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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在双流县志编纂委员会指导下，成立了财政志编辑领导小组，

开始搜集资料，边收集边整理，年底试写，1985年秋写出初稿，经评议后，于

1987年9月写成修改稿。

在编写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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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的统一。承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反映当

代的现实情况和历史经验，为今后财政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使它成为

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财政志》。但由于

我们水平有限，人力不足，遗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有些史实因资料局限，仍

留空白，为此，深表遗憾。不足乏处，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茄以修正补

充，使其夏加完善

《双流县财政志》编辑领导小组

1987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一般以19 1 1#-为上限，1985年为下限。
9

二、本志除前言、凡例．编辑组名单大事记、概述、不列章节外，财政专

业后编20章16节详述各项财政工作及其历史沿革。

三、本志系以事分类，横排纵述，纵横结合，以横为主。按建国三十六年来

财政工作发展的五个阶段(六个五年计划)用语体文记述财政收支情况，以体现

自身发展的阶段性。。

四、资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及各股室资料和财政文件汇编，并采访有

关人员口碑资料。先后查阅档案2382卷，建2025卡，共计1 19’5，280-字。

五、我县行政区域，变化频凡，为了客观地反映当时县属辖区财政的本来面

目，1950年至1981年的财政收支总数，是以1983年元月双流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

印的双流县农业区翊统计数字为依据；财政收支细数，是当时辖区内实际收入

和支出数字。即当年年终决算数，其中1959年到1962年与温江合县期间，按温江

县财政收支的45呖作为双流县财政收支数。

六、在正文中已详细记述的某些大事，在大事记中，只列大事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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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土地征税是我国最古的税收制度，田赋是财政主要收入来源。

双流县(包括原华阳县)民国元年(1912)设征收课，民国三年改为征收局，统收一切

赋税。

原双流县正税条粮5307．41两(两以下保留钱分，分以下四舍五入，下同)。民国元年

，每粮一两征市平银1．04两；每元以七成一计征上解。民国四年(1915)按照财政部规定，

原征库平银一两，改为征银币1．6元，双流县共征银8491．8元。

副税条粮4，862．64两，民国元年每粮一两征市平银7．59两，每元以七成一计征上解。民

国四年征银56，640元。

征解费照正副两税数目加收一成，每库平银一两，征市平银0．828两，每元以七成一计

征上解。民国四年改为每库平银一两，征银币一元三角二仙四星八。

原华阳县民国元年改条粮为正税，津贴和捐输为副税，火耗为征解费。民国三年征国家

税银109，706．1元。地方税，每正税银一两加职业学校费1．5元，初中学校经费0．5元，行政

补助费2元，团费10元，电话费0．5元，团保收粮手续费0．5元，总共征121，6．01．1元。国家税

和地方税比较，附加多于国税11，955元。地方税实行一年一征，国家税因军费需要，一年

征几次，乃至十次。

民国六年(1917)以后，四川军阀政府实行划分防区统治，抬垫、预征名目繁多，无孔

不入。如民国十六年(1927)四JiI省财政厅对原双流县的正副税预征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川边防军总司令部为前方“剿匪”需款，粮税已征到民国五十六年

(1967)。

民国二十四年(1935)川政统一，结束了防区制。同年，按照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建

立了县级预算，由于县上没有什么正规收入，几乎全靠苛捐杂税维持县级财政支出。后来中

央稀省相继下划-4,部分收入给县级财政，但是入不敷出，又在契税等项增设附加，以求平

衡预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违背民意，发动反共内战，扩充军备，日耗军费亿万，国

民政府无法应付财政亏空，大量增发纸币，造成通货恶性膨胀。双华两县财政受到冲击，随

时调整追加预算，形同虚设，财政支出不得不以食米补充，实际库无存粮，由财政开支的公

教人员，经常陷于生活无着的境地，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的增长是靠加重人民负担，这是国

民政府必然出现的经济危机，也是导致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崩溃的必然结果。

1949年双流解放。三十多年来，财政工作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无论是在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财政工作正以崭新的箍貌，为全面开铋我县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肩简努力奋斗。
双流县财政收入，1950年为578万元，1985年上升到3419万元，增长4．2倍，年平均递增

