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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庶政之母，邦国之本。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历朝历代财政部门一直是政府管理社会的

重要职能部门，是政府开展各项政务活动的经济保障。

寿光历史悠久，史称"北海名城，东秦壮县其"衣冠文采，标盛东齐 ; 桑枣鱼盐，称雄

左辅" 。 汉景帝中元二年(前 148 年) ，置寿光县，至今已有 2160 多年。 财政运行机制的发展变

化不仅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而且决定着国家政权的成败兴衰。 在寿光财政跌岩起伏的历史实践

中，既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也有不堪回首的惨痛教训，寿光历史上各个朝代、各个时期财政

的征收和使用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凝重的 。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财政政策，努力促产增收，迅速发展国民经济。 尤其是寿光建市以来，财政改革举措多、

力度大，财政收入增长机制不断完善，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公共财政特征逐步显现，财政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效，财政职能不断健全，理财思路不断创新，财政调控作用得到很好的发

挥。 从 1993 到 20 1 2 年的 20 年间，全市财政总收入由 1 5580 万元增加到 828415 万元，增长了 52

倍，跃居全省县域经济第二位。 近几年，寿光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深化城乡一体均衡寿光建设、争当全省科学发展排头兵"这一总体目标，加快改革步伐，大力

实施金财工程，狠抓增收节支，全市经济呈现了持续提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最近 10 年间，全市

财政总收入实现 393.9 1 亿元，年均递增 22 . 26% ，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228.07 亿元，年均递增

24.69 % ，增速是史无前例的。 财政收入的快速提升，为寿光市的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增添了强劲

动力 。

志、以载道，温故知新。 回溯两千多年来生财、聚财、理财的曲折历程，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寿光财政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运行规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借助方志的功能，把积淀丰厚的

财经文化发掘出来，编篡为科学文献资料， f卑之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乃是一件"服务当代，垂

鉴后世" 的千秋大业。 秉承这个理念，寿光市财政局于 2012 年初启动 《寿光财政志》 编篡工作，

历时一年完成初稿。

我在财经战线供职多年， 20 1 2 年 1 月有幸来财政局履职，对同仁在寿光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中尽心尽责、生财有方、聚财有道、用财有度的敬业精神，深为感佩。 1 986 年，局长田效忠组

织有关人员编篡完成了 《寿光县财政志~ ，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盛世修志，留史

存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益于后人，为此，特倡议在多年前开编但未编就的 《寿光市财政局

志》基础上，组织相关人员续编、 扩编，确定时限上起发端，下延至 2012 年，重新启动编篡工

作。 经过编写人员的努力，调查研究，博观约取，披沙拣金，钩沉探幽， {寿光财政志》 最终成

-A nu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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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全志分为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监督、组织机构、创先争优和人

物志表等 8 篇 39 章，前置影像、概述、大事记等，后附有关史料，组成 70 万字卷I跌 。

《寿光财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系统地记录了寿光境内财政的历史与现

状，再现了寿光财政在历史进程中的运行轨迹，全面地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寿光财政部门励精图

治、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尤其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运筹帷帽，为建设美丽富饶

新寿光聚财、理财的时代风貌。 全志体例完备规范，观点鲜明正确，脉络清晰分明，资料丰富翔

实，记载事实有据，文字平实流畅，行业特点突出，地方特色浓郁，既承前启后、彰往昭来，又

资治当今、垂范后世，极具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与价值。

感谢编修人员为我们奉献了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上乘志书;冀望同仁通

过读志用志，从中吸取理财、聚财的宝贵经验，从中探索财政发展规律，抢抓机遇，开辟财政新

路子，做大做优寿光财政 ; 期盼更多的人读志书、用志书，融通古今，指导实践。

光前裕后，任重道远。 寿光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大开发、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机遇，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造福人民，是我们崇高的历史责任。 让我们同舟共济，

开拓创新，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以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城乡一体均衡寿光为己任，奋力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努力谱写寿光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是为序。

时财政局局长貌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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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记述寿光市(县)各级财政在各个时期的演变与发展轨迹， 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成为一部反映寿光财政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二、坚持贯通古今、详略得当的原则 。 所记财政工作史实适当记溯渊源，上限不等，下限至

20 1 2 年 。

三、本志以篇、章、 节、目为基本框架，以述 、 记、志、 传、图、表、录为主要题材。 按现

代科学职能分类，以类系事 ， 事以类从，横分门类，纵述史实。 书首置序，书末设跋。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第三人称记述。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除概

述和章述外， 一般据事直书，述而不论，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五、专志是本志主体部分，设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监督、组织

机构、创先争优和人物志表等 8 篇，全面系统地记述财政事业盛衰起伏的历史过程。

六、本志各类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历史记载资料为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以统计部门和本局科室提供并经核准审定的资料数据为准。

