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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涿鹿县财政志'是在县政府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指导下，和有关部门从事财政工作多年的老同

志们的关怀帮助下，经过编辑人员的辛勤笔耕，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我县第一部财政志。这对

于积累，保存地方文献，研究地方财政经济现状。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这部财政志．本着尊重历史和现状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汇述了涿鹿县财政工

作的发展与变革，并着重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较为系

统地总结和回顾了财政发展过程，经济结构，分配关系和收支管理等，既反映了涿鹿县各个历史时

期生财、聚财，用财的历史规律，又反映了涿鹿县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状况．对财政的发展做

到详今略古，立足当代，言必有据，事必有证．现付印成册，不仅使广大财政工作者了解过去，也对今

后财政工作起到了借签和启迪作用．

在编辑《涿鹿县财政志)过程中，修志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历史资料进行挖掘，搜集、整

理、考{芷、付出艰苦的劳动，并得到有关部门和广大新老财政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诚挚

地表示慰问和谢意。

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实难如愿以偿，志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涿鹿县财政局副局长

李荣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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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述

我国财政起源于公元前二十二世纪以前，即阶级产生以后，国家产生之前的时期。

‘中国上古史演义》载：千古文明开涿鹿。涿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历代

兵家必争之地。在几千年漫长的岁月里。涿鹿历经沧桑，数易其名。因连年兵祸和屡经水、旱、虫、风、

雹等自然灾害，使涿鹿人民饱受各种苦难，然而，封建统治者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横征暴敛，大肆掠

夺，苛重的赋税和徭役象一座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致使涿鹿土地荒芜，经济萧条，人民颠沛流离，

岁无宁日，生活陷入极度贫困．

从最早的夏、商、周奴隶制社会的贡、助、彻的税赋制度开始，到春秋中期鲁宣公在鲁国第一个

改革赋税制度，实行“初税亩”，特别是从战国时代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

治，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尤其是在一个朝代的开始，也都制定了一些符合经济规律的财政政策，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发展．如秦朝的“商鞅变法”，西汉的“编户制度”，唐朝的“租庸调制”和“两税

法”，以及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实行的。地丁银制度”等。这些改革财政的必要措施，一度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得到繁荣，地主阶段政权得以巩固，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但是，一切剥削阶级

专政的国家都不可能根据科学的预见，自觉运用财政去不断适应和促进生产的发展。二干多年来的

封建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以后，涿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不甘忍受帝、官、封的压榨和盘剥，曾采取各种方法

被迫自发地开展抗捐抗税斗争。

辛亥革命以后，在军阀混战的十多年里，涿鹿被闹得乌烟障气，日月昏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

中．反动军阀公开对劳动人民进行掠夺，地方政府和豪绅也趁机加派，横征暴敛，贪污自肥，全县城

镇萧条，农村凋敝，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党军事独裁政权的统治下，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更加沉重。

这一时期，察哈尔省连年灾欠，战乱频繁，经济加速崩溃，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加上苛捐杂税多如

牛毛，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涿鹿县因纳税出捐而被迫“走西口”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涿鹿人民除负担沉重的赋税处，还要负担各式各样的摊派和杂役。特别

是来来往往的国民党军队．以筹措军响为名，大肆搜刮民财，广大劳动人民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寇沿平绥线西上，涿鹿沦入敌手。日本侵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

。扫荡”，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抢、杀、烧“三光”政策。日军肆意掠夺，奸淫烧杀，无恶不

作，涿鹿人民深受其害．

在新旧军阀的铁蹄蹂躏下，涿鹿人民终日啼饥号寒，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直到涿鹿解放，全县

人民才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在涿鹿县压榨人民、搜刮民脂民

膏的财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涿鹿县第二次全境解放，同月，县人民政府财政科成立。从此，结束了国民

党在涿鹿县的长期统治，全县人民进入了光明幸福的新时期，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

义崭新的财政展现在人民面前。



解放初期，涿鹿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支离破碎，民生凋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的烂摊子，财政极其困难，全县人民开始了艰巨的建设工作。当时，全国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全国财

政没有统一，涿鹿县财政采取自收自支，不足部分由上级补助。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革命战争的

供给，大力恢复发展生产，搞好支前工作，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中共涿鹿县委和县人民政

府为了扶持人民迅速发展生产，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开荒种地，重建家园。

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全县已有一百二十四个村完成了土改任务，有十四万七千二百多农民分得了土