4．6％。从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年平均递增速度来看：“一五"时期为4．6％，“二五”时期

为一9．05％，调整时期为11．9％“三五”时期为0．3％，“四五”时期为6．9％，“文革”十

年为5．4％，“五五”时期为11％，“六五’’时期为14．1％。

双流县财政支出1950年为77万元。，到1985年上升为3202万元，增长11倍，年平均递增

II．3％。从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年平均递增速度来看： “一五”时期为；．2％，“二五"时

期为7．3％，调整时期为一o．55％，“三五”时期为3．3％，“四五"时期为14％，“文革’’

十年为10．9％，“五五”时期为19．8％，“六五”时期为18．2％。

成都市辖15个区县在“六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平均递增15．8％，双流县年平均递增

14．1％，未达到平均水平，从1984年财政包干基数人平支出来看，全市郊区县人平支出

32．2l元，双流县人平支出23．65元，比郊区县减少8．56元；再从“六五”期间上解支出来

看，成都市辖15个区县年平均递增31．6％，双流县年平均递增37．4％，高于郊区县5．8％，

是一个贡献大的困难县。

建国三十六年来全县财政收支情况表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财政情况有了很

大发展变化。各个时期财政收入增长的特点与我县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相适应的，对发展农

业，支援文教卫生、城镇建设、保证行政任务完成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抚今恩昔，展望未来，财政工作必将在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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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12年原华阳县设征收课办理全县财政收支业务。原双流县设征收课，主管一切赋税。

1914年原华阳县征收课改为征收局，原双流县征收课改为征收局。

1915年原双流县，华阳县田赋征收改两为元，将原征库平银一两，改征银币一元六角。

1927年原双流县预征二十二年正副税。

1930年原双流县设财务局，管理地方财政、公产、征税、募债等。

1 933年原双流县财务局更名财政局。

1934年四川边防军总司令部为前方“剿匪"需款开征五十六年粮税。

1935年县政府设三科，原双流县财政局改为原双流县政府第二科，第二科管理财政。

1935年 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实行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体制，建

立县级预算制度，实行统收统支。

1936年 田赋征收改以法币为征收计量单位，’每征银币一元，改征法币一元。 ．

1940年原双流县政府第二科改为原双流县政府财政科。

1941年 民国三十年(1941)秋季，田赋征收货币改为征收实物(稻谷)，民国三十年

至三十一年<1941——1942)的田赋征实项目，一为征，一为购。民国三十二年(1943)改

购为借。

1947年双流县政府财政科改为双流县政府第二科。华阳县政府财政科改为华阳县政府

第二科。

第四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恢复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体制。县(市)直接

受省监督。

1950年1月5日，人民眭利折实公债正式发行。温江专员公署t950年5月2日财政二号命

令，分配我县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伊，原双流县为16193分，原华阳为41700分，共折合人民

币(新币)122046元。原双流县1950年8月15日部署推销，完成了10571分，占推销任务的

78％。原华阳县1950年12月2日实际完成57833分，超额完成16133分。

1950年1月，成立双流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和华阳县人民政府财政科。

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租《关于统一管理1950

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从此，原双流县执行了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翘。

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政务院八日

发出《关于新解放区征收农业税的指示》，1950年lo月原双流县执行这个条例。

1950年12yl 9日政务院公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

行条例》、《屠宰税暂行条例》、《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原双流县收到通知后，立即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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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t年3月 玫务院颁发《关予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分为中央、大行政

区、省(市)三级财政，县不算一级预算单位。国家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

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支，每年由省核定一次，其收支先由地方财政收入抵补，不足部分由

比例留解收入抵补。

1951年7月20日政务院第九十四次会议通过《预决算暂行条例草案》，该条例八月十九

日公布，原双流县接此通知后，召开县级机关财会人员学习贯彻。

1952年8月19日政务院发布《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原双流县从当年开始，每年

在秋征时落实到户。

1953年财政管理体制中，取消了大区一级财政，建立了县一级财政。

1953年12月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1954

年原双流县任务为141507元，完成233688元；籍田区认购数为44585元。

1954年1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一九五五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1955年