七、人民币计算，凡 1 955 年前的旧币，除有特殊注明为旧币外，均按 1 万元折人民币 l 元

计算。 金额单位分元、万元、 亿元 3 档，保留 2 位小数点。

八、本志资料取材档案、志书、史籍、 当代年鉴及本部门年度总结等 ， 经考证核定后编人，

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纪年写法，中华民国前采用朝代年号记述，括注公元纪年 ; 中华民国时期用阿拉伯

数字书写，每篇首次出现加注公元纪年，其后从略。

十 、本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历史资料的计量单位，按照当时习惯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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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 .-/ 概述

概述

寿光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

畔。 跨东经 1I 8 032' 至 119 0 10' ，北纬 36 041'至

37 0 19' 。 东邻雌坊市寒亭区，西界广饶县，南

接青州市和昌乐县，北濒渤海。 纵长 60 公里，

横宽 48 公里 ， 海岸线长 56 公里，面积 2072

平方公里。 辖 14 处镇街道、 l 处生态经济园

区， 975 个行政村，人口 105 万， 是 "中国蔬

菜之乡 是胡锦涛同志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联

系点 。

寿光开发甚早， 历史悠久。 境内已发现北

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

出现，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 ， 是国家维持其

生存和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 在不同的经济

和杜会发展阶段，国家职能不同，财政性质有

辛、大汶口 、 龙山等古文化遗迹 150 多处。 史

传汉字鼻祖仓顿在此始创了象形文字。 世界第

一部农学专著 《齐民要术》 在这里字句成章。

夏朝，属斟灌国。 商朝， 寿光地是逢伯陵的封

域。 西周，属纪国。 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

秦朝，废封建，置郡县， 寿光地为剧县、 益县，

属齐郡。 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 148 年) ，置

北海郡， 寿光属焉。 自此史书始见寿光县之名 o

寿光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资源

丰富，物产丰饶。 G18 、 G20 高速公路，羊益、

德大、黄大铁路， S224 、 S226 、 S320 、 S321 、

S323 省道贯穿境内， 羊口港为国家二类开放港

口，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节点。 2012 年，

寿光市实现财政总收入 82.8 亿元，其中地方财

政收入55 亿元，财政总支出 56.5 亿元，地方财

政收支分别是 1993 年建市时的 34 倍和 74 倍，

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跃居全省县域排名第二位。

别 。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政是统

治阶级凭借国家权力，无偿占有劳动人民创造

的剩余产品的一种手段。

清末， 寿光县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和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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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按地丁正银征收回赋、民{田灶地银和民{田

盐课银，随正银附征折色、耗羡等附加 ，fR县

财政办理。 各项税捐时设专局 ， 时县署兼办，

税款全部上解。 盐税属山东省盐运署。 羊角沟

东海分关属烟台海关所辖，收取进出口关税与

县无关。 田赋分上下年征收，乡约催促交纳 ，

除县署存留官傣役食和公费外 ， 全部上解省藩

司 。 地方公益事业 ， 由地方临时自筹解决。

民同元年 ( 1912 年) ， 田赋沿用清制。 县府

一科、二科、警察司法、监所人员薪饷及公费，

按省核准数抵留上解赋税。 财政、建设、教育等

经费，由县筹田赋附捐开支。 全县计征田赋大亩

47ω 顷 10 亩 5 分 3 厘 8 毫 4 忽 ， 共征银白224. 66

两(包括划解盐运司民锢灶地银 177. 25 两) ，应

征民徊盐课银 81 1. 23 两，随征盐课银解费、积

并、耗羡费等附加 69. 65 两。 是时每银 l 两价值

京钱 2<XX) 多文 ， 征收仍按清末每银 l 两征收京钱

48∞ 文。 民国二年( 1913 年) ， 改征洋圆，每银

l 两征收洋圆 2.2 元(国税 1. 8 元，省税 0. 4

元) 。 民国十七年 (1928 年) ，省府通令每银 l 两

征洋圆4 元(正税 1. 8 元，附税 2. 2 元) 。 民同二

十年( 1931 年) ， 省府通令每银 l 两仍征洋圆 4

元 ， 但不再分正附税。

盐税是省府的重要收入之一，占全省田赋

收入 的 659毛 ， 寿光县向归官办。 民国五年

(1916 年) ，设督销局，改官办为商办，由同

庆、寿康两商号经营。 每正银 l 两派销食盐 20

斤，盐税由商号交省盐运使署和东纲公所。 民

国十九年 ( 1930 年) ，改为民办，食户按正银

摊款(集资) ， 民生盐店凭款将盐运送各区，由

区长按庄分销食户，全县年分销食盐 140 万斤 ，

8. 89 万百斤(含盐税和附加 ) 。 每百斤征盐税

及军事费等 5. 4 元，东纲公所附加 0.41 元，盐

店共交省税 756∞ 元 ， 交东纲公所附加 5712 元。

民国二十三年 ( 1934 年)冬，奉令不准按粮银

派销，改为商人经营。 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年) ， 日军侵占羊角沟，盐税亦被霸占。 后国民

