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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福安市地处闽东沿海，是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

弱，财政困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安市采取以发展经济促进

财政增长，以财政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实施“科教兴农一、
“强乡壮村"战略，抓“工业立市一，促进民营经济增长，广泛培植财

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财政收支规模逐年扩大，福安市的面貌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1997年福安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3亿元，比1978年

增长20．56倍，福安市摘掉贫困县帽子，并跻身全国科技达标先进市

和全省财政先进县(市)行列。

《福安市财政志》的编纂者大部分都是工作在第一线的财政工作

者，他们热爱财政事业并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志书中记载了福安

市自宋代建县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状况，并以满腔热情和饱满

的笔触详细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安市

财政工作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财政事业发展变化的过程，实

-事求是地总结了福安市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部观点正确，资

料翔实丰富、编排科学得体、记述详略适宜的地方财政历史专著。它

的出版为福安市的财政决策和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是一部值得广大

财经工作者一读的专业志，我相信《福安市财政志》出版后，必将对

福安市的财政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促进全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

我市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福安市委书记徐桂春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序 二

财政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历史上“量入为出"，“薄赋轻

徭"被看作是政治清明的象征，相反奢侈无度，苛征暴敛，却常常是

导致政治腐败的根源。历代地方官都把财政当作份内重要工作来抓，现

存的明、清《福安县志》，均以大量篇幅记载了福安县历史上财政收支
和赋税沿革情况，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历史资料大多限于记某一特定

年代，加上历代财政制度、行业用语的不同，现在读起来费时难懂，更

不易从中看出历代福安财政全貌。《福安市财政志》搜集了大量有关福

安县财政的历史文献资料，勾玄指要，在综合宋代以来大量史料的基

础上，．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了福安市财政工作的历史情况。《福安

市财政志》的出版，填补了福安历史上无财政专志的空白，为我们借

鉴财政历史经验提供了一条捷径。《福安市财政志》还以大量篇幅记载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安市财

政事业发展的状况和实施“强乡壮村”，加强财源培育和乡镇财政管理
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的出版将对市府的财政决策产生积极的影

响，将促进福安经济建设进程，激励财政工作人员积极探索理财新路，

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为全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福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蓝如春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

方针政策为准绳进行编纂，力求系统全面的记述福安财政的历史与现

状，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限，一般追溯至事物发端，或从福安建县记起；下

限至1 997年止。

三、本志采用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的编写方法。全书按事物的属

性划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共分为7篇17章53节，全书40万

字。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图、表、记、’述各体并用；用现代语体

文记述体编写。

五、本志纪年，清及其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一律在段落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本志数字书写、执行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

七、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主，个别历史上使用的

计量单位不便换算，仍按原有计量单位记入。
’

八、货币单位，明、清时代和民国初期以银(两)元计值；本志

出现的纸币名称，凡未特别注明者，民国24～37’年(1 935～,1 948年)

为法币，民国37年至1949年10月前为金圆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为人民币，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叼



来自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安市档案馆、

室及市属有关单位的档案资料和有关书刊。

“解放前(后)"以1949年7月19日福安解放为界

1989年11月13日国务院批准日为界限，之前为

“福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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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福安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地处鹫峰山脉东南坡，太姥山脉西南部、洞宫山脉东南延伸

部分}在北纬26。41’～27。24’，东经119。237—119。527之间。东邻柘荣县、霞浦县，西连周宁

县、宁德市，北毗寿宁县、浙江省泰顺县，南接三沙湾。东西相距37公里，南北相距80公

里，总面积1880．1平方公里。市人民政府驻城区中兴路26号，距省会福州市202公里，距

行政公署驻地宁德市78公里。福安地势背山面海，东西高，中部低。东北、西北部山高林密，

南部沿海丘陵起伏，平原港湾交相错落。交溪纵贯市境，注人东海。境内气侯温暖湿润，具

有四季分明夏长冬短、光热充足、无霜期长、季风明显、台风频繁、雨季集中、夏旱突出特

点。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侯，年平均气温在13．6～19．‘8"C之间，累年平均降雨量在1350

