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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野县财政志》定稿付印之际，编辑室的同志约我作序。职务所

系，责不容辞，不揣冒昧，不虑笔拙，聊寄数语，直抒实感于书前!

编史修志，历代相沿。财粮赋税，记述尤详。但时至今日，尚无一

部贯通古今，全面系统的财政专志，不能不为憾事。恰值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上级要求编写地方志和部门专志。我们身负重托，即

组织编辑班子，制定纲目，收集资料，大胆试写，反复修改，历时六年，

终于编印成册，多年来的夙愿得以实现。对于存史资治，服务当代有

着重要意义．

《新野县财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对收集到的档案资料，口碑资料，文件报表等，进行系

统的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保留翔实。并根据“志贵详

备纾，?志贵在用”的要求，周密设计，科学排比，上至元古，下限至1 985

年，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设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以文字为主，

图表并用，通合古今，详为一体．以广博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财政

工作在积聚资金，调节分配，实行监督方面的职能，记述了财政工作

的得失与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存亡的密切关系。一卷在手，

便览诸事于眼底，运全局于一心，实乃当政者所必备，从事此项工作

者的良师益友l

古为今用，继往开来。希望从事和关注财政工作的同志能够以史
· l 。



为鉴，扬善承优，从我县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研究生财、聚财、用财之

道，在艰巨而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为四化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 最后，我代表新野县财政局向曾给予我局修志工作以支持和帮

助的地、县领导，县志编委及有关编写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初次尝试，误漏难免．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任纪秋

一九九。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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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本志根据财政专业性强的特点，力求统合古今，全面记述，上

至元古，下限至1985年，重点记述百余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状。

2，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3，本志采用述．记，志，录的体裁，以文字为主，图表并用，力求

做到文风朴实j通俗易懂。
。

．， ，．

4，本志分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等篇·大事记为编年体与记

事本末体，专志为横排竖写，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力求详备·．．。

5，本志所用数字，凡历史纪年，农历年月，使用汉字；百分比、公

历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历史上的计量单位从旧，建国后一律使用公

制．
。

6、组织机构名称，历史上从旧．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现用金

称，后用简称·、

7，本志所录史料，均经过严格考证，遇有异议，附以说明·



新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文件

新志宇[1990] 1。号

签发人：关心华

关于同意《新野县财政志t》印刷的批复

。县财政局：

你局关于报审《新野县财政志》的报告和志稿收悉，经审查，认为

该志反映了新野县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有存史和借鉴意义，同意

印刷．内部参阅．． ．· ． 。．+．．

．，，此复。‘．‘，．

(章)

一九九O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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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野县位于豫西南边睡，宛襄盆地膨部．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早

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部落，人们在这里渔猎、农耕、繁衍、生总．

千古岁月，沧桑多变。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了国家，产生了

以国家为主体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关系，即国家财政。夏，商，周(新

野隶属于邓夕时，实行的按地亩征赋用役，就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

配的最初形式．

随私有经济的确立和产品交换的发展，秦、汉时期，国家财政收

入范围不断扩大，主要有田赋(，皇粮夕、税捐、特权收入、专卖收入等

项，以保证其专制统治、王室支出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新野自汉初置

县到宋，元年问，先后实行过“编户制度”，“租、庸、调”制度等鼓励农

耕的具体措施，但由于封建经济桎梏，生产发展缓慢，尤其经战乱荡

’涤，土地大片荒芜。元末，新野县仅有额地600余顷，人口5，000有零．

明初，实行移民垦荒，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总政策，规定田赋以征实

为主，农民所服三役(，甲役。徭役、杂役)可纳银充代．万历元年(I 573

年J，又拟赋役与土贡杂税合征银两，县岁征额23 1 60余两．明末，因外

强侵凌，起义军兴，差役用银改以丁一粮三“一条鞭”通融均派．同时，

增征助银、输银、剿饷，练饷、辽饷，县仅“三饷”岁征达9572两，占正税

的43％，赋役沉重，民不聊生，导致了睨王朝的覆灭．

清立伊始，赋役征榷以明万历会计录原额为准，取消“三饷"及各

项杂费．康熙五十二年(，l 7 l 3年夕，奉旨“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鼓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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