原双流任务为128522元，完成166261元；原华阳县任务为290290元，完成228513元；籍田区

认购78955元。

1955年11月7日国务院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一九五六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草

案)》。公债条例在1955年11月10日公布。1956年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一九五六年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1956年原双流认购179101元；原华阳县认购271523元；籍田区认

购90010元。

19C-6年12月29日，全国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建

设公债条例》。该条例同日公布1957年2y]7日，国务院第四十二次会议论并同意中共八大提

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通过了关于

向农民推销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工作的指示。1957年原双流县任务为155330元，完

成209555元；原华阳县任务为252719元，完成287819元。

1957年1 1月6日，全国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三次会议通过《一九五八年国家经济建

设公债条例》，该条例同日公布。1958年原双流县认购208000元；原华阳县任务262416元，

完成307541元；籍田区认购99236元。

1958年原双流县税务局、财政科、市场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原双流县财政局；原华阳县

税务局、财政科、市场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原华阳县财政局。1958年7月，原双流、华阳财

政局撤消下属税务所，各乡成立财税所，税收工作下放给乡，财税局干部下放到各乡管理财

政税收工作。1958年底，市场管理委员会从财政局中分出来，原双流财政局下设双流、彭

镇、簇桥三个财政所。原华阳财政局下设中兴、正兴、中和，太平，大面财政所。

1958年9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原双流县t959年

起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

1959年6Y] 撤消原双流县并入原华阳县，原双流县财政局并入原华阳县财政局。

1959年9月 国务院批准原双流县并入温江县，原双流县财政局并入温江县财政局。

1961年1 1月 从原华阳县财政局中分出华阳县税务局。

1962年11月 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双流县建制。正式恢复了原双流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

1965年7月 经国务院批准，华阳县并入双流县，华阳县财政科也同时并入双流其取科。
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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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睡1969年lo月 撒消双流县财政科和税务局，成立双流县财税局革命委员会，下设城关、

彭镇、，通江、黄水、中兴、中和、永兴、太和、正兴九个办事处，各公社(镇)仍设财粮

千事。

1971年、3月21日 财政部颁发《关于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通知》双流县从1971年起，

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

1972年双流县财税局奉文取消九个办事处，恢复为税务所。

1974年双流县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

财政管理体制。

1976年双流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

1976年双流县由温江专员公署划归成都市人民政府领导，双流县财政局的隶属关系，

由温江专区财政局变为成都市财政局。

1978年6月奉上级指示，撤消双流县财税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双流县财税局。

1979年4月 中共双流县委根据省、市委关于改变行政机关名称的精神，撤消双流县财

税局革命委员会，启用“双流县财税局，，印章。 ，

1979年，经上级决定，财政税务两局为一个党组，两个局长，兰旺吉为财政局长，谢家

兴为税务副局长。

1980年8月28日接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税收工作，根据省、市委通知

耩神，成立双流县财政局、双流县税务局，公章分开，对外挂两个牌子，内部是一个领导班

子。1983年12月28日，财政、税务两局领导班子正式分开，建制未变，股室分开。

1983年双流县实行国务院1980年2月1日颁发的“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

理体制的暂行规定。

1984年双流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本着“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灾全免"的原则，

全县农业税减免90万元。

1984年 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改革。第一步利改税是把国营企业上缴利润

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及税率缴税金。即凡有盈利的国营企业按大、中、小型分别按实现利

润55％或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

1984年6月，财政税务机构分设，同时成立财政局党组和财政局党支部。
1 9Rzi年，仑县普遍撞寺勿簪咐嗖箩理机均

1984年双流县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分级包干，分灶吃饭。

1984年10Yl成立“双流县集资开发公司"属予财政部门经商办企业，因经营亏本，于1985

年9月停办。

1985年 农业税改按粮食“倒三七”比例价折征代金。

1985年4月12日，双流县财政局，双流县税务局对国营商业、粮食、物资、

工交、文化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方案。

1985年，大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保证工资改革增资和提高教育支出。

1985年双流县实行“定收定支，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对乡镇实行“定

收定支，增超收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

1985m双流县的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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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财政管理