"-Z050毫米之间，无霜期平均为287天。有台风、暴雨、干旱、洪涝和雹、冻、高温等灾害

性天气。福安市土壤适宜种植水稻、甘薯、大小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和甘蔗、大豆、花生、油

菜、芝麻、黄麻、苎麻等经济作物以及茶、油茶、油桐等经济林。林业资源丰富，主要树种

有杉、松等30多种。全市现有林地179．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9．72％，森林覆盖率48．3％，

绿化程度69．8％。

境内水力资源丰富，水能理论蕴能34．1万千瓦，全市可开发电站587处，总装机容量可

达12．2万千瓦。全市探明金属和非金属矿15种。其中钼矿储量6500吨，高岭土储量500万

立方米，花岗岩储量4370万立方米。河沙储量200多万吨．境内有直体腔动物344种，其中

脊椎动物77科163种，维管植物1015种，其中蕨类植物28科41属65种，裸子植物9科16

属23种，被子植物136科927种。

福安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古越族先人在此劳动生息，秦以前为七闽地域，

秦属闽中郡，西汉隶闽越国，东汉为会稽南郡地，三国属吴国建安郡东安县，晋、宋、齐、梁、

陈属温麻县，隋属丰县，唐、宋属长溪县。宋淳韦占五年(1245年)建县，宋理宗御批“敷赐

多福，以安一县”而定县名福安，隶福建路福州。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隶福建行中

书省福宁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福安县划归福建省福州管辖。明景泰六年(1450年)划

境内平溪里十一至十四都归新置寿宁县。明成化九年(1473年)隶福建布政使司福州。清雍

正十二年(1734年)，隶福建省福宁府(福宁州)。民国元年(1912年)隶东路道(后改称闽

海道)I民国14年，隶福建省I民国23年7月，隶福建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福安

县城。民国24年10月，改隶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长乐县，民国27年移驻闺侯)I民

国31年5月，隶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福安，次年9月移驻闽侯)。民国33年11月

属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福安县城)；民国36年改隶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福

安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安县属第三专区(专员公署驻福安县城)，1950年3月

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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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属福安专区。1971年福安专员公署迁往宁德，改称宁德地区，福安县属宁德地区。1989年

11月13日，福安撤县建市，福安市隶宁德地区。1997年，福安市总人口58万人，国内生产

总值34．85亿元，工农业总产值67．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0．6亿元，农业总产值17亿元，

财政供养人口14891人，其中国家职工11044人，集体职工1509人，离、退休人员2338人。

宋淳事占五年(1245年)福安建县后，财政收入以赋役收入为主，工商税有茶课、银课收

入等。元代，赋役杂课之外，福安被列为营王封地，年摊户钞高达1．4万贯。

明代，财政收入由田粮正税、丁口银、职役银和工商课税4项构成。万历间实行一条鞭

(编)法摊丁人亩后，赋役征收从人役和田地一并摊派，转为主要以田亩计征；并从征收实物

为主转向以货币为主。清沿明制，财政收入由田赋正项、职役、工商税课组成。清乾隆问，福

安财政总收入达13430两，清后期开征关税、厘金，均直接征解，其数额数倍于正税。明清

财政支出除按朝廷规定上解库银外，县存留支给有官吏兵丁俸给、典礼祭祀、科举驿站，岁

贡盘缠及解费等，清乾隆二十七年，财政收入银11716两，存留支给1546两，起运银10170

两。实际县开支2100两，其中俸银188两，养廉银880两，丁壮工食银829两，廪食银58两，

祭银145两。

民国初期，财政收支仍沿清朝旧制执行，当时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国、地税法草案，把

