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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县财政志序言

周 生。达

这部《茌平县财政志、》是在上级部门的领导支持下，经过有关

部门的帮助，采编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成书与大家见面了。

《茌平县财政志’》一书、以较丰富的内容，比较翔实地记述了

我县财政的发展过程。在编纂过程中，采编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他们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走访知情人员，多方查阅资料、

反复考证，多次修改，使之成为我县不可多得的一部财政史料。由

于编纂者的水平所限，定有许多错误之处和不够完整的地方，但它

对今后从事财政工作的同志们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借此机会，我以一个财政战线上的老兵、聊表数语，寄希望今

后把茌平县的财政工作做的更好。我认为财政工作·最主要的就．是

要、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讲究生赇聚财、用财之道。并坚持量力

而行先收后支，收支平衡j量入为出的原则，确保财政经济的长期

稳定协调发展。

‘茌平县地处黄河故道鲁西平原，东与齐河为邻，南接东阿，西

靠聊城，北连高唐，西北与临清接壤，东西宽43．5公里、·南北长

443公里，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总人口48．24万人，其中农

业入口45．．75万人，总耕地面积109．1·7万亩，多为盐碱涝洼沙土

质。是一个基础薄弱，穷困落后的县。建国初期，全县只有几家私

人铺坊：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年收入不过百十万元，一直靠财政、



补贴过日子。总的看来，要增加财政收入，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势

‘力发展生产，积极培植财源，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财源才能

茂盛，财政收入才有稳固的基础，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

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改革开拓的

精神，勤俭节约办事业，使我县的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在这块一千一

百零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绘出了美好的发展蓝图。特别是一九七

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了·系列改革、开放搞

活经济的方针，使我县的经济飞速发展，在组织资金、扩大生产、

壮大经济方面，财政发挥了它应有的极大优势，在财政的大力帮．助

支持下，使一部分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形成了化工、纺织、造

纸、机械、食品、商业等结构合理的工商体系，有些重点企业已成

为财政收入的重点户，扭转了财政收入靠农业的穷困状况。1 989年

财政收入1924万元，比七八年的300万元增加5．24倍，比建国初期
l
9 4 9年的1 75万增加了十一倍，翻了十翻，其中工商税1666万元，

占总收入的8z％。

财政收入的增长i又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1980年到1 989

年，省投资469万元，。地区投资43万元，县财政安排848万元，单位

自筹360万元。新建教学，医疗、办公大楼20座，建筑面积60496平

方米，大大改善了教学、医疗和办公条件。农业事业建起了农场，

良种场，1苗圃林场、鱼场、兽堰、技术推广等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单

位，农林牧副渔得到了全面发展。

在支出方面我们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不打赤字预算，不花过

头钱，长期树立艰苦奋斗过紧日子的思想。在日常管理上，采取了

严格控制．人员、行：政按编制，事业按计划增长：实行经济包干，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着八O年分级包干，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行，对行政事业单位采

取了经费包干的办法、行政单位人员经费按编制包干，公用经费按

基数包干。公、检、法、司和金额管理的事业单位，实行人员经费和

公用经费大包干，差额单位包60％的人头费；会议费实行预决算制

度和包干相结合的办法加强控制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严格控

制支出，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近几年工资调整，补助增加，物价上

涨等政策性增支因素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连续十八年实现了财政
’

收支平衡。 。

●

回顾过去，扬长避每t瞻望未来，前景光明，我们要用开拓进

取的精神，精心理财振兴茌平经济，创造一个更加灿烂美好的7明
●

’一
大。 ．



凡． 例

一．， 《茌平县财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

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整理编写的。
‘

．二、本志分上下两编，九章二十三节，四十二条目。上编上限

晚清(即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编从中华人民共和

目成立至一九八五年。但个别模范人物．，为了与本志内容相吻合，八

五年后至八九年，国家所给予的荣誉也载入了本志。

’三、本志内容，以详今略古为原则，开始简单追述了我国财

政的起源和历代赋税制度的演变，重点记述了抗日入民政府成

立，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财政变化情况。共分八个部分，

即：历代财政概述，机构演革、f财政体制，财政收支，财政管理，．

农业税的征收管理，大事记模范人物简介。

四、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用语

体文记述、力求文字简明通俗。

五、书中货币及度量衡单位，均用当时的币值及单位。

六、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来源于旧志，省、地、县档案，当事

人的追述，以及各股室单位提供的材料。其中数字资料，主要来源

于统计部门和本局历年所编i参的予决算册子。

编 者

。一九j＼九年十=月



目 录

一

上编建目前
：·

第一章历代财政概述：!⋯⋯⋯⋯⋯⋯⋯．．．⋯⋯⋯⋯⋯⋯(1)

第二誊清时期的财政⋯⋯⋯．．．⋯⋯⋯⋯⋯“⋯⋯⋯⋯⋯(6)

第一节财政收入⋯⋯⋯⋯⋯⋯⋯⋯_⋯⋯⋯⋯⋯⋯(6)

·一 田赋、丁税⋯⋯⋯⋯⋯⋯⋯⋯⋯⋯．⋯“⋯⋯··?(6)

、， 二 漕粮附加⋯⋯⋯·?一⋯j⋯⋯⋯⋯⋯⋯·⋯⋯⋯⋯(7)-

．

9

三 苛捐杂税⋯⋯⋯⋯_⋯⋯⋯⋯⋯⋯j⋯⋯⋯⋯··(。8)

第二节财政支出”⋯⋯⋯⋯⋯⋯⋯⋯·⋯⋯⋯⋯⋯⋯(9)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财政一⋯⋯⋯⋯⋯⋯⋯⋯_⋯⋯⋯·⋯(12)