地，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当时还规定，开荒种地，谁种谁有，三年不纳公粮的鼓励政策。同

时，国家财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资金和粮食，帮助涿鹿人民发展生产。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涿鹿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O年三月．政务院颁发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财政工作由战时分散管理走

向统一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这对战胜当时的财政困难，平衡财政收支，

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保证解放战争和各项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起了积极作用。高度集

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就是一切收入交上级，一切支出由上级审核拨付的办法，涿鹿县

一直执行到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涿鹿县在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胜利地完成

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一九五三年起，进入了大规模的有计划地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开始执行

第一个五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涿鹿县财政由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中央为了调动县一级人民政

府组织收入、管理支出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兴办地方经济事业，从一九五三年起，实行中

央、省(市)、县三级财政，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涿鹿县正式成为一级财政

和总预算单位，开始编造财政收支预算和决算。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四十多年里，涿鹿县财政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不论是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经过拨乱反正，清除了经济工作中长期存

在的“左”的错误，涿鹿县财政工作认真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在农村实行

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工商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

涿鹿县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一九八四年，全

县财政收入在首次突破一千万元大关的基础上，又创新局面。一九九一年达到2334．7万元，比一九

七八年的818．5万元增长了1．85倍；财政支出完成2559．6万元，比一九八七年的609．7万元增长

3．2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涿鹿县财政收入结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

化。建国初期，涿鹿县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民上缴的农业税，占整个收入的47．63％，工商税收只

占整个收入的49．74％，几乎没有国营经济上交的收入。一九九一年，财政收入来自国营经济的比

重加大了。其中工商税收占72．97％，农业税和其他收入仅占15．64％、2．75％，特别是农村商品生

产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全县财政收入结构正逐步更加合理化。

涿鹿县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和改善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国初期，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和革命事业，涿鹿县财政支出基本上由上级审

核下拨，资金有限，因此，只能用于“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和国家机关行政

经费及维持职工最低的供给制生活费用。对于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主要是维持当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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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一些必要兴办事业给予少量投资。一九五三年进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时，涿鹿县财政仍

不富裕。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6．I万元，占整个支出的5．52％；用于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支出

为63．7万元，占整个支出的57．59％I用于行政经费支出为40．8万元，占整个支出的36．89％，随

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财力的增加，涿鹿县财政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科学事业的支出比

重逐年提高。一九九一年，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516．7万元，占整个支出的20．19％，比一九五三

年增长8．37倍；用于文教、卫生、科学事业的支出为1233．6万元，占整个支出的48．2％，比一九五

三年增长18．4倍；用于行政经费等支出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16．7倍。

一九九二年，涿鹿县除预算内掌管的资金外，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乡镇政府还有自己掌管

支配的预算外资金达1706万元，集中表明了全县财力的增加。这就为振兴涿鹿，建设“小康县”打下

雄厚的坚实基础。

建国四十多年来，涿鹿县财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工作中也有失误和教训。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财政工作也提出“大收大支”和组织收入“放卫星”的错误作法，给

以后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涿鹿县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至一

九六二年发生了严重困难。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涿鹿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摧残，财政预

算受到严重损失，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诬蔑为“管、卡、压”，群众积极生产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企

业合法的盈利被戴上“利润挂帅”的帽子，棍子遍地打。在这一时期，涿鹿县财政收支达到建国以来

最为困难的时期。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广大人民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决心．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动摇和阻挡不住的。由于全县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努力，涿鹿县的国

民经济和财政收支仍然取得了进展。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这一切决不是‘文化

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建国四十多年来的涿鹿县财政工作，硕果累累，成绩辉煌。展望涿鹿县财政工作的未来，前程远

大，无限光明。进入九十年代，涿鹿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正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指引的方向，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按照全县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建

设“小康县”。深化改革，支持生产，增收节支，提高效益，为涿鹿的繁荣富强和兴旺发达。更加充满生

机和活力，社会主义财政的职能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涿鹿财政一定会为全县人民物质和文化的不

断提高，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篇历代财政
第一章封建制财政
第一节战国至元代财政

涿鹿历史悠久。《史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战场即在今涿鹿县矾山一带。商代，涿

鹿地属冀洲，周代，武王讨纣胜利后封召公夷于燕。战国时期仍之。公元前二十二世纪以前，我国就

有了财政。夏代。大禹时期的“贡”研，即是众多部落公共财务收入形式。春秋后期，随着政治、经济

上的变化，引起了财政管理上的变革．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了“履亩征收”的办法；公元前五四