田赋、契税、关税、厘金、矿税、茶税、糖税、牙当税等收入列为国税，县地方税目，仅有

附加而已，县知事公署仍然是一个税款收解机关，各项收入均按照旧例规定全部解省、省解

中央，支出由省核拨。据《福建省三年度(1914年)地方岁入岁出概算书》岁入经常门有关

福安部分记载，福安收入贾捐8220元，地丁附加税4590元。人官寺租748元，铺捐576元，

杂税205元共计14339元。实际上福安县的茶、糖、茶油和鸦片税捐却远远高于正税，民国

11年，福安洪灾之后，当局明令种罂粟自救，仅鸦片捐一项收入即达14万(银)元。民国24

年建立县地方财政后，其县财政收入来源主要靠省税附加和各种名目的摊派。同年，县财政

实际收入31299．36元；支出分民政、保安、财务、教育文化、建设、预备费等计50960元；

实际支出六个科目30774．84元。民国37年收入法币142．85万元，其中税课收入占78．73％，

上级补助收入占5．37％，规费收入占4．09％，罚款与赔偿收入占0．18％，财产权利收入占

10．44％，其它收入占1．19％；在支出总额822664．4万元(金圆券)中，保安经费和行政党

务费支出329866．5万元(金圆券)，占全年总支出的40．19％，文教卫生事业费支出167876

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20．4％，经济建设支出25191．4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3．06％，抚恤、

社会救济支出21377．5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2．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经济基础和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财政收入的来源也发生变化。

福安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国营企业收入亦占有一定比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部门贯

彻执行中央统一财政的政策，配合各项经济措施，稳定金融物价、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为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底，福安县基

本完成三大改造任务。年底，农村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城镇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17

家、集体所有制工厂16家，国营工厂拥有固定资产总值73．21万元。这一时期，不仅使社会

主义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年均财政预算内收入420．66万元，比经济恢复时期年均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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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6万元．增长16％．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大跃进”形势下，财政部门强调群众办财政，动员群众投资

和募款，将财政、税务、粮食、银行机构合并，打乱正常秩序，削弱财政税收管理，1961年

福安财政收入333．59万元．比1958年的610．22万元减少276．63万元。这一时期年均财政

收入499．53万元，虽比上一时期稍有增长，但盲目投资，抛弃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浮夸风盛行，企业成本不实，虚盈实亏，造成财政混乱的被动

局面。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停办农村公共食堂，取消社员供给制，按工分计酬，扩大社

员自留地，开放农村集贸市场；在工业上降低发展速度，压缩工业基建投资，集中统一财政

管理，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积极回笼货币，在农业上减轻农民负担，调低农业税税率，取

消农业税附加，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对“大跃进”期间、无偿平调农村集体和个人的人力、物

力、财力，实行退赔政策，全县组织平调退赔总额折款1058．14万元。在这三年经济调整中、

年均财政预算内收入489．36万元，接近上一时期水平。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基本瘫痪，领导干

部靠边站，群众组织形成两派掀起武斗，公私财物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政治动乱带来财政

经济全面恶化的势头。在工业上片面强调全面开花，企业经营混乱，经济效益低下。在农业

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备战夺粮”，大砍经济作物，关闭农村集贸市场，搞。穷过渡”，严

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财政机构被减并，人员被大批下放，严重削弱财政税收管

理力量。使福安的国民经济和财政工作受到挫折。但由于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此间，国民

经济和财政收入仍然有所增长，三五时期年均财政预算内收入503．5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

2．8％；四五时期年均收入670．7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33％。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财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福

安财政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9,～1980年财政工作贯彻

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狠抓预算管理、坚

持收支平衡，大力组织收入，节减非生产性开支，这一时期福安年均财政预算内收入905．63

．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35％。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确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实

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充分发挥山、海优势，以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电机电

器工业为战略重点，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走“以智取胜”的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

财政全力支持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留利，减免部分企业和农村税收，提高农副

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职工工资，增加各种补贴，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在增加生产的基础

上，努力实现企业的。三增”、。两减”、。一提高”(即增加实现利润、增加入库利润、增加税

金收入、减低生产成本、减少企业亏损、提高产品质量)。层层落实企业的扭亏增盈指标，同

时压缩公务费、修缮费、购置费，节约行政事业经费。这一时期，福安年均财政预算内收入

1154．83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7％。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坚持“改革、开放、搞



