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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县财政志》(初稿)印行，是我县史志编纂工作的喜事

一桩，值得庆贺。

财政作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在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和

再分配的过程中，与有关各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经

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灵石县财政

志》(初稿)上溯明清以来灵石一县的财政经济概况，以一个侧面

反映出灵石县社会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该志历史地表述了鸦片

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以及阎锡山政权依附列强，充

当官僚买办、鱼肉人民，加速殖民化，给财政经济带来均深痛巨

创，反映出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同时，也以另一个侧

面反映出“崩毁着的封建社会里所产生的革命原素迅速地发展起

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十页)的革命历史。

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因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之特

征，因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财政，就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抗日战争

直至解放战争中，灵石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以其不同于任何历史

时期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肩负着支持革命战争、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光荣使命，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并为社会主义财政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

《灵石县财政志》(初稿)，作了生动的记述；并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武力占领下，疯盔獭；霞漂骶作了深刻的揭露。建国以后，特
瑰幸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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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总方针指引

下，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并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践

中日趋完善、巩固和发展。《灵石县财政志》(初稿)以此为重点，

用大量的篇幅，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表述。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

来源一一税收，《灵石县财政志》(初稿)也作了必要的反映，以

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税收在积累资金、保证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

用。
‘

总之，《灵石县财政志》(初稿)历史地再现了灵石县财政经

济的历史和现状，为开发灵石，振兴灵石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资

料，并为灵石县近代、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了有益的工作，可

喜，可贺。

由于是初稿，《灵石县财政志》在史料的搜集与取舍，编纂体

例，以致文斟句酌等等方面j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而作为对灵石县

经济史的研究方面，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期望有识之士不吝斧正，

并寄厚望于后之贤者。

．谨序。

占茛鏊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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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和阶级

与国家的形成一样，都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

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国家

性质而变异的。它是为实现其职能的物质需要而参予社会产品分配
’

的工具。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财政。经过国家

财政的再分配，有计划地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国防事

业，增进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财政工作，一为收入，一为支出。其事物虽千绪万端，不外增

加收入，节约支出。收入的增加，靠生产的发展来决定。在旧社会

里，则以“苛捐杂税”、 “横征暴敛”来增加其收入。

为了把我县的财政，从历史有记载以来，作一整理， 汇集成

册，从中记取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资料，我

们遵照县政府指示，县志编纂委员会意见，本着“详今略古、立足

当代、实事求是、史料翔实”的精神，于本年初，组织人员，开始

编写工作．

遗憾者，由于战争及种种原因，我县财政资料异常缺乏，就连

建国后的资料，也因并县而不完整，这就给编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为对子孙后代负责，决心突破这一难关，派人去省财政厅、省

档案馆、省图书馆及县档案馆，查阅、搜寻、摘抄了有用的资料，

还参阅了我县的五部县志，走访了知情老人，学习了兄弟县财政志

的编写经验，经过反复修改，于九月份方成此稿。由于资料残缺，

加之编写人的水平所限，深感错误和遗漏之处很多。为此，希望各

级领导及p---]志们，特别是从事财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给予批评指

正，以便在重修时补充订正。

最后，向为编写我县财政志，热，心指导，大力帮助的同志们致

谢。

灵石县财政局《灵石县财政志》编写组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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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割介休县西南地，置灵石县。

唐、宋、元三朝，财权集中于中央，地方岁出皆有定制，余解

户部。元时财政岁出，维护着蒙古贵族的特权利益。

明初，朱元璋提出让百姓“安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移民垦

荒、兴修水利、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扶植工商业等措施，财政状况

有所好转，但早期没有县志记载，缺乏具体考据。到万历二十九年

(公元1601年)，岁次辛丑，我县第一部县志撰成。志中有了财政

收支概况。至此，我县财政第一次有了历史记载的岁入、 岁出数

字。

清朝初期，整顿了土地、田赋制度，减免了赋役，招还流民，鼓

励垦荒，兴修水利⋯⋯等，因此，，财政一度尚可，至乾隆时，岁岁

库有盈余。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

侵，打破了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政策，从而结束了封建社会，进入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财政特点是： 、，

l、国家财政没有主权，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2、皇朝皇族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腐败透顶．