八年郑国“作五赋”，按亩定率的征收，从此我国税制从这个时期就算开始了．

涿鹿由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各国诸侯相互争霸，军兵盘据，境内，民无宁日，人民负担着

繁重的军粮赋税供应，生命被战争所蹂躏。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涿鹿地属第十五郡上谷郡(怀来县大古

城)。秦代的田赋分为田租、白赋、力役三种形式。由租按田计算，缴纳实物。口赋可缴实物，也可缴

货币。力役则是按人头计算。

汉代，公元前二O六年设涿鹿县(今矾山)屑上谷郡。西汉田赋征收，高祖刘邦规定十五税一，即

每年征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较秦减轻，文帝时，田租减为三十税一。其后十几年，曾全部免除田租。

汉代对人丁户口的课税。有以下几种：

1．算赋i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丁赋，东汉称为口赋。

2．口赋。是专门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也叫口钱。

3．更赋。就是对人民所课的力役。

4，户赋。是在算赋和更赋之外按户征收的税，每年每户要缴纳赋钱二百，作为列侯封君的食租。

东汉时为国租，不列入国家的收入。汉武帝时，用兵挞伐匈奴，以伸国威，为了扩充军费，加重算赋、

口赋、更赋、户赋、献费征收，涿鹿人民负担始重。东汉恒帝八年(公元一六六年)开征田赋附加，每亩

附十钱。灵帝中平二年(公元’--A．五年)，又以修缮宫室为名，向天下田亩征附加税，每亩十钱。田赋

附加，从此开始。东汉来年，终因朝政腐败，豪强残酷盘剥，宦官专横，激起了黄巾起义，结束了东汉

的统治。

三国时(公元二oo年)，涿鹿是曹魏的广宁郡(现今涿鹿县城)。为了解决战时财政需要及改善

人民生活，曹操采用枣祗、韩洁的建议，始兴屯田。屯田可不服兵役和一般的徭役，专门从事农耕。他

们按土地的实际收获量向官家分成缴纳地租，用官牛耕种的，官六民四；用自己的牛耕种的，官民对

分。屯田的生活比较有保障。曹操还废除了两汉以来繁重的算赋、田赋，实行按田出租，按户出绢绵，

“户调”制度从此开始。

公元二六五年，西晋时期，涿鹿曾为广宁县，后改为广宁郡。晋武帝统一全国后，为恢复生产，采

取了一些财政经济措旋，下诏令州郡减免军役，又于太康元年(公元--AO年)颂布了占用、课田和

户调的法令。西晋的课田和户调，与曹魏的租调制比较起来要严历得多，负担数量较魏时加重，大体

上田租高出一倍，户调约增加三分之一。公元三一六年，出现了五湖十六国的混战局面，涿鹿遭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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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旧五代史》六，第一千九百四十五页)。后周郭威统治时，免除了不少苛捐

杂税，比较重要的是牛皮税减税，将牛皮分摊到田亩上，每十顷田地交牛皮一张，余则听民买卖。周

世宗柴荣时，曾明令规定两税交纳的期限：“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征，秋税于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宗制”

(《五代会要》第一百零四页)．民间便之。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实行“均定天下民租”的政策，免

去了农民所负担的逃荒户荒田和被河水冲环田的租税，同时也使豪富难于逃避两税，这个办法到宋

‘朝还继续采用。后周采取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措施，为北宋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

公元九三六年，石敬塘投降契丹，建立后晋，燕分十六洲给契丹，新洲埂是其中一洲。从那时起，

契丹改国号为辽，公元九三八年，辽改新洲为奉圣洲，辖永兴县。公元九六O年．涿鹿仍属辽国。

宋代，初期的田赋制度沿用唐代两税法，分岁赋五类，：(1)公用之赋I(2)民田之赋‘(3)城郭之

赋；(4)丁口之赋；(5)杂变之赋。纳税物品有谷、帛、金铁、物产。田赋夏税输钱，秋税输米。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一O六九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先后制定新法，财政部分有：(1)方田均

税法。即丈量土地．分等规定每亩税额．(2)募役法。即由洲县官府出钱募人应役。(3)均输法．即

根据各地生产情况和宫廷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以

节价款和运转的劳费。(4)市易法。即由官府拨付资金，供收买货物和各行商贩借贷之用。宋代，酒

实行专买制度，由官商造曲分卖。也允许人民酿酒，但要征酒税。当时酒税按卖所得盈利计算．从

庆历二年(公元一。四二年)开始收。增添盐酒利钱”，是为酒税附加，为以后的。添酒钱”开了先例．

宋代的商税．是由专设的“商税务”负责征收的．凡洲县均设有务，负责征税。商税分两种：一是

过税，凡行商运货，每千钱课税二十；城市商人，每千钱课税三十。太宗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年)，令

