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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古人视史志为“辅治之书一，

主张“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中国建立之后，党

和政府对修志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

放的浪潮席卷神州，政通人和，国富民强。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修志工

作列入议事日程，建立机构，广揽英才，修志工作如雨后春笋，蓬勃

开展。在此形势下，鱼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财政专业志书——《鱼

台县财政志》，经过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应时而诞生了。可以说，这

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

《鱼台县财政志》共分8章、30节·概述、大事记冠子志书之首。

各章内容为：第一章财政收入；第二章财政支出，第三章财政管理；

第四章国家债券；第五章机构沿革；第六章党团组织；第七章人物；

第八章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志尾设附录、后记。各章之间，互为联

系，各有侧重，主要记述了鱼台县财政在清代、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的经济结构，分配关系，收支情况，管理制度等；反映了

鱼台县工商企业、农林水、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这些

资料十分宝贵，对于当前和今后的财政工作，都富有参考价值。

同时，志书还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记录了鱼台县财政工

作的失误和不足，以供今人和后人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好今后

的财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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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专业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较好地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志书

的特点，它是我县财政部门的“百科全书’’。我们期望，《鱼台县财政

志》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对鱼台县财政工作，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

李志厚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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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和编录

了鱼台县的财政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溯1840年(个别章节略有上溯)，下迄1990年。根据

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鱼台县财

政。
‘

三、本志按现鱼台县行政区划追溯历史的方式进行编纂·1 956

年至1964年鱼台县撤销期间，按规定的收录范围，收录其有关资

料。

四、本志为横排竖写，按类设章，章下分节，节下视实际情况立

目。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穿插

其中· ．

．六、本志的文体为语体文·引用史料，忠于原文，必要时于页末

作以注释。
‘

七、本志记年，用当时通用纪年，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概用公元纪年·

八、记述已不沿用的历史地理名称，依当时习惯称谓，并注明今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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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九、本志中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均按当时通货为准。建国

后，以现行人民币为准。文内述及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

为便于统计和分析比较时口径一致，按规定比例折合为新人民币计

算。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名称，如“石"、“斗”等，行文时照录。

十、本志财政收入中的工商各税一节，简要记述了鱼台县开征

的工商各税，以使财政志更加完整、全面。

十一、重要历史文件和其它重要资料，本志在附录内加以选编，

以辅正文之所未及，并备作财政研究工作之参考。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子县党史委、县志办、县档案局、县统计局

和本局档案资料，以及函调、走访离退休老干部和知情人口述资料，

经核实考证之后，精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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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自1692年至1990年，鱼台县财政经历了清代、民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清代，鱼台县财政掌握在封建官僚和土豪劣绅手里，他们凭借

政权向广大人民征税派捐，进行残酷剥削。据《鱼台县志》记载，乾隆

二十九年(1764年)，鱼台县征收田赋的大粮地为872，366亩，征银

22，861两，漕粮1，225石，润耗米49石；实在人丁20，768丁，征银

1，869．3两。除以上正供和正供附加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加征，如起

运折色脚价银，起运地丁加征，举人车价银，仓库铺垫银，河夫停役

银，兵夫工食银，祭祀关帝庙银等35项，共征银20，844两。

北洋政府财政沿清制，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其特点是。三多"

：正税多、附加税多、苛捐杂税多。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开始了

十年内战，而战争所需一切开支，无不仰给于赋税。据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的《中国经济年鉴)记载：“查各县之附加税，有按田赋正

税之限额征收者，亦有按田地、山荡之亩分征收者，叠床架屋，名目

繁多，大率超过正税一倍或二、三倍不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县境内散兵游勇如潮，。司令’’如毛，纷纷打着

抗日旗号向农民要粮要捐。日军在其统治区内，按粮价折征货币，正

税征收难以满足其耗费，于是巧立名目，强行摊派。摊派的项目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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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装费、军装染料费、驻军建灶费、驻军灯油费、驻军补助费、办公