党地方部队张景月与 日寇合污办盐运销。

1 004 1 

各项税捐，民初仅有田房契税、牙行营业

税几项，年征税不过几千元，悉数上解。 侠

后 ， 征税项目增多，商人投标竞争承包，至民

国二十三年( 1934 年) ，年征税达 8 万多元。

自民同四年( 1915 年)后，军阀混战蔓延，

军匪来往频繁 ， 政失常规，附捐名目增多，人

民负担加重。 田赋以外有附捐、带征、预借、

预征。 据民同 《寿光县志》 载 : 民同十六年

( 1927 年) ，每银 1 两征附捐 1 9.68 元，比田赋

增加近 9 倍。 民同二年( 1 9 1 3 年) ，县始办警

备队，后县、区、乡都办民团 、 保安队。 民同

二十年( 1 934 年) ，县地方附捐预算征收

166000 元，其中随田赋征收附捐达 163000 元，

用于民团、公安、区联庄会薪饷及公费达

94000 元。 民同二十年( 1 93 1 年) ，局面开始

好转，捐款有禁令， 一切收支列预算，但在政

出多门的形势下，禁令、预算流于形式。 民同

二十七年( 1938 年) ， 日寇侵占寿光县城，日

伪部和同民党党部要钱催粮，层层加码，人民

负担之重 ， 数字难考。

1940 年 6 月，中同共产党领导下的寿光县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抗战经费主要靠募捐、缴

获敌伪物资及少量税收来解决。 在解放区发展

贸易，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1 941 年 9 月，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财字第 17 号通知

规定 : 回赋暂定全年每银 l 两征收 4 元，附加

不得超过正税，同时贯彻公平负担原则 。 1943

年，省规定田赋公粮合并征收， 1945 年，按阶

层人均产量累进办法计征，人民群众负担减轻

一半以上 。



巾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 ， 寿光、 寿南两县

隶属昌滩专区。 1 949 年两县相继设立财政科，

贯彻执行上级各项政令。 1950 - 1 952 年为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 ， 注重恢复生产，平抑物价。 寿

光、寿南两县财政部门，认真执行政务院 《关

于统一同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努力完成

各项财政收入计划，严格实行预决算制度，对

粮库、金库和财政收支实现统一管理，节省货

币支出和实物消耗，废除民同时期各种苛捐杂

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与下商业发展。

在此期间，财政实行高度集巾统一，地方一切

收入交巾央，地方支 LI\ 向中央按月拨付。

1953 - 1 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寿

光财政 FFI 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 贯彻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及财政收支政策， 注重支援地方

t农业生产，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下

商业的杜会主义改造。 随着大改造"基

本完成，境内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集体

所有制经济缴纳的税利，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

来源。 1 953 年 8 月， 寿南县井人寿光县。 同

年，中央决定改进预算管理体制，实行中央、

省、县三级预算体制，分级管理，层层负责，

寿光县建立县一级财政预算。 期间，财政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

1958 - 1 962 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

所谓反右倾、反保守运动不断升级，计划指标

-增再增，全民"大炼钢铁单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瞎指挥、浮夸风泛滥成灾。 不按

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再加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的影响，造成财政减收。 1 960 年比 1 959 年减收

1 84. 1 万元， 1 96 1 年比 1 960 年减收 2 1 4. 1 万元 ，

Summary 

b概述

连续两年出现赤字，滚存赤字 1 84. 2 万元。

1961 - 1 963 年，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

整、巩间、充实、提高"的方针，财政部门采

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严

格财政管理，清理物资，清理账目，通过各种

渠道处理"大跃进"、浮夸风遗留下的问题。 寿

光县同民经济开始恢复与发展，出现全面好转

的态势。 然而， 1 966 年 5 月又掀起"文化大革

命" 。 从 1 967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

正常的杜会、生产和工作秩序。 财税工作中的

规章制度，被当作"管、卡、压受到批判，

正常的财政管理工作无法进行，财政经济急剧

恶化。 出现有税元人收、有人不收税的局面，

财政工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1 97 1 年 9 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开

始批判"左"的思潮， 着力整顿财政工作，开

展增产节约运动，狠抓增收节支，全面开展清

仓和核资 。 其后，深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大力支援农业，

帮助企业，加强经济管理。 1975 - 1 977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整顿，寿光县同民

经济出现转机。 1 977 年，寿光县财政收入首

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 1 0026 万元。

1 978 年 1 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上来。 1 979 年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寿光财

政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 98 1 年开始，

同家制定同民经济发展"六五"计划，确立建

设具有巾同特色的杜会主义， 寿光县发挥自身

优势，制定发展同民经济计划，财政部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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