名洲县的商税。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课税最多钱数，立岁为课标准额。完不成比额的要受刑

罚。官吏为完成比额，往往多方苛索，流蔽很大。后世的课税定“比额”自这里开始，有增无减。

公元一一二二年。宋微宗宣和四年，东北的女真族(国号金)攻打辽国．通辽行宫，十月，金人只

奉圣洲，涿鹿境为矾山县。属弘洲。金朝规定：公田纳租，私田纳税。另外．对田园、住宅、车马、牛羊、

，-4‘树艺以及资财征收物力钱。又征牛夫钱、铺马钱等。致使人民财尽力竭，被迫逃亡．金朝把人民分

为正户和杂户。女真族称为正户。汉族或契丹人民称为杂户。正户除服兵役外，只负担很轻的税，杂

户则要负担一切赋税和徭役。金官府规定对私田按两税法征收，夏税每亩税三合，在六月至八月交

纳；秋税每亩纳粟五升，又纳十五斤的秸草一束，在十月至十二月交纳．金官府还征收商税，凡金银

百分取一，其他各物百分取三。 ，

元代，公元一二一年，宋宁嘉定四年．北方的蒙古族(国号元)进攻金。十一月占领德兴府。一
二三三年，元联合宋朝军队灭金，涿鹿地带又入了元朝版图。元代，民户有税粮和科差，丁多地少的

纳丁税，地多丁少的纳地税。元朝未年，官吏敛刮花样百出，所属初次参见，有拜见钱；无事自要，有

撒花钱；逢节送礼．有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论诉有公事钱等。时涿鹿为下县，赋税和差役极为沉

重。

南宋咸淳四年(公元一二六八年)。德兴府又改为奉圣洲。是年又将奉圣洲改名为保安洲。同年，

发生大地震和遭受水灾。桑干河、洋河洪水泛滥，盗赋蜂起，民穷财尽，公款困竭，涿鹿竭于水深火热

之中．人民灾难重重。 。

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九月，涿鹿发奉圣洲钞一万锭．折合粮食三万石。

英宗至治三年(公元一三一九年)一月．敕数奉圣洲(涿鹿)、云洲一各金银冶炼厅由官采为民采

炼．以百分之三十金银入官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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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宋帝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二五年)，敕原永兴县级炼银场、厅由官采改民采炼，金银以百分之

二十入官库． 。
·

顺帝至正二年(公元一三四二年)，保安洲二月、七月连续发生两次大地震。洳民饥馑，放赈钞五

千。

第二节明代财政

． n



银完纳，简化手续。一条鞭法：“总括一洲县之赋役，量地计丁，同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募力差，则

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法办与存留供应储费，及士贡方

物，悉并为一并。”(《明史》七，第一千九百零二页)。一条鞭法的出现，是我国封建赋役史上的一件大

事，它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等征收的形式，使两者合一，劳役制因此逐渐消灭。

一条鞭法实施后，涿鹿即保安卫清官民田地亩一千二百五十九顷七十四亩二分，税粮四千四百

三十三石六斗二升三合．原额七里民地内加余折地一百七十五顷八十一亩二分，奉文题准余地不

加粮摊征，只折银二百五两三钱四分。

万历十二年，涿鹿奉例查减边粮，知洲刘必绍比照保安卫例，上地每亩八升六合起科，减粮一升

一合；下地每一升三合起科，减粮九合七抄七撮，共减粮七百十石一斗九升六合一勺。

明代，涿鹿徭役丁出银七百五十四两六钱二分。地出银四百六十三两九钱五分六厘。

涿鹿的经费据康熙八年《保安洲志》载：

银差支销银五百七十四两五钱一分五厘。

文庙祭记银五十七两六分五厘。

南坛祭祀银二十九两三钱一分．

西坛祭祀银一十四两九钱一分。‘

郡万坛祀银三十二两士钱。

新春酒礼银十六两五钱。

进表盘费银三十两。

岁贡盘费银四十两。

怀隆道柴薪马夫银五十八两。

分巡道柴薪马夫银五十八两。

知洲柴薪马夫银八十八两。

更日柴薪马夫银六十四两。

教官齐夫银四十八两。

生负膳夫银三十六两。

本洲库役一名工食银一十四两四饯。

预备仓老人一名斗级工食银二十一两六钱。

禁卒四名工食银二十八两八钱。

铺兵四名工食银二十八两八钱。

2．明未农民减赋措施

明朝末年，土地集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苛捐杂税日益增多。加之连年水、旱、虫、雹、风灾等，农

