政收支，亦冠于其他各县。”

民国26年(1937年)，整理田赋，举办土地陈报。安顺地区用了三、四年时间完成此

项工作。全区定案田土192．81万亩(其中免税地6．74万亩)，每亩陈报前税率为0．54

元，陈报后为0．17元，减少0．37元。但陈报后田土面积大增，总赋额为327 783元，比原

来增加数倍。实施中又加倍征收，人民负担有增无减。

民国后期安顺地区财政收支上升幅度很大。民国25年(1936年)为38．39万元，民

国37年(1948年)上升到l 024 411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34倍。其原因有二：

(1)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发行货币额成直线上升，物价飞涨，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变

化如下：

民国26年(1937年)可买二头牛
。

‘

民国30年(1945年)可买二个鸡蛋

民国35年(1946年)可买六分之一条肥皂

民国37年(1948年)可买五百分之一两大米。(<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4页)

(2)县自筹经费骤增。民国30年(1941年)实行县(市)自治财政。当时所有划归地

方的税源，全由省把持。但县财政支付镇压人民的公安费、官僚机构的行政费大增，迫使

县政府自筹款项解决。自筹办法有三：一是附加，民国36年(1947年)田赋一元附加的稻

谷由民国33年(1944年)的一斗提高到二斗(附加公粮四分之一归省，四分之三归县)。

还有契税附加，以平坝县为例，民国33年为100，民国34年为169，民国35年为7840二

是杂税。各县征收的公秤捐、木捐、斗息捐、牲牙捐、油榨捐、纸槽捐、靛捐等，名目繁多，可

·3·



以说无货不税，无物不捐。三是摊派，如摊派自卫食米、教师食米等。所以民国后期的地

方财政迅速走向崩溃。

1949年11月至12月，安顺地区各县先后解放。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财政工作逐

步开展，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完成了由战时财政向和平财政的

转变，由供给财政向建设财政的转变。但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49年底到1990年，

安顺地区财政大体经历了四个陆折发展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阶段(1950～1957年)

安顺专区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着一系列繁重任务：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

押，治理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作好社会救济工作等等。各级财政部门一起步就着手组织

收入以保障军需民食，对征收1949年的公粮，各县采取临时简便的借征办法，主要对象为

地主、富农，组织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开展工作。但到1950年3月，各地潜伏的匪特和地主

武装蜂起暴乱，在这种情况下，财税干部仍勇敢地战斗在征收、保管、调运工作岗位上，全

区有上百名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他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税收方面，各县主要

是执行西南区行政委员会和省规定的稽征办法，整顿和简化工商税，废除国民政府时代的

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城乡互助和物资交流，以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执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

法，收入全部上交，支出实行供给制。

1951年起实行了乡镇财政预算，全区(缺关岭县)九个县收入大米2 585．94万斤，支

出大米1 370．69万斤，收大于支1 215．25万斤。1952年改大米结算为货币计算。全区

财政收入169．00万元，支出233．69万元。1950年至1952年的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是各项

税收附加、企事业收入、公产收入；支出主要用于民主建设、小学教育经费、修桥补路、救

灾，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3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实行县一级财政预算，逐步变供给

型财政为建设财政。“一五”期间，安顺专区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生产发展较

快，财政收大于支。通过收支和管理工作，主要完成了以下任务：

第一，在促进生产和扩大物资交流的基础上，厉行节约，努力积累建设资金，合理分

配，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

第二，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调节了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同时通过必要的财

力，促进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利推动生产力的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

第三，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4·



(二)“二五”和调整阶段(1958～1965)

从1958年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建

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加上缺乏经验，在“大跃进”中盲

目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扩大基建项目，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安顺专、县(市)都把收入指

标抬高到严重脱离实际的程度；又过急过多地下放企业和财务管理权限；并不适当地在农

村推行“两放、三统、一包”的体制(“两放”就是放机构、放人员；“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

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助长了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使财