第一章，财政机构

从原华阳县的情况来看：民国元年(1912)原华阳县设征收课办理全县财政收支业务。

民国三年(1914)改为征收局，到民国二十五年(1 936)设原华阳县政府第二科。民国三十

四年(1945)为财政科。民国三十六年(1 947)至民国三十八年叫原华阳县政府第二科。

原双流县在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设原双流县财务局，管理公产、地方财政、征税、

募债等，民国二十年(1931)至二十一年(1932)为财务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民

国二十三年(1934)nLl财政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更名为原双

流县政府第二科。民国二十九年(1940)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又改为原双流县政府财政

科。民国三十六年(1947)到民国三十八绰(1949)财政科改为第二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流县财政局几分几合：

1950年元月原双流县原双流县和原华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同时建立了双流县人民政府财

政科和原华阳县人民政府财政科，由温江专员公署领导。

1958年华阳双流两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上级规定将华双两县税务局、财政科、县市场管理

委员会三个单位合并正式成立了双流县财政局和华阳县政局。双流县财政局下设办公室、业

务组、会计股、华阳县财政局下设办公室、税政股，会计股、预算股。行政上实行统一领

导，业务上分别进行管理。

1958年财政局成立后，7月份撤消下属税务所，在各乡(镇)成立了财税所，税收工作

下放给乡，财税局干部下放制各乡管理财政、税收工作。时值“大跃进"时期财税人员大变

动，育棼调太太办镪饮。有的下放蛰!幺翻农村劳动。有。’由调其他部门，使财政工作受到一定

影响。一九五八年底，根据上级指示，县市场管理委员会从县财政局中分出来，财税局下属

征收机构也恢复了正常工作，各乡设立了财政所。原双流县财政局下设双流、彭镇、簇桥三

个财政所。原华阳县财政局下设中兴、正兴、中和、太平、大面财政所。

195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双流县并入原华阳县。原双流县财政局并入原华阳

县财政局。合并局后，原华阳县财政局下设办公室、预算股、税政股、会计股、农财股。9

月又成立经济建设股，以及中兴、正兴、中和、太平、大面、双流、彭镇、通江八个财政

所。在合局未合帐的情况下，同年九月，国务院批准原双流县并入温江县，原双流县财政局

并入温江县财政局。温江县财政局下设办公室、税政股、预算股、会计股、企财股、公社

财务股、税政股(兼经收组)以及柳江、寿安、双流、彭镇、通江等七个财政所。

1961年1 1月又根据上级指示从原华阳县财政局中分出华阳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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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双流县建制。双流县从温江分出后，1962年11月正式恢

复了财政科，启用“双流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印章。财政科分管预算，总会计，农税公

产，企业财务等业务，调出的干部也陆续调回。

1965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华阳县并入双流县，华阳县财政科也同时并入双流县财政

科，仍分管预算，财务，会计，农税公产企业财务等业务。

1969年3月双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本着精兵简政的原贝Ij，同年十月撤销双流县财政科，

税务局，成立双流县财税局革命委员会，下设业务组、政工组、以及城关、彭镇、通江，黄

水．中兴、中和，永兴、太平、正兴九个办事处。

1972年双流县财税局奉文取消了下设的九个办事处，恢复为税务所、局内设办公室、预

算股、农税公产股、税政股和企业财务股。

1976年双流县由温江专员公署划归成都市人民政府领导。

1979年3月21日接中共双流县委通知。根据省、市委关于改变行政机关名称的精神，制

发财税局新印章，从四月一日起撤销双流县财税局革命委员会，同时启用“双流县财税局一

印章。

1980年8月28日接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税收工作，根据省、市委通知精神，

成立双流县财政局、双流县税务局，公章分开，对外挂两个牌子，内部是，个领导班子。其

办公地址仍在税务局内、下设办公室，预算股，农财股，税政股、企财股、会计股，以及城

关、彭镇、中兴、中和，太平、正兴、永兴、黄水，通江、借田十个税务所。

1983年12月28日财政、税务两局领导班子正式分开，建制未变，股室之间没有变动。

1985年双流县财政局内设办公室、预算科、行财科、农财科、企财科、县辖六个行政

区，设区财政所，全县设45个乡(镇)财政所。

附 附一、双流县财政局机构演变示意图

附二、双流县财政局隶属关系示意图

附三、双流县财政机构历届财政负责人姓名表

附四、华阳县财政机构历届财政负责人姓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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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县财政局一九八五年上、下隶属关系示意豳

