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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财政志》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

下，有关部门积极支持配合，全体修志人员五个寒：

暑历尽艰辛，数易其稿，今始成书。它尤如一束初

绽的鲜花，将为四化大业，增添艳丽和光辉o
’ 。

本志在编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

风。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为准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
”

立足现代，立足本专业，详今略古，详异略同，存
‘

真求实地反映我市财政状况，‘力求思想性、科学 ，

性、资料性的统一。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映

客观规律，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o
。

本志在撰写中，翔实地记述了我市财政历史和

现状，如实反映它的产生、发展和沿革。通过详实

的资料记述，使我们正确认识财政盛衰起伏和曲折 ’

发展变化，帮助我们懂得过去，认识现在，揭示将

t来。使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对指导当前财政 ·

工作有应用价值，对今后也有存史、资治作用o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本志内容以专业为主体，志专业大事，述专业

兴衰。在志体上，依本专业内在要素，横分门类，

．纵书实事，以类系事，事以类从I以事系时，时述

于事中，以概述为引言，大事记为经，横分竖写，

今昔贯通。以志为主，图、表、记录并重。在断限

上，同《南阳市志))保持一致，上溯不限，下限

l 985年底，立足当代，侧重近代I’重点详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后36年。在文体上，采用语体文，记

述体，引文摘句，加以注释，坚持严谨、流畅、朴

实、典雅的文风，以方便后人读阅和检索。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由于修志人员水平有

限，加之资料散失很多，尤其民国期间更甚，一时

难以集全，时间仓促，撰写粗糙，缺漏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并借此机会，向为编

纂《南阳市财政志》积极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

以及参与撰写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o

、 南阳市财政局局长 杜长清

．|

，

．

， 1987年1 O月



凡 例

?

一

l，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栽民国时期，特另q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财政状况。’上溯不限，下限1985年

底，与《南阳市志》保持一致。 、’

·’

2，全书共分ll章40节，除概述，大事记，序言，凡例、

编纂委员会成员、以及编写人员名单不列章节外，其余均按章节

t分别记述各项财政工作及其沿革。
～

3、本志在内容和体例上，横分竖写，记述史实。大事记则

采用编年记事本末体。必要的章节中附以图、表、和照片。

4，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历代称号沿

用通称，采用历史年号，加注公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日

(1949年lO月1日)起，一律采用公元记年I数字书写，除习

惯用语外，一般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

5、本志采取语体文。

6、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南阳市档棠馆，南阳市财政局档案

室以及有关同志提供的旁证资料，还有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河南省

图书馆，开封市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新乡市图书馆以及南

阳县档案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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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受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收入来源于贡

赋，支出为王侯官吏耗费，用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甚微，因而数千

年来徘徊蚓行，发展缓慢。历代封建王朝在财政体制上虽进行过

多次变革，但都摆脱不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已绷钮寨旨hp因
此，在魇代王朝统治之下的财政管理体制，7对生产发展起着严重

的阻碍作用。： 。

⋯一南阳财政体制的建立，始于西周。据旧志载：“南阳田赋之
制，于周为最善。昔申伯邑序，召伯治之，百亩而彻焉。，”上’周

室衰，七雄并出，诸侯国各自为政。秦昭王十五年秦攻楚拔宛，

宛为秦土?鲁、‘秦灭六国统一之后，迁“不轨之民"于宛。．发展商

业及手工业，以扩大朝廷的收入。秦亡汉兴，“宛休养生息近百

余年，劝农有椽，盖其时治oI，’龟i工农商贾发展，财政收入增

多，_跃而为天下名都。汉光武帝中兴，南阳为京都之陪都(即

南都)，·又为“帝乡”e“田宅逾制，他郡邑不敢为比”：{^，．外

地商贾多云集于此，经济振兴。t财政收入大增，与京都并列，成

为当时中原的两大都市之一。东汉季年，南阳战火接踵而起，人

民生命财产倍遭残害，地方财政趋于崩溃。三国鼎立之时，．兵患

愈加严重：．“南阳为古兵衡，天下有事，受祸最烈，’与，宛为中

原通向荆襄、巴蜀故道，经常兵来将往，战火久久不熄。“建安

二十四年春正月．(公元2 l 9年2月)曹仁屠宛，血洗城池，斩

．

。

产长

．，

而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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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级无计其数，整个宛城毁灭殆尽．。”⑥自此之后，南阳经济日渐

