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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深刻认识汕头市财政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兴衰起伏，总结财政

工作的成败得失及因果关系，从中揭示社会主义财政的客观规律，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汕头市财政局根

据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部署，于1 987年1月，组建了《汕头市财
⋯二；乏

政志》编写班子，对汕头财政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科学地进行矗：
记述，以“继存历史，反映现实，服务现代，有益后世’’，更好地

认识昨天，’建设今天，开创明天o

编纂社会主义专业志，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一项巨大的系统

工程。为完成编志任务，编写组实行s定人，定条目，定时间，葛

质量的“四定”岗位责任制。编写人员以“盛世修志静为荣，同心

同德，倾注全力。通过外查内调，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等方式，查

阅了‘潮州府志》、《潮蒯府志略》，《广东财政说明书》，《广

．东财政纪实》、《广东财政要览》，《广东财政》，《广东年

鉴》，《广东经济年鉴》、民国时期第五专员公署财政档案、《解放

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一潮汕地区财政税收史料选编》，以及建国后

的一大批档案资料，文件、总结，决算等共5 0 0多卷l，0 0 0

多万字，摘抄和复印资料l 0 0多万字。对于这些资料，编写组经



过认真筛选、核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根据详今略古，详近

略远，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的原则，用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撰写

了3 0多万字的《汕头市财政志》初稿， 1 9 8 9年5月评稿，

1 0月送审，1 9 9 0年2月定稿。

全志除设序言、凡例、概述外，共有5章2 l节。其中t序

言、凡例和概述由温秀成编写；大亭记，第一、五章和附录一、

二、三条由吴天世编写；第二章由林崇义编写，第三章由辜少健编

写；第四章的第一，二节由辜少健编写，第三，五节由孙华编

写，第四、六、七节由温秀成编写。温秀成总纂。此外，还请汕头

大学金玉田副教授润色。在编写过程，得到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的

具体指导。在收集资料过程，得到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汕头市档案馆、汕头市图书

馆等单位的大力支行，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谨致衷心的感谢j

由亍墒纂人员的思想，理论、文化水平限制，加上有的历史资

料不足，错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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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存真取实为基本要求进行编纂。

二，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凡涉及全国性重大历史问题

和事件，按《关干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

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汕

头市财政面貌及其发展规律。

三，本志为揭示汕头市财政的建立和发展史实，除大事记和机

构沿革的记述外，重点记述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3条主

线。为便于鸟瞰汕头市财政各个历史时期的收支概貌，内含变化

及其发展规筏卷首设了概述。志中涉及到农，工、商企业的，只

记述纳入汕头市财政预算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I涉及文教卫生事业

的，只记述与汕头市财政有拨款关系的部分；各项税收，对财政

部门直接管理的农业税，设节着重记述；对税务部门征收的工商各

税，则从略o ，

：·

四，本志上限至清代，下限至l 9 8 7年。必要时有的地方适

当上溯或下延o

五，本志采取述、记，志，录四大部类，以横排纵述，纵横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合，采用章，节，目的结构，还随文插列图表，以求文省事明·

“大事记”原则上采用编年体，个别采用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风严谨，资料翔实，文

字简明通俗o

．七，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称谓，按历史朝代年号

(后加括号注明公元)，政府名称、官职称呼。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时间纪元一律采用公元

纪年。建国后汕头市行政区划经历了潮汕专区，粤东行政区、汕头

专区，汕头地区、汕头市。为便于记述， l 9 8 3年7月汕头地

区，汕头市合并前，统称汕头地区，汕头市亦按原称。以后，称汕

头市。．

．．’八、本志收支数字l 9 5 0一一l 9 5 2年来自汕头专署财政

局编印的《汕头专区历年财政收支统计资料汇编》， l 9 5 3一一

1 9 5 8年来自广东省财政厅编印的《广东省财政统计资料>，

l 9 5 9一一l 9 8 7年来自汕头地区和汕头市的财政决算数字。

凡注明“历史区域”的是指1 9 8 3年汕头地区、汕头市合并前

汕头地区原来管辖范围， “现区域矽是指汕头地区、汕头市合并后

的管辖范围(即8县1市)。本志的计数如收支、统计、度量衡及

其他数字，使用三位撇点。

九、本志的货币单位，清时期以银，民国初期以毫洋、大洋，

民国中后期以国民政府各个时期发行的币制计值。中华人民共和国

t



成立后，均以现行的人民币计值，以元为单位，其中l 9 5 5年3

月以前的旧人民币折合为现行人民币(即旧人民币1 o，000元折现币

1元)o

十，本志资料来源除本局的档案资料外，主要栗自广东省财政

厅、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汕头市

档案馆，汕头市图书馆、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等有关单位。在行文

中没有分项注明出处，有关原始资料存在汕头市财政局档案室，以

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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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从秦代至今，汕头这一地方，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口

l 9 8 3年7月，汕头建制由地区改为市，共辖8县，1市、6区和1个

经济特区，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至1 9 8 7年，人口达940．08万，海外华

