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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廉江市财政志》出版了，这是本市财政系统的一件大喜事，可喜可贺。

{：廉江市财政志》是在原中共廉江县财政局支部、财政局数届负责同志的

直接关怀下，经过财政志编写组同志的数年辛勤笔耕，编纂而成的。该书原名

‘廉江县财政志》。后因廉江县改为廉江市，故本志更名为《廉江市财政志>。它

是本市财政部门第一部综合材料的著作．它记述廉江财政部门的广大干部职

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40多年来的劳动成果和积累的经验，资料丰富翔实，

因此，这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著作。它将会帮助全市广大干部职工、财政工

作者和社会读者。了解廉江几十年来的财政工作和廉江120多万人民在财政

上对国家的贡献．并从中得到借鉴，从而为创造廉江市财政事业的更加美好的

明天，把廉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而策马扬鞭．

几年来．‘廉江市(县)财政志》编写小组的全体人员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廉江市财政局和廉江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在此，我向同

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志在纂修过程中，得到湛江市志办公室、湛江市

财政局、廉江市志办公室的大力帮助。廉江市档案馆、廉江市税务局等有关部

门及本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为本志的编纂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湛江市志办公

室编修科科长庞竹友、廉江市(县)志办公室主任李益超等同志对本志予以审

定．在此，谨表谢意l

值此《廉江市财政志》出版之际，我写下以上文字，是为序。

．毒瞽搿嚣訾蓑潘诚．廉江市财政局局长⋯”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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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财政志》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转到经

济建设上来．举国上下，团结战斗．改革开放，百业俱兴的大好形势下编写而成

的。其目的在于继存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继往开来。现在《廉江市财政

志：》出版了，值得庆贺。l 一

‘廉江市财政志》的编写是沿着社会的发展。采取对比的方法，尊重历史的

事实，如实编写出来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

政策的正确性。志书记载了本县财政收支管理的发展变化，财政大包干管理体

制日臻完善。用于行政经费和发展地方建设事业逐年增加，促使国民经济稳步

发展，财政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发挥财政分配的职能等内容。通过编

志，认真总结了经验，引出了教训，可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供我们借鉴。当前，

在稳定经济。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指引下，发挥财政职能，稳定本县经济。促

进经济改革，加快本县四化建设的步伐．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

本志经过编写人员广集资料，分工编写，三易其稿．汇编而成。全书共12

万字。分两部分，共9章。本志编写从1986年9月开始，到1987年9月脱稿，

进入总纂。参加编写的同志忘我工作，作出了贡献，特予致谢!‘+

罗纯志

藕德彬

(均是原廉江县财政局局长)

一九九0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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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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载廉江县财政的收支

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1日，下限到1993年12月

31日。

三、本志记述中力求使之具有地方和时代的特点。
’

四、本志体裁，采用白话文记叙体，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五、本志行文中的历史纪年．古代先书朝代年号，后注公元年号I民国时期

按民国纪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
六、本志对公元纪年、年代、百分比和统计数字，全用阿拉伯数字；四位数

以上加三位撇(表格内数字除外)，对亩、元以下的第二位数，取四舍五入，对统

计数字则注明单位名称，如银元、法币、人民币等。

七、本志为了统观全貌，在章节之后加入收支统计表，力求避免表文脱节。

八、本志内容交叉的处理是：详于主体，略于客体，两者各有侧重．尽量避

免重复。

九、本志做到搿言从据出，言必有据一，在引用档案书籍中的资料后加以注

释。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引用省财厅、地区财政局所发的文件资料则

不加注释，而直接写出执行情况。

十、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廉

江县游击区人民解放政府简称人民解放政府。

十一、货币。封建时代，元指银元；民国时期．元指法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元指人民币。计量单位．建国前，采用旧市制，建国后按各时期计量单位

计算。

十二、农业税是本局直接管理的税种，是本志编写的重点I其余税种由税

务局管辖则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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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国时期的廉江财政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和

益服务的。它施行的种种税捐，不论是‘‘民米"、g地丁银"、。征实、征借、征购”等

都是作为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和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手段。其财政收支不顾国

计民生造成城市萧条，岁无宁日·人民颠沛流离，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民国30

年(公元1941年)。廉江县财政总支出为295。894．03元，面经济建设的支出

只有4，021．56元，占总支出的1．36％，教育及文化支出26．048．42元，占总

支出8．8％。经济建设支出，寥若晨星。民国33年。经济建设支出只占总数的

7％。 ，

建国后．人民财政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取之

于民，用之予民”的社会主义性质，促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从1949年至1993年的44年中，廉江县财玫逐步发展壮大。尤其是中共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廉江县财攻工

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薪的突破。从收入的情况看。廉江县随着生产的发展，

入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多。1951年度，企事业

收入31，986元，税收收入3．381，857元，其他收入180。054元，总

收入3，593，897元。从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3年．全县财政收入大幅

度增加，逐年出现。双超一(超历史。超任务)的好形势。从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

会至1985年，年均收入比1977年至1978年．增加116．56％，比“文化大革命’’

期间增加172．61％。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增加256．35％，比“二

五计划一期间(1958～1962)增加320．35％，比“一五计划"期问(1953"--'1957)