，坚持依靠发展经济来

促进财政增长，依靠财政增收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把发展特色经济与大力培植财源

紧密结合起来，增强财政发展后劲。先后提出工业立市、科技兴农和建设电机电器城战略，并

组织实施。强乡壮村”计划，按长短结合、合理规划要求，山区以发展林、果、茶生产为主，

种、养、加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并大力开发水电资源，沿海以发展水产养殖为主，造

船业、海上运输业、船舶交易业、捕捞业并进I城郊地区工业基础好，商贸业、服务业相对

发达，主要从加快发展电机电器业、第三产业和民营经济方面求突破，逐步壮大财源实力。致

力发展外向型经济。1995年全市有“三资企业”88家，产值、税利、效益均居宁德地区首位。

在完善分税制条件下的乡镇财政体制，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积极性，加强乡镇财源

建设，逐步建立起新老财源交替，大小财源并举，支柱财源多元化的地方财源体系。财政收

支规模逐年扩大，1993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97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326万元，比1978

年增长20．56倍。

1950～1997年的48年间．福安县财政总收入176571．16万元。其中预算内收入

107216．69万元．占60．72％I预算外资金收入9617．45万元，占总收入的5．45％；上级补助

收入58735．05万元，占总收入的33．26％；调入资金和分成收入1004．97万元，占总收入的

0．57％。预算内收人中，各税收入占76．26％；企业和其他收入占23．74％。福安市摘掉贫困

县帽子，并跻身全国科技达标先进市和全省财政先进县(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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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财政收入

宋淳{右五年(1245年)福安建县后，财政收入以赋役收人为主，工商税有茶课、银课收

入等。元代，赋役杂课之外，福安被列为营王封地，年摊户钞高达1．4万贯。

明代，财政收入由田粮正税，丁口银、职役银和工商课税4项构成。万历闻实行一条鞭

(编)法摊丁人亩后，赋役征收从人役和田地一并摊派，转为主要以田亩计征l并从征收实物

为主转向以货币为主。清沿明制，财政收入由田赋正项、职役、工商税课组成。清乾隆间，福

安财政总收入达13430两。清后期开征关税、厘金，均直接征解，其数额数倍于正税。‘

民国期间，财政收人仍由田赋和各种捐税构成。但茶、糖，茶油和鸦片税捐却远远高于

正税，民国11年(1922年)，福安洪灾之后，当局明令种罂粟自救，仅鸦片捐一项收入即达

14万(银)元。民国24年建立县地方财政后，其县财政收入来源主要靠省税附加和各种名目

的摊派．同年，县财政实际收入为31299．36元．民国37年收入法币142．85万元，其中税课

收人占78．73％，上级补助收入占5．37％，规费收入占4．09％，罚款与赔偿收入占0．18％，

财产权利收入占10．44％．其它收人占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经济基础和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财政收入的来源也发生变化。

福安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国营企业收入亦占有一定比重。1950～1997年的48年问福安市财

政总收人176571．16万元。其中预算内收入107216．69万元，占60．72％；预算外资金收入

9614．45万元，占总收入的5．45％l上级补助收入58735．05万元，占总收入的33．26％；调

入资金和分成收入1004．97万元，占总收入的0．57％。预算内收入中，各税收入占76．26％，

企业和其他收入占23．74％。 ，

第一章宋迄清代财政收入

宋至清代的财政收入虽几经改革，但基本上由田赋正税、职役和工商税课3大部分组成。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全县财政总收入折银13194两。其中田赋正税7702两，占

58．38％I职役折征银5231两．占39．64％I课税银261两，占总额的1．98％。按当时人口

均摊，人均负担税银0．514两I按田地分担，亩均负担赋税银0．109两。清乾隆年间财政收

入和明代相差不大，福安县财政总收入13430两中，农业正杂税银11716两，占同期总收入

的87．24％I邮传银1186两，占总收入的8．83％；工商课税528两，占财政总收入的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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