侨约有600多万人。

汕头市地处广东省东南海滨。海岸线长达389．3公里，曲折多港，更兼水

网纵横，与口岸相通，交通十分方便。韩江流域，平原沃野，山脉绵延，矿产

丰富。气候属亚热带，冬无严寒，夏无酷署，四季常青，资源丰富，农、林，

牧，副、渔各业兴旺，工商业发达。据1 9 8 7年统计，全市耕地面积309．9

万亩，各类工商企业98，067个，工农业总产值899，900万元。优越的自然环境

为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汕头财政，随着社会制度和政权的更迭，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分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历史时期。

清代财政，是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收入全归中央，地方各项经费，在

朝廷规定的税收项下留存支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由高度集权逐步向地方

自筹自用的分权发展·

清初，潮属各县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盐税和杂税8项。从清康熙五十五

年起，实行“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归入财产税，对当时社会经济和增加财政

收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项措施由于“粮从租出，租自佃交弦，因而广

大贫苦农民的负担并未得到减轻。潮属各县在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亩劳“地

丁合一力后，收入有所增加。潮汕滨海盐业发达，税款也大。乾隆年间

(1 7 8 6～1 7 9 5)潮属各县财政年总收入为银576，197两，其中田赋收

入281，237两(包括米206，228石折银在内)，占48．81％，盐税收入283，700

两，占49．24％，杂税收入11，260两，占1．95％，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劳

财政收入的一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商品

经济逐渐发展。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筹措庞’尺的军费，偿还巨额赔款，支

付浩大的皇室和官俸费用，开征关税，工商税比重提高。宣统元年(1百0 9)，

潮属各县财政收入银2，686，471两(包括米3，083石折银在内)。比乾隆时期

年收入增长3．7倍，其中新征关税收入1，679，387两、工商税收入514，112两。

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但留归地方使用的经费并不多。宣统元年，潮属各县

经费支出银315，176两，只占当年收入的11．73％o在支出中，用于维护和巩

固政权的行政、司法．．军警经费就占全部支出的83．97％，而教育经费只占

12．02％，社会救恤费只占0．53％．工程建设费只占3．48％o清皇朝这种财政

分配结构，正是封建统治阶级“取之于民，用之于君"的财政本质特征o
‘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闲财竭，民不聊生，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并发。

民国1 8年(1 9 2 9)以前，潮汕各县财政称地方款， “省政府向不与

闻"，各县自行其是，任意抽收，因而苛杂繁多，以致“无物不捐，无事不

税移。民国1 8年各县财政收入毫洋141万元，其中税捐就占64％o后来，苛

杂虽有裁减，但随裁随增，不过是“名日裁，实则合黟而已。如汕头市就将原

来的苛杂145种合并为14种。

民国2 8年(1 9 3 9)省统一县市财政收支。当时潮汕虽因部分地区沦

陷。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但收入仍有增加。据统计是年预算收入430万元，

比民国2 5年增长98．76％，其中税课收入204万元，占总收入的47．49％，

比民国2 5年增长1．4倍。从民国31年(1 9 4 2)起，国民政府开始借助通

货膨胀来增加财政收入。至民国8 4年(1 9 4 5)潮汕各县预算收入增至

16，195万元，比民国2 8年增长45．16倍。
‘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满足巨额军费，从借债比征税快，发行钞票

比借债更快出发，采取了完全适合军事开支特点的通货膨胀政策，以致使国币

从民国2 8年(1 9 8 7)每百元可以购买2头牛到民国8 5年(1 9 4 B)

只可购买8分之1块的肥皂。到民国37年(1 9 4 8)潮汕各县的财政收入也

从民国8 5年的109，562万元，增至10，953，828万元，仅2年，收入数字竟增

长近100倍，其中税课收入增长102．4倍口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38年间，国家财政依靠政治权力横征暴敛，而

把集中起来的财力，又主要用于强化国家机器。当时潮汕各县的财政也不例

外，大部分是政府机关替察保安支出·据民国33年(1944)统计，行政支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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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保卫经费达2，383．5万元，占总支出的52．55％，而文教卫生经费仅占