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被迫揭竿而起，汇成农民起义的巨流。

明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针对当时赋税繁重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提出了。均田、免赋”

的口号，并每到一地发粟赈济，放财济贫。同时还广泛宣传农民军的宗旨：“五年不征，一民不杀，平

买平卖，减免钱粮”。而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是时，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获得人民的

热烈拥护。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入北京。至此，明王朝二十七十多

的统治被农民革命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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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清代财政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朝代，是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地主阶级政权。为了

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它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在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颁发防止圈地命令，限制缙绅豪右的赋税、免役特权范围，减免某些赋

税等。但是，随着清制度的日益腐朽，苛征杂敛又日益繁重，官吏贪污越加普遍。--A四O年鸦片战

争后，中国沦为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趁机和帝国主义列强相勾

结，共同压榨盘剥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日益扩大和剧烈。终于在一九

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统治，终于被人民革命所推翻．

公元一六三五年，清兵第一次入关，沿长城西上，七月攻陷保安洲。整个清朝一代，涿鹿都叫保

安洲，属宣化府。清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五月一日起，赋役以万历会计录原额为准，明末杂费

取消。顺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颁发《赋役全书》，另外，还附以丈量册和黄册。丈量册以田为主，

黄册以户口为准。薄册内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栏，称四柱清册．顺治元年，涿鹿原额七里民地

一千一百六十顷三亩，征地税四百五十四两八钱一分一厘五微，征新垦地银二百八十四两四钱四分

六厘三毫四丝二息，征粮三千四百四十石七斗一升七合二勺七抄三撮十圭。
‘

顺治元年，涿鹿原额赏功地三十六顷三十亩一分。顺治四年，涿鹿拨补怀柔、顺义两县地二顷四

亩四分，共豁地税九厘，银一两二钱八分八厘八毫一忽四微四一沙，粮八石一斗四升一合六勺五抄

七撮七圭九粟九颗九粒．

顺治十五年，清田承报四里民地二十顷九亩八分二厘，征地税银七两八钱三分九厘九毫五丝三

微九纤，征银四两九钱三分三厘六毫五忽一微一纤，征粮三十八石一斗士升一合九勺九抄七一粟七

粒．

康熙十六年，清出民地三十七顷三十亩三分三厘七毫五丝，征地税银一十四两五钱五分一毫八

丝一忽四微一纤，征银八两九钱七分六毫八丝一忽三微三纤，征粮七十石八斗四升八合一勺三抄六

圭二粟二颗八粒．

康熙二十七年，清出民人赵德享隐漏入官变价地七顷三十一亩三分二厘，征地税银二两八钱，

征银一两七钱五分，粮一十三石八斗八升九合七勺九抄三撮六颗四粒．

康熙三十二年，民人王家诏等，首报开垦民地二十八亩，征地税银一钱九厘二毫．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一七一二年)，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决定．规定以康熙五十年

的人丁数为征收丁赋的固定数字标准，丁增而赋不加。康熙五十二年，涿鹿实有七里民地一千一百

四十一顷九十三亩九分九厘，每亩征地税银三厘九毫，共征地税银四百四十五两四钱一分三厘九丝

一忽八微三纤，洲民田粮额分上、中、下，每亩征粮三升五合至六升四合不等．共征粮二千七百六十

五石五斗七升六合八勺四抄二撮九圭九颗一粒。

据《保安洲志》记载：道光十二年保安洲大旱，署知洲世昌清赈。宣宗道光十四年，涿鹿(即保安

洲)，祥报实数，共民地三千二百九十八顷十亩九分七厘，每亩征粮不等，实征地银(闰年)三千二百

八十四两二钱二分五厘，耗银三百六十八两四钱二分五厘一毫，共征粮米二千四百四十三石六斗

七合八勺，耗米一百一十一石五斗二合六勺，又收存仓米每石三升，又征改扦银二千六十五两五钱

四厘，杂粮二十八石一斗。同年，保安洲储备军响清查出民垦荒地十三顷十亩六分，每亩征租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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