费、慰劳费等二十余种。在此期间，偏安一隅的国民党鱼台县政府，

为了维护其统治，扩充实力，增设据点，收粮收款；并派武装潜入解

放区，以暗杀手段强迫群众交纳粮、款。双重负担的地区，每年1亩

地折合粮食50斤以上，约占常年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日伪军在鱼台县推行。治安强化运

动’’，强征赋税，提高附加，无限制的扩大临时附捐，仅临时附捐一项

就超过正税13．2倍。
‘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鱼台县

抗日民主政府。人民政权建立后，废除苛捐杂税，改革旧的的赋税制

度，推行了。合理负担’’政策。田赋征收额，是根据农民的负担能力，

及抗日经费的需要而确定的。当时，由于机关、部队人员过着俭朴生

活，所以群众负担很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采取了“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

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的方针。鱼台人民经过3年的艰

苦奋斗，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物价稳定，经济繁

荣，财政收入增加，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

1953年，国家调整了财政管理制度，实行了中央、省、县三级财

政，调动了地方财政的积极性，财政收入又有了新的突破。

从1956年3月鱼台县撤销，到．1964年恢复设立鱼台县，8年

多的时间里，财政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但是，由于受到了。大跃

进’’、“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和连续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财政工作

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面临着种种困难。3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

拨给各项救济款达410．3万元。1 961年，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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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

食，从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开始回升。

1964年11月，鱼台县恢复后，县委、县人委动员全县人民，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兴修水利，积极发展水稻生产，开展变水害为水

利的生产斗争。为了支援农业发展，1964年和1965年，财政拨出经

济建设资金1，108．2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

械投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为后来鱼台县的农业大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干扰。，

经济工作中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诬为管、卡、压，搞生产被攻击为。唯

生产力论"，讲究经济效益被戴上“金钱挂帅’’的帽子，致使国民经济

各部门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财政工作受到严重损害。10年“文革’’

期间，鱼台县财政支出大于收入17，895，000元，是靠上级补助维持

平衡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上来，全县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随着经济

的发展，财政收入由过去的主要取之于农业，转变为主要取之于工

商业。1983年和1984年，分两步对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改税制度，促

进了企业加强经营管理，稳定了国家财政收入·在新形势下，鱼台县

财政局不断拓宽视野，多方位、多渠道筹集资金，相继建立了支持工

业、农业、文教卫生事业周转金、预算外代管间歇周转金等财政信用

资金，资金规模不断壮大·近lo年，全县财政部门共融通资金9，456

万元，支持生产和事业发展，培植和开辟了新的财源，增加了财政收

入。1990年，全县财政总收入1，620．9万元，比1983年增长1．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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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财政卖力的增强，为支援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财力保证。

从鱼台县革命根据地财政建立至1 990年，财政工作取得了巨

大成绩，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有以下几点：

(一)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做好财政工作的

关键。
‘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

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工作和财政工

作的总方针。当时，鱼台县革命工作处于十分困难时期，党和政府依

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努力发展生产和建立商业

贸易，独立自主地解决了机关、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度过了最困难

的时期。

建国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财政由过去主要保障革命

战争需要，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鱼台县自1953年至

1990年，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投资达7，661．4万元，大大促进

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实践证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

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是唯一正确的发展财政经济的总方针。

(--)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开源节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由于受到敌人的摧残，鱼台县革命

根据地曾一度出现了财政困难。当时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一是开

源，二是节流。开源，就是运用多种手段促进经济的发展，开辟新的

财源。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动机关、部队和学校开展农业大生产运

动，努力达到生活和军费开支自给或半自给，也是开源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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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节流，就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财政支出。机关、部队严格实行