衰落。财政状况较前逊色．据旧志载：。魏晋以还田不加蠲，而赋

日繁重，户口稀．⑦故店第南阳为紧县．⑧宋第为中下．⑨元第为

下县．@递至明年委而极矣．o’清代中业虽渐趋好转，俟后又因．

战乱和天灾，工农业生产得不到恢复，商业得不到发展，财政状

况继续衰败．
’

＼

民国时期。田赋的征收办法曾几经变动，1912—1937年：I

田赋征收按银两计征．南阳县年财政收入任务为银子36万两。{，

’南阳镇任务是年征银2．2万两．省提成64％，县留36％．1938＼

一1940年。改为将银元折成纸币计征(1块银元折纸币6元)． 、、

镇年征收任务是银元2．5万块，折纸币15万元，分成办法未 ＼

变．194l一1947年，又改为以实物(粮食)抵缴银元，全镇年 、、

征收任务为银元2．5万块，折合粮食576万斤，粮食直接上缴中

央、省，不再提成．

财政收入除田赋外，又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杂派．杂税和杂

捐．
。 ‘

，‘ 田赋收入除征税外，还有各种附加：民国27年(1938年)

随粮征收了。保安经费”、。抗战附加费”、。壮丁费”、。公债费”等，

其中征收。保安经费”47069．08元，占田赋正税的40％，比1931

年到1937年平均征收数增长51％．
+

各种杂派、杂税和杂捐名目繁多．民国27年(1938年)。

南阳镇地方自派数额为230059元。其中，列入地方特别预算的

70777．64元，列入普通预算的159282．95元，是同年田赋正税

150947．27元的1．5倍．
‘

+。

各种杂派有：国民兵团费、壮丁训练费、扒城费、挖战壕

费、壮丁安家费、难民救济费、警察训练费、保甲米津费．
‘

杂税有：牙税、眉宰税、当税、稞租税、生息税、包裹税、

盐税一契税、厦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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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捐有：救国捐，慰劳捐、建筑捐、担架捐、难民救济捐，

商捐、宣传捐、教育捐、卫生捐等1 0多种。。 一 !‘ 4

一民国时期的徭役尤为繁重，仅1 938—1 9 4 3年围城构筑工

事，修筑军事设施就强征民夫68000多人。1 938年春天，南阳县

府征集大批民工在城内修避弹室两座，又在新店，潦河各修二

座，1 1月为修筑沙沟寨，广阳镇等处防御工事，县府又征集民

T400()欠。同年，奉南京政府之命，扩建南阳飞机场，延伸跑

道，修建附属工程和交通公路，又先后两次征民工34232入。

1939年春，奉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命令，修筑战壕，强征民

工，先拆毁南阳城墙，又把城周围10里之外的房屋拆毁，树木

砍光o 1943年又先后两次征集民工3万余人。，。-进行重修和扩

建。
。 。， _

’’

、

’

强征民夫服徭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更加陷入苦难

沉重的深渊。 -t；
” 。

t

， 1 948年1 1月南阳市解放。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社会主义财政取代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已’：的剥削级阶财政。

财政收入，建国后大部分来自公营企业的税利，仅有一部分是来

自私营经济的税收。以直接由农民负担的农业税为例，由于贯彻

执行了“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其征收数额占市财政

总收入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1958年占收入总额的6‰，到

1985年则下降到0．67％。财政支出方面，建国后主要用于社会

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1953一1985年32年问，经济建设支

出占全市支出总额的45．65％I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占

25％，行政支出占14．8l％。1979年后，贯彻执行了“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财政支出作了相应调整。198l一 。

1985年市经济建设支出占同期总支出的36．16 9，6 I文教、科学、

卫生支出占26．24％。建国后，市财政在“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方针指引下，不断加强财政管理，改革财政体制，广开财

1=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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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合理分配和使用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1953一1985年市级财政收入总计完成 ≮

65546万元，1985年比1953年增长9I倍，其中工商税增长了315 ；

倍l财政支出总计完成24640万元，1985年比1 9船年增长82 ：

倍．。1985年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984万元，比1953年增长
’