。第一节财政机构⋯⋯⋯⋯⋯⋯一⋯⋯⋯⋯⋯⋯⋯⋯·(-12)

第二节财政收入⋯⋯⋯⋯⋯⋯．．⋯⋯⋯⋯．．．⋯⋯⋯·(14)

一．地丁、漕粮及地方附捐⋯．．．．⋯⋯⋯⋯··‘⋯⋯⋯·(1 4)

二．杂税、杂捐．．．⋯⋯⋯⋯⋯⋯⋯⋯．．⋯⋯_⋯⋯··(1 6)

第三节 财政支出⋯⋯“⋯_⋯：⋯一⋯⋯⋯⋯⋯⋯··(20)

第四节 预算(含附件)⋯⋯⋯·⋯．⋯⋯⋯⋯⋯⋯⋯·(24)。

／ 第五节 审计⋯_⋯⋯⋯⋯⋯⋯⋯⋯⋯⋯⋯⋯⋯⋯⋯(39．)

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o⋯⋯·：⋯(50)‘

第、一节。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m⋯⋯⋯⋯⋯⋯(51)

一 财政机构的设置和演变⋯⋯⋯⋯⋯⋯一⋯··：⋯(51)

二 财政收入⋯⋯⋯⋯··j⋯：⋯⋯。”·．小⋯⋯⋯⋯·?(5≯歹．
’一 十

t



三财政支出⋯⋯⋯⋯⋯⋯⋯⋯⋯⋯⋯．．．⋯．．⋯⋯·(57)

四会计科目及帐表设置⋯⋯⋯⋯⋯⋯⋯⋯⋯⋯⋯(63)
一⋯ ’．．

第二节 日伪政府的财政⋯⋯⋯：“⋯⋯一，⋯⋯·⋯··(64)

下编建国后 、

。。√

第一章’财政机构的设置和沿革⋯⋯⋯⋯⋯⋯“：⋯．．．⋯⋯(67)

附：1949_1985年财政科、局领导成员更迭表⋯，⋯⋯(：69)

第二章财政体制⋯⋯⋯⋯⋯⋯⋯⋯⋯⋯⋯⋯⋯⋯⋯⋯⋯(7 1)

第一节 目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财政体制⋯⋯⋯⋯⋯⋯(72)

第二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的 ，’

“

财政体制⋯⋯⋯⋯⋯⋯⋯⋯⋯⋯⋯⋯··、⋯·(73)．

第三节 十年动乱时期的财政体制_⋯．⋯⋯⋯⋯⋯⋯(、75)

第四节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财政体制⋯⋯⋯⋯(75)

笫三章财政收支⋯⋯一⋯⋯⋯⋯⋯⋯⋯⋯⋯⋯⋯⋯一⋯··(78)

第一节财政收入⋯⋯。⋯··⋯⋯一⋯一⋯⋯⋯⋯⋯··(7,8)

第二节财政支出⋯⋯⋯⋯⋯⋯⋯⋯．．⋯⋯⋯⋯⋯⋯·(84)

附：1．949～1985t年财政收支情况表·⋯⋯⋯⋯⋯⋯⋯·：(87)

笫四章财政管理与监督⋯⋯⋯⋯⋯⋯⋯⋯⋯⋯⋯⋯⋯⋯(90)

第一节预算管理与监督⋯⋯⋯⋯⋯⋯⋯⋯⋯⋯⋯⋯(90)

第二节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与监督⋯⋯⋯⋯⋯_⋯⋯(99)

第三节 企业财务管理与监督⋯⋯⋯⋯⋯⋯⋯⋯⋯⋯(1．04)

第四节 农业财务管理与监督⋯⋯⋯⋯．．⋯⋯·一。⋯”(1 1 9)

第孟节 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监督⋯⋯⋯⋯·⋯⋯⋯”(1 27)

笫五章农业税的征收管理(含附件)⋯⋯⋯⋯⋯：⋯⋯··(1 31)



大事记⋯⋯⋯⋯⋯⋯⋯一⋯⋯⋯⋯⋯⋯⋯··~．．．⋯·(159)

周生达同志的模范事叠简介⋯⋯⋯⋯⋯⋯⋯⋯⋯(162)
●

建国前财经工作．模范高．汝泉同意的模范事迹．．．“．·(166，)

茌平县八五年行政概况一览表"o o o o o o o o_-．．．⋯⋯⋯(169)



上编建国前

第一章历代财政情猊概述

财政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而产生的。我j

’目财政的出现始于夏朝，禹子水土后首创贡制。峨国时代孟轲说：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A-b+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

也”。贡、助、彻即夏商周三代的田赋，人民以其所种土地的十分

之二交纳岁贡。降至战国诸侯分立，兵役繁兴，一而兵差车马乏需

皆取于民，人民负担越来越重。秦废井田实行郡县制，承认土地

二私有和自由买卖，并按土地多寡征收赋氍。秦之变法提高了人民

开荒生产的情绪，增加了收入，但也造成了贫富悬殊，富、者田连阡

佰，穷者无立锥之地。 ．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暴政和战争混乱，建立起来以

后，在财政收入上主要是田赋和．口赋。采取“什伍而税一”的办

法征之，较秦为轻。文、景二帝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高．祖

一刘邦的“轻徭薄赋，约法有省禁”的政策，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牙口发展，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末年，民穷财尽，封建经济

一濒临崩溃。昭宣二帝“知时务之要，与民休息”。昭帝七次免田

殂，口赋和杂税，六次布赈贷种补食，勿收债；宣帝下令“勿行

昔政，减盐价，禁止擅兴徭役”赖以减轻农民负担，使农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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