-精兵简政"的政策；在艰苦条件下，党政军人员按最低生活水准进

行供给，节约了大量经费开支，解决了战时的财政困难·

新中国建立后，财政实力有了很大增强。1953年至1957年，鱼

台县财政收入917万元，支出399．5万元，结余517．5万元。但是，

1958年后，由于经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再加上连续几年发生了严

重的自然灾害，致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3年“大跃进一中，全

县财政赤字107．1万元．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1961年，贯彻党

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八字方针·大力精简机构，下

放人员，财经实行统一管理核定审批制度，工农业生产在调整中稳

步前进，经济困难状况逐步缓解．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十年

。文革”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混乱状况开始改变。在。改革开放，搞活经

济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指引下，经济建设迅猛发展．财政

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这几年财政支出的增长超过了收入的增长，

入不敷出日益严重。财政支出增长较快，除了经济建设、教育，科技

等正常增长因素外，主要是由于机构膨胀、人员增加、价格补贴和企

业亏损补贴大为增加．1983年，全县由预算经费开支的人员为

4，603人，1990年增加到6，709人，7年增加2，106人。1990年人头

经费1，672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103．14％，占同期财力的

79．24％·

(三)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一的财政体制，正确地解决了中

央和地方在财政方面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地方财政积极性·

建国以后，根据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S



策，鱼台县财政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改革，实行过多种办法。

1950年3月，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鱼台县各项财

政收支，除地方附加外，全部纳入国家预算，收入全部上交中央，支

出由上级拨款。

1951年3月，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刀的财政体制·在以后

的几年中，鱼台县财政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每年虽有一些变化，但

大体是相同的。

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1959年，

由于在经济工作上发生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从而带来了财

政收入的虚假。再加上人民公社化后，财贸方面实行了“两放”(财贸

机构下放、企事业下放)、_三统力(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规定)、

。一包"(财政包干)，上述体制，只执行一年，第二年就变了。

为了解决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相当突出地存在着的财政

纪律松驰，财权分散的现象，1961年1月，按照中央通知，实行了

。上下一本帐，全国一盘棋一的预算管理办法。经过几年的调整，国民

经济得到了休养生息，恢复了元气。

。文化大革命艿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财政管理

有章不循，管理混乱，财政收入下降。

粉碎“四人帮劳以后，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一的方

针·此后，财政管理体制作了调整，具体的实施办法，每年虽有些改

变，但总的趋势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一，从而调动了地方的积极

性。如1987年至1990年，鱼台县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的财政

管理体制后，财政收入每年递增21．45％，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一项措施，一种制度的实行或者改变，判断它的好坏，往
6



往不能单纯从体制本身去找原因，而要多方面从其他经济措施和经

济情况变化中找答案。但是，体制本身是否适当，是否适合当时的实

际情况，对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这里，着

重从体制本身进行了阐述，以达到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好今后

财政管理工作。 ·

(四)监督与检查是实施财政监督职能的主要措施。

新中国建立前和建立初期，财政监督由专业审计人员负责。

1953年建立县级财政，县财政科配备了财政监察专职人员，制定了

财政监察工作实施细则。从此，财政监督与检查工作形成割度化、经

常化·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鱼

台县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清仓核资修、。清产

核资”和。扭亏增盈刀工作。在检查中，对于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

题进行了专项检查，并钟对查出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处理，从面缍

护了财政纪律，正确地贯彻了财政方针、政策和财政法规，保证了社

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体制尚未理顺，社会主义法制尚不

健全，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乘隙而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干扰改革

开放，影响经济发展。针对存在的问题，鱼台县自1985年以来，连续

6年开展了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共查出各种违纪金额903万元，

应交财政54-4万元，巳交521万元，占应交数的95．77％·为增加财

政收入，平衡财政牧支，稳定经济作出了贡献；同时查处了一些腐败

问题，对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加强熹政建设，都起了不可低估的

作用。实践证明，财政监督职能的发挥，主要通过经常检查和大检查

亲实现。在改革开放为新形势下，每兰一麦苗弋检查尤：毒重要。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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