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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财政始于明初，600年之资料，载入史册者，仅见于寥寥

数语。明、清志中财政之记，唯涉田赋、地丁，且仅片言碎语；民

国《同官县志》涉及财政者亦不过千言。今新修《铜川市财政志》，

系市局应乎修志时势，选擢人才，搜罗史料，编纂人员悉5年之

功，五易其稿而成。全书9万字。至此，铜川财政之古今，展卷可

得。溯往而知来，将不失为各级领导与财政同仁案头必备之书。

财政者，国家资财之所司也。社会制度不同，其资财所司之道

必较然有别，甚乎于天渊之间。封建王朝，悠悠两千余年。民国之

治，虽弹指三十又八，然财政之道，俱苛取于民。通年耗资巨万，

多供以官府侈糜。’导致经济衰败，百业不兴。、自新中国始，奉行

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之宗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40年来，

经济勃然。《铜川市财政志》，力求成书宗旨明确，尊重历史，史

料翔实，继旧志之精华，扬新财政之实绩。避畸轻畸重之弊，集铜

川财政精萃于其中。今此书已成，若果能酬其初衷，跻于市志之

林，益助于各志士同仁，我们将引以为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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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财政志》自始自终，深得各级领导重视，区县财政部

门及市志办鼎力协作，财政界几位前辈亦曾多赐训诲，无尚感激之

至。

囿于著者修志水平，书中纰缪之处，委实难免，敬请诸位领

导、同仁匡正。

绺哕
1 98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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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程序至编后，其中志文分为6章16节，共9万余字。

二、本志上限始于明代，下限记至1986年底。

三，本志记述空间范围为原铜川县财政及铜川市财政的兴衰变

故。建国后，各项财政收支数据从1980年起含耀县，城区、郊区，

1984年起含宜君县。

四、本志根据“略古详今"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的铜川财政。

五、本志以语体文记述．，问列表，相。

六、本志资料，属于1943年以前的，主要取材于民国三十三年

(1944)编纂的《同官县志·财政志》；属于建国后的，主要取材

于铜川市历来的财政档案。

七、本志朝代称谓，统一为明代、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律简称建国后；解放后，指1949年

4月28日铜川解放以后。

八，本志纪年，沿用各朝代年号，在年后括号内以阿拉伯数加

注公元纪年。

九，本志计量单位，沿用各朝代计量单位称谓和币制。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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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计量，一般记到两、钱、分、厘，厘以下毫．丝、忽、微、绒、

尘、渺、漠、沙、洙、涯、洒十二位数全舍。毫按四舍五入法进厘。

粮数记到石，石下斗、升、合，勺、抄四位全舍。建国后各种数

据，一般记到万、千两位，万位小数点后为千位数。

十、本志有关建国后工商税税制，主要取材于1987年1 2月铜川

市税务局编《铜川市税务志》。有关征收管理，一般不再赘述。

十一、建国后各种数据统计表，在前表中有关项目内已反映有

后表该项总额者，后表一般不再反映合计数额。



概 述

铜川境内资源丰富，煤炭、粘土、石灰石等矿藏处处可见，是繁

荣地方经济，充裕财政的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解放后，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全市人民经过38年的艰苦建设，铜川已发展成以煤

炭、建材工业为主体，有冶金、机电、轻纺、陶瓷等工业全面发展

的新兴城市。其财政来源，在明，清，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主要靠

田赋。民国二十四年(1935)，同官县地方财政岁入预算28，851元，

岁出预算36，867元，收入仅敷八成开支。民国三十年(1941)以

后，地方用款自筹，支出增加，不敷数额越来越大。由于通货膨

胀，物价狂涨，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岁入预算达37亿9千多

万元，而岁出预算竞达到60亿6千多万元。各年收不敷支数额，均

从民间摊派弥补。加之，关中取道铜川，直通陕北，历来军旅过往

频繁。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驻

扎，地方支应军需杂派浩繁，致使城乡人民负担畸重，各业凋疲，

到解放前夕，铜川财力已山穷水尽。

解放后，铜川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国营和集体企业缴纳的工商

税，用于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事业。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既承担

支前任务，同时又注重恢复工农业生产，围绕煤炭基地的建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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