24"6倍l用于行政方面的支出450万元，比I 953年增长2(I倍I用

于文教、科学，卫生方面的支出I 203万元，比l 9 5 3年增长5 1

倍l用于城市维护方面的支出556万元，比1953年增长l 49倍。

南阳市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解放初，工业

基础差，底子簿，国营工业企业仅有一个小厂，到1985年已形

成以机械、化工、轻纺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市

国营工业企业发展N34个，有职工2I I 23入，固定资产12345万
’ q

元，年产值达21985万元，全年给国家上缴积累908万元。全市 ．

有中学3l所，是解放初的l()倍；有小学79所是解放初的15倍；

新建沥清道路64公里，解放初石条、石子和泥土道路全部改

变l拥有公共汽车39辆，年客运量达1038万人次I此外建立了 ●

自来水厂，年供水量达到1943万吨。
‘

1953年，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了市级财政，由解

放初的供给财政，逐步向建设财政转变。“一五”期间，市财政

在收入方面把税收作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利用、限制和改造

资本主义的工具，加强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

经济的发展。l 957年市财政收入完成7r4万元，比l 95 3年增长 ’

40．87白。其中各项税收完成39万元，比1953年增长1．2倍。财

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行政管理支出由1 953年占年财 一

政支出的40．91％，下降到1957年的29．23％I经济建设支出由

1953年占财政支出的8．6 o自，上升到1 957年占年财政支出的 。

16．26％；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比重由1953年的35．5,t”0，上

升到1957年的47．29％o财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解放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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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政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向“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的体制转变。自1953年市级财政建立后，地方有了一定的自主1

权，不断加强预算管理，严格各项收支制度，充分发挥了财政在

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支持地方各项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1958年起，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运动，在以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的“左"倾错误影响

下，市财政工作也受到了很大损失。在财政收入方面(1960年

财政收支为市县合并数，没有可比性)连续两年出现大幅度的虚

假上升。1958年市财政收入完成2167万元，比195硇兰增长28．3

倍IJ 959年财政收入完成229675元，比1 958年增长3(，倍。由于财

政虚收实支造成虚假平衡，至使1961年，1 962年财政收入下

降。1961年财政收入比1959年下降31％，1962年又比1961年下

降24．3％，市财政陷入十分困难的局面。仅1958年大办钢铁就

亏损了156万多元。在财政支出方面，连续两年大幅度上升。

1958年市财政支出为183万元，比1957年增长1．86倍l 1959年

财政支出219万元，又比1958年增长19．9n‘。其中基本建设和

生产性支出增长最快，1958年比1957年增长5．2倍，1959年比

1958年仅少7万元。在支出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o．在重积

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重速度轻效益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建

设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16．460龟，。

上升到1959年的54．1％；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比重，则由

1957年的47．30石，下降到1959年22％。这种经济结构，．违背了‘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因此j到1961年严重

失调的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整。财政支出也不得不削减。196l·

年财政支出比1959年削减了 。矗，1 年又比1961年削减了．z8 962

l 2”㈣支出结构也作了相应调整。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建设支

出占年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9年的54．I o亩，下降到19I；2年的 ，一

．1 8．3l oi l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比重由l 959年的22”o，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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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l 962年的38．1％，行政支出比重由l 959年的1 7．55％，上升

到1962年的3l％。1963一1965年又作了进一步调整，使国民经

济比例失调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只在收

支范围划分上作了一些调整，执行“总额分成，一年-变"的办

法。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国民经济濒临予崩溃的边缘。南阳市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严重困

难，财政收入连续两年呈现下降趋势。1967年市财政收入完成
8I 4万元，比1966年减少l l 9万元，下降l 4．6％，1968年财政收

入完成㈨7万元，比1967年又减少207万元，下降25．4l?i。
l 969年rfi财政收入稍有恢复，1973年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收入达2tll 9万元。然而1974年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市财

政收入又出现了下降，同年财政收入完成2333万元，比l 973年

减少蹦万元，下降3．5“o。1975年狠抓了企业整顿，生产迅速发

展，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年收入完成2823万元，比1974

年增收490万元，增长2卜o。1976年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

大批“唯生产力论”，+生产受到严重损失，财政收入又急剧下

降，全年财政收入仅完成l 998万元，比I 975年减少825万元，

下降29．23‘lo，全市国营工业企业利润完成情况，是历史上最差

的年份，当年利润计划为76l万元，年底不仅没完成，反而净亏

损396万元，企业亏损达2t弓户，占：j5户国营工业企业的7 l 9i，亏

‘损额586万元；盈利企业仅l()户，盈利额l 9('万元。企业的经济

效益差显而易见。但是由于广大工入、农民和财税人员的共同努

力，减少了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四五”时期财政收入总

额达到1 2260万元，比“三五”时期增长1．45倍。、 ．

1976年10月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由于“左”倾

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仍然

继续存在。1 978年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占年支出的比重达

·6。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