3、增加苛捐杂税，沉重的负担，迫使人民奋起反抗。

4、对内发行公债，对外屈膝借贷。，大量割地赔款，负债累累。

l



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祸国殃民的封建王朝。

公元19 I 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

民初，北京政府成立后，军阀混战，庶政停滞。由于连年战

争、扩充军备，增加军费，因而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财政状

况十分紊乱。虽试行国、地收支划分，但有名无实，流于形式。入

不敷出，成为此时期财政之症结。其收入除延袭清制征收赋税外，

不足之数，皆赖发行内债，乞借外资与印刷钞币来补充。公元1915

年(民国四年)，我县财政收支，始有了概略数字。

公元1925年(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在粤成立，国共第一次

合作的北伐战争，很快取得了胜利。此时期的县财政，皆靠田赋及

其它附加、杂税来维持，县级财政体制，并未建立。

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南京政府成立。它代表了大地

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进行残酷压榨，媚洋

求外，订立卖国条约。通过财政、金融手段，掠夺社会财富，其军

费开支之庞大，令人发指，财政面临着崩溃的边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形势需要，我县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灵西、灵东两个民主革命政府。灵西政府

属晋绥区吕梁九分区，灵东政府属晋冀鲁豫区太岳一分区。两个政府

中，都有主管财政的第二科。八年抗战中的财政收入，都以农业税

为主，自筹自给。初期收款，后来改征实物。在抗日根据地，实行

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削弱了地主的经济实力，农民经济有

了上升。根据地生产的发展，保证了财政收支的顺利进行。

在阎锡山统治下的二战区，情况则相反。地形逐渐缩小，驻军日

益增多。财政穷困已极。数十万军队全是当地农民供给，弄得人民

善



生活十分困苦。尤其是实行“兵农合一”后，生产倒退，

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当时有句民谣： “兵农合一好，

长草”。财政状况更加匮乏。

日寇侵占区的财政，沿袭了民国时期的规章制度，

收。敌伪时期灵石的财政收入，因受抗日军民的袭击，

税，因此支大收小，缺短数还得伪省公署拨款补助。

农民逃亡，

不长粮食光

一切照旧征

人民群众抗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经历了--#-A-苦曲折的解放战争，到一九

N／＼年六月十二日灵石解放，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

家财政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三十六年来，在党各个时期的方针、路线指引下，我县财

政工作，由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形式，于一九八O年改变为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灶吃饭”，克服

了多年来吃大锅饭的弊端。

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贯彻执行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

针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业生产连年丰

收，市场活跃，经济繁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我县财政收入，

除一九七六年外，收入年年有超，支出岁岁有余，达到了收支平

衡，略有节余。一九八四年财政收入，提前一年完成了翻番计划。

工商各税，通过多次合并、调整、改革、健全了制度，简化了

手续，保证了任务的完成。税收，在我县财政收入的比重中，越来

越大。已由建国时期的3％，到一九八三年占到收入的90％。随着

形势的发展，我县的税收工作，必将在改革中，开创新局面，为四

化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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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收 支

历代政权，对财政工作皆很重视，都在想方设法增加其收入，

以满足其支出的需要。

财政是否充裕，皆以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财政政策是否正

确，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滞的作用。相互依赖，互相制约。

第一节 明清时期

户部是明、清时期财政的最高领导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财

政部。县署为国家征收赋税的最基层单位。中央集权是明、清时期

财政制度的特点。后曾试行国、地收支划分，但未付诸实施。财政

仍为上解、留用两项。据旧县志记载：

毒



明万历=十九年灵石县岁金表
单位：银两

岁 入款项 金 额 岁 出 款项 金 额

一、赋役 14，345 一、俸 薪 972

1、田赋 13，159 二，孤老花布 10

2、丁赋 103 三、力 差 662
’

3，站银 995 四、马 政 8，640

4、屯田 88 五、夫 役 l，080

二、税收 38l 六；招募马头 420

1、钢银 305 七、银 差 1，565

2、炭窑 27

3、铁炉 20

4、酒课 29

三：其它 225

1、课租钞额 103

2、水磨 16

3、桑枣 106

合 计 14，951 合 计 1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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