14．92％，社会救恤费仅占2．28％。汕头市从民国3 5年(1 9 4 6)至3 8年

(1 9 4 9)8年间，行政公安保卫经费竞占总支出的94．59％，而文教卫生

经费仅占2．21％，经济建设费仅占1．6％，社会救恤费仅占1．6。％可以看出，

民国时期这种具有强烈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军事掠夺性的财政。是导致阶级矛

盾激化，经济崩溃的根源。

解放战争时期，潮汕人民抗征队，从l 9 4 7年起由原来不过几十人的

游击队，建立了以大北山区为中心的“梅花形”革命根据地，同超过自己几倍

乃至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至1 9 4 9年10月，除南澳县外，

使全区各地都获得了解放。人民抗征队在斗争中也逐渐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一支正规军。

潮汕革命根据地财政是供给财政。其位务主要是保障人民武装部队的给

养。初期。由于地处穷乡僻壤，当地人民生活困苫，据点分散孤立，部队游动

不定。因此给养只能靠对敌作战和发动群众的同时，通过打土豪和袭击乡公

所，警察所，税捐处，地方团队、粮仓去缴获。但是，这样筹粮、筹款毕竟有

限，不能满足人民武装不断壮大，军需不断增加的需要，而且可供打击的经济

对象又逐渐减少，给养同题日益困难。后来，革命根据地经过反“三征”(征

兵，征粮，征税)，减租、减息和调整耕地的斗争，废除了苛捐杂税，减轻了

群众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从而为贯彻合理负担，开展征粮．征税，增

加财政收入提供了条件。于是，从1 9 4 9年开始，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

展，人民政权和财税机构的建立，逐步开展了征粮(农业税)、征税。据统

计，当时征收的公粮约占根据地全部财政支出的70％，征收的工商税，从

l 9 4 9年8月起，仅南北2区(大南山和大北山)16个税站(所)的税额，

就由原来的每月收入南方券14万元增至30万元，特种土产生产税“一造矽(一

年仅收获一次)收入就相当港币20万元。此外，根据地还发动群众捐献和发行

公债，以减轻财政负担。

根据地财政支出，主要是给养经费，实行低标准的供给制，规定。每人每

月粮食糙米20至24斤，食肉，食油，食盐各1斤，菜金折米7斤，柴费折米4

斤，零用费折米5斤口此外，每人每年发寒暑外衣各1套，内衫裤2套，军

帽2顶。背包1个，力士鞋1双和少量其他日用必需品。以上标准，后来随着

财政状况的好转。逐渐有所提高。部队用于作战的枪支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



主要来自作战的缴获，但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统区及香港购买。

根据地财政机构，从无到有，从“游击的”到“统一领导，分敞管理”逐

步建立健全，并根据“合理负担，保证供给，支持战争”的方针，相继制订了

征粮、征税条例和给养标准，统一了财政政策和管理制度，从而保证财政任务

的顺利完成，有力地支持潮汕人民的革命战争。

新中国建立后，汕头市财政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

结构的转变，经历了供给型、建设型到经营管理型财政的转变。

8 8年来，汕头市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主要依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o

1 9 8 7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至JJ899，500万元，比1 9 5 2年增长97倍o

1 9 5 0—1 9 8 7年财政总收入为834，977万元(历史区域计，下同)，其

中1 9 8 7年财政收入55，914万元(不包括上级补助)，比1 9 5 2年增长

7．9倍。在财政收入的构成中，企业收入和工商税收46，040万元，占总收入的

82．34％，农业税收入3，041万元，占总收入的5．44％o 1 9 5 0—1 9 8 7年

财政总支出为545，713万元，其中1 9 8 7年财政支出64，Z55万元，比1 9 5 2

年增长18倍，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投资17，824万元，占总支出的27．74％，文

教卫生支出19，771万元。占总支出的30．77％，行政管理费7，039万元，占总支

出的10．95％o财政支出的结构，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刀社会主义财

政本质。从而为促进国家政权建没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

生事业的发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汕头特区经济建没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建国初期，为了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汕头

财政从1 9 5 0年至l 9 5 2年支出行政管理费达1，42,8万元，占总支出的

31．58％o在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汕头财政一

方面从资金安排上积极支持国家经济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又运用财政税收

政策，支持集体经济，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盲目经营，促进

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口同时，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对农业

税的征收，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从1 9 5 2年农业税收入占总

收入的9．13％，至l 9 8 7年，只占总收入的5．44％o这样，就把农民从IEt社

会沉重的田赋盘剥解脱出来，并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

后，地方财政为了继续不断支持和促进国营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国家与国营

企业之间的分配问题，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分配关系，从1 9 6 8年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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