增加451．59％，比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增加650．22％，比民国32年增

加12．48倍。1985年度．企事业收入3，829，820元．剔除退中央、省下放粮食

系统经营亏损及供应粮食价格补贴，县负担有3，782，731元，实际列入结算

只有47，087元。各项税收收入26，122，664元。其他收入235，760元，总共收

入达26，405，511元，比1951年度的3，593，897元增加Z2，811。614

元，增长6．34倍。1993年度．企事业收入225万元，各项税收收入12，754

万元．其他收入438万元，总共收入13，417万元，比1985年增加10，776．45

万元。增长4，08倍。从支出来看，廉江县财政的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

卫生建设，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和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951

年度．经济建设类支出45，266元·文教卫生类支出98，116元，优抚救济类支

出45。266元，行政管理费类支出423，412元·其他支出Z3．669元，总共支出
·】o



629。909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廉江县的支出。只能用于。三大运动一(抗美

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国家机关行政经费和维持职工最低生活费用l

对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主要是维持当时的水平，对一些防灾和恢复工程(修建

官寨围)给予少量的投资。1953年，用于经济建设支出只有89，168元，占总支

出的5％I用于文教卫生支出有957．356元．占总支出的54％，用于行

政经费支出647，977元，占总支出的36．6％l用于社会救济、优抚和其他支

出76，673元．占总支出的4．4％。随着财政经济体制的改革，农业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经济不断发展，

财力不断增加，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的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大．1985

年度，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5，929，494元，占预算支出28，445．652元的20％，

比1953年的89。168元，增长66．4倍，比民国32年(公元1943年)度的支出

15，765元增长373．5倍。1993年度．用手经济建设支出1，165万元．

比1985年增加支出572．05万元。增长0．96倍。预算外的资金也逐年增

加。1967年，廉江县除预算内掌管资金外，县财政还掌管和支配有预算外的资

金达2，154，754元，比1953年的128，033元增长了15．83倍。

建国44年来，廉江财政工作，也曾走过曲折的道路．工作中也有失误和教

训。1958年，县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廉江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发挥高

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当时不根据廉江的现实条件，而提出“大炼钢铁圩、“夺

高产一的口号，出现了浮夸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财

政工作也提出了“大收大支’’和组织收入“放卫星"的错误做法，造成基础投资

增长过猛。基建战线拉得过长。给以后财政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大跃

进”和誓反右倾纡的错误，再加上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困

难和重大损失，全县在1961年赔退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就有1，680，215元。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

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廉江的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的摧残，财政预算受到严重的干

扰。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诬蔑为“管卡压"，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攻击为。唯生产

力论一．企业的合法利润被戴上。利润挂帅"的帽子。因此，这个时期工企业亏损

额大：1968年，企事业亏损16．854元；1975年，工业亏损1，176．954元。

实践证明，廉江的财政工作必须沿着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

前进，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信心百倍地走改

革开放的道路，开拓经济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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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2年(公元1 91 3年)

财政统一，县设立H催收所一，设所长一入，管理全县公款．

民国3年(公元1 914年)．．：
．．．．，

+， √j．'’：

“催收所一改名为“总局收支处一，所长称谓改为“司事一．

‘

民国14年(公元1 925年)
，

7月，广东省第七区筹备委员会署令设置地方款管理委员会。

民国18年(公元1 929年)‘

省府通令裁撤地方款管理委员会，设置县地方财政管理局，设局长一人，

董事五人．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
．

j。 ?。 ，-：．，． ．^． 。

√‘，
‘， 。

一

7月15日，省财政厅、民政厅参照内政部颁布县财政整理办法，订定各县

地方财政管理章程。是年，取销县地方财政管理局，易名为廉江县财政局，设局

长一人，下设会计、征收、事务三处。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

3月，廉江县进行田亩调查．9月告竣。 一r‘ 一

是年，广东省财政厅，举办土地田亩陈报，调查评价，改征从价征税的临时

地税。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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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县长、财政局长兼田亩调查处主任等亲自带调查组到各区乡进行田

亩调查登记，历时半载，耗资3万多元，调查结果，廉江县田亩面积294·647

亩。人口为422，500人。 ‘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

1月1日起，奉令，廉江县临时地税，按一四四七率改征国币。 一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
¨，

lo月1日，县田赋管理处成立，处长黄镇(县长兼任)，另设副处长一人。

是年，田赋改征实物。 7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

3月．’县政府代电广东省财政厅，本县31年至35年发行同盟胜利国币公

债369，700元，美金公债IZ5．900元。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 ．

，3月，在县内游击区建立廉江县财委会、税收总站和分站。

10月18日，奉省府令．廉江县征实均改用衡器，每市石折合110市斤。

10月Z6日．中共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三团团长黄海，县人民解放政府县长

罗培畴联合署名以“地字102号布告刀，实行分粮、废租、废债，解救当时农民

的饥荒。

1 949年

2月，廉江县人民解放政府财粮科成立。

6月Z0日．中共粤桂边纵队决定发行公粮债券，发行总额50，000担，债

券面额分为中谷五斗，中谷一担．中谷五担．中谷十担四种。
●

7月10日．廉江县人民政府发布((1949年早造公粮征收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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