国务院———————————T

四川省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
l

财政部

l l

四川省财政厅
I

双流县令篁竺! 竺竺17政局
l

双流县财政局
l

l I I I

I
企财科

l

l l l l l
城关片财政所 中兴区财政所华阳镇财所太平区财政所 永安区财政所

． 1 I ． 1 l l蹶贬颡酾’百泵薇所丽福瓣百莎习酾—甄疆诵礅所
财政所

文星镇”"” 中和镇财政所华阳乡办事太平镇财政所永安乡财政所
处财政所

东升乡””” 新兴乡财政所合林”’’万 合江乡，，”” 黄伏乡””"

永福乡秒”刀

金花乡”””

黄水．乡，’””

扬公乡’’"”

通江易”"”

机投乡力”刀

九江乡’’””

龙池乡”’’”

彭镇乡”""

柑梓乡”””

擦耳乡”’’’’

红石乡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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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乡财政所

正兴乡财政所

天舔乡”，’’’

永兴乡””"

兴隆乡””力

黄甲乡””力

胜利乡”””

红花乡”””

I
借田区财政所

I

新秦乡财政所

煎茶乡"""

沿溪乡刀””

借田乡弦””

红五乡”’’”

刘公乡”’’”

玉皇乡”’’”

大林乡”””

水池乡”””

回水乡刀””



双流县1950年至1985年财政机构演变情况

双流县人民政府财政科
’

华阳县人民政府财政科

(1950—1958．6) (1950一1958．6)
l l

双流县财政局(1958—1959．6) 华阳县财政局(1958—1959．6)
1 ． 1一一l。一一。华阳县财政局(1959—1961)

l
j

’

双流县财政局(1959．9)
l

温江县财政局(1959．9—1962．1 1) 华阳县财政
1 ．

双流县财政科(1962．1 l—1965)
f

l
双流县财政科(1965—1969)

双流税务局一一+双流县财税局毒命委员会(19．69—1978)
I
l

双流县财税局(1978—1980)
王

上⋯一⋯——
双流县财政局(1980--1985)

————丁
双流县税务局(1980一)

乡财粮干事的设置和职权范围：

从1950年起至1984年上半年，每乡(镇)设财粮干事一人。乡级财粮千事主要经管农业

税的征收，支农资金和财政无息支农周转金的发放及其成效的收集调查和协助管理这类资金

的合理使用，考核资金效益，管理公社财务收支及预决算的编报工作。1984年下半年起，各

区乡设财政所。

附：一九五八年律屯财张所}约易德兜监

9



双流县、华阳县乡镇财政机构一览表

双流县 华 阳 县

机构名称 。起讫日期 机构名称 起讫日期

中心乡财税所 1958年 中兴镇财税所 1958年

永福乡财税所 ” 太平乡财税所
"

金花弦 " ，， 中和’’ ’’ 剪

黄水” ” ”
大面”

” ”

杨公，， ，， ” 三圣" 力 ”

黄甲，， ’’ ”
西河”

” ”

维新，， 刀 ”
胜币Ⅱ努 ” ”

通江刀 ” ”
永兴” 刀 ，，

机投” 力 ”
永安” ” ，，

升平，， ’’ ”
正兴‘” " ，，

九江刀 ” 势
黄伏劳

” 弦

彭镇J， ” ”
桂溪”

’’ "

柑梓，， ，， ，，

石洋力
’’ "

擦耳’’ ” ”
自家刀 刀 ，，

红石” ” J，

公兴” 刀 ，，

兴隆’’ ” ，，

平安刀 刀 ”

万安” ” 力

新兴” ，，
”

三星” "
”

10



双流县财政志领导小缸、编辑人自合影，前排左起黄光荣，王文侵、

叫腾芳，后排左起张洪品、余茂安、冯绍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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