政、金融、企业、事业之间乱挪、乱支资金的现象严重。还抽调大批财税干部和财校师生到

各地大放收入“卫星”，搞“一平二调”，使全区财政收入大幅度虚假上升，造成后来的大量

退库。1958年全区财政收入1 885万元，比上年增长82．24％。1959年继续“大跃进”，财

政收入1 895万元，比1958年又有增长。1960年比1959年仍大体相同。连续三年财政

多收了，支出也就多了，但多收是有“水分”的，而多支却是实实在在的，因而出现了假平

衡，真赤字。1958年支出2 358万元，1959年3588万元，1960年4371万元，分别比1957

年增长2．18倍、2．52倍和3．28倍。在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的是经济建设支出。1960

年，全区经济建设支出比1957年增长11倍，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957年的

20．61％上升为57．72％，而文教社会事业费支出所占比重则从1957年的31．79％下降为

20．31％；行政管理费支出所占比重从1957年的39．84％下降为19．65％。这是重积累轻

消费、重生产轻生活，重速度轻效益的反映，不是实事求是的决策。因而1961年的财政收

入猛跌到1 082万元。 ·

1958年起的严重失误还表现在，把“一五”时期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财务规章制

度当作“条条框框”加以否定，错误推行“以表代账”，甚至无账会计，助长了经济秩序的混

乱。

从1961年起，遵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安顺专区调整了支出结构。

1962年经济建设支出压缩到总支出的10．87％；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增加到

34．94％；行政管理费支出也增加到41．43％。同时开展了清产核资工作，共清理“三清”

损失997．1万元，由省补助425万元。全区经过调整，处理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遗留问

题，加强了综合平衡，进一步调整了支出结构，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比1961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3．40％，经济效益也较好，财政收入比1961年增长1．80倍，扭转了

被动局面。

(三)“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年6月～1976年10月)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

坏，安顺地区财政连续出现收不抵支。 ．r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工厂停工停产，交通受阻，武斗不断，专、县财政机构和人

员变动频繁，全区财政收入连续下降。1966年比1965年下降了20％，直至1974年都元

起色。1975年有些回升，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起，财政收入又比上年下降10％

以上。财政支出方面，在“左”倾思想支配下，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过大，对与改善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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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直接关系的支出挤得过多。

“文化大革命”十年，安顺地区财政收支相抵。在财政收不抵支情况下，只有向省申请

补助，全区十年补助收入达19 926万元，财政自给率仅为66．45％。

(四)改革以来的十二年(1979～1990年)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1977、1978年

推行的还是“左”的路线。安顺地区的政治经济和财政的伟大转折和全国、全省一样，是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开始的。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摒弃了“以阶

级斗争为纲”，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从农村到城

市，从农业到工交、商业，解放、发展了生产力。安顺地区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比1978年

增长3．82倍(“六五”时期年均增长12．55％，“七五”时期年均增长24．24％)；国民收入

1990年比1978年增长3．26倍(“六五”时期年均增长11．92％，“七五”时期年均增长

15．16％)；财政收入1990年比1978年增长4．55倍(“六五”时期年均增长14．94％，“七

五”时期年均增长22．02％)。

在财政方面，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次是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地

区对所属各县(市)以1979年预算为基数实行包干。由于新财政体制消除了“吃大锅饭”

的弊端，增强了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五年中各县(市)财政收入都有了

大幅度的增长。

第二次改革是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即以1983年

收入决算数为基数，重新划定了各地收支范围，进一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地区级和

各县(市)的财政收入1990年比1984年增长幅度较大。

由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支持了全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

展。两次改革带来以下变化：

．．(1)初步理顺了上下级财政之间的分配关系。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权与事权

相结合的原则，省下放了财力，扩大了地县的自主权。

(2)初步理顺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

(3)初步理顺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稳定负担，休养生息”的政

策，减轻了农村税收，增加了农业的投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4)支持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5)保证了工资改革和物价补贴的需要，提高了职工生活水平。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工作，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主要是按客观经济

规律办事，坚持改革，精心理财，把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结合起来，使地、县(市)财政建立

在稳固的平衡的基础之上，才能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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