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 . . 
一
~
『

.

d‘ .. 
噎
飞

d

,. 

".,f ~. 

莺江出版社



Cj阕〕新登字 08 号

!哥哥财政史
苏振旺 i 主编

'每

鸳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番莲里 15 号 邮编， 361009)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声~编 :350001)

开本 787XI092 1/16 2号.5 印张 §插页 507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剿

印数:1-32∞

ISBN7-80610-621-9 
F. 51 定价 :32.60 元

如有发现昂襄质量闰题请寄承EP厂遗换

158.暗 7-80610-晶21-9

9 117 >



《闽西财政史》编篡委员会

主任:苏摄旺

副主任:邓干华邓双寿林聪芬黄华忠

丁琳胡浮基吴立标章文勋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鹤龄王和平王善心 兰琴玉

卢金来许文刘保生文Ij 建生

李裕德张学强张小斌张洪照

张居信张松梅余呈桂陈玉兰

陈金发陈炎辉陈学丧 阵、锦洋

陈材文陈灼辉陈阴毅杨广先

邱思敏邱启荣邹椿荣郑锦兴

郑克彪才幸春锋林培正林伟

翁水深高立英徐赤云黄文安

黄光华黄震南童耀华傅秀明

赖华生 蔡中林



、E
JK
愤
赞

#
ι
r
t
 

"红色小上海" 一长汀

水
定
峰
市
盐
饨

推
销
公
债
办
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占
茸m
7
4





则
会
学
术
活
动

文明服务

7K定棉花滩水 lb!.站前期 l 程



序
~ 

CI 

写史难。写一部有意义的地方财政史专著更难。衷心感谢《闽西

财政史》的编著者们，他们费了 3 年的时间，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终

于出叛了这一部令人刮 E 的著作，作出了一件造得赞誉的事。

我十分眷态 i哥西，这不仅因为寞;丁大学曾药度迁使闽西，还E 为

她是一个深具影响的红色故乡。凡是读过毛泽东的诗词"红旗星天过汀

江，直下龙岩土扰，技拾金虱一片，分自分地真忙"，无不受其风雪激

荡的革命气势货震撼。人的关心闽西的过去，自然更关心地的现在。历

史上的闽西是今交通坷塞的贫国山区，正如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嘉曾

经描述过的"地僻山深，无海乡鱼盐之科，其民生理贫薄，作业辛苦。"

在封建王朝长期残酷的统治下，苛重的政役超越了农民负担的极限，导

致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破产，使 w 区的离主经济萎缩，人民生活

苦不堪言。穷黯思变，要反拉，要革命。民西的农民起义曾遍历宋、元、

晓、清各代，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极其尖锐。民 E期间，连年军阀混

战，又使闽西人民深受其祸。钉到百财政史》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考察

了闽西历代财政的利弊及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挨况的联系。其中不少

史料还是首次发提出来，读之令人耳昌一新，具有一定的研究分值。

《陶西时政史》以相当的篇蝠突出闽西苏维埃的财政。闽西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革命，翻身做了主人，建立了人民自

己的苏维埃政权。人民不惜以言己的身家性命支持革命战争，在红军

主力长征以主言，为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闽西人民曾创造了"红旗不

儒"的光辉史迹。人员的财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建立起来的，经历

了极端走苦的曲折过程，也创造了不少有意义的经验。我们现在研究

它、总结它，对于社会主义的财政工作，仍然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闽西财政史》的重点是总结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闽西

财政工作的历史进程和经验。

解放时，南西处处满目疮瘦，匪患频仍，百业f具度，财政经济极

端困难。以 1950 年为例，闰西各县全部颈算收入仅 6. 75 万元，而预



算支出期在 97.76 万元，校支差距十分悬殊。为恢复 E 民经济，间茜

财政部门也作了不悔努力，但这种入不敷出、放靠省对政补劫的局面，

还一直持续鬓 1957 年。

1958 年以后，由于众资属知的原因，阁西司样经历了"大跃进"的

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间茜革命的历史无端遭到了歪曲和否

定，闽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仅受到极大的伤害，高且还付出了血的

代铃。闽西的财政经济困之不能不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并背上沉重的

历史包袱。至4 改革开放之前， lì哥哥七县仍有长汀、武平、上拉、连域

自县属贫国县，在车贫困县中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乡。

可见，闽西经济是在基础极差，人虱生活还未解决温饱的情况下

开始起步的。

改革开放给闽西带来了一个生枉盎然的春天。在党和人员政藉的

领导下，言有革命传统的离百人民发奋图强，克瑕重重困难，高举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棋，坚定地走上成贫致富的康庄大

道，出现了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

与此同时，到百财政工作也翠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人援奋:

民西的财政牧入总量实混了跳跃式的飞跃，从 1977 年的 0.73 仨

元，发展到 1996 年的 15.96 乞元，增长达 21 倍;

1991 年龙岩市〈指现在的新罗区)的财政收入已进入了全国十大

对神县(市〉之列;

闽西各县的县级预算己实现无赤字的目标，四千贫困县消灭了滚

存赤字，成为全省第二个无赤字县的地区。

i闽西财税工作者通过将近 20 年前努力，在逐步认识自身特点的基

毡上，发扬"敢"字的精神，已初步闯出了符合闽西区域财政发展的

新路子。

闽西正在崛起。闽西人民及广大财税工作者所创造的韭绩是来之

不易的，值得庆贺的。它不钗鼓舞着闽西各贫困县脱贫致富的信心，苟

且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词是可资借鉴的。

《闰西勤政史》系统地总结了建国 40 多年以来闽西对政的建立和

发展的历史过程，充分肯定了或绩，总结了正反离面的经验和教训。改

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民西对税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涌现了不少

值得推崇、富有生命力的新鲜经栓，有些还有其独创性。研究这些经

鞋有利于今后进一步开拓前逞。从学术研究上看，出版(( ì写西财政



史》可说是中国财政史的一个必要的补充。

历史是一百镜子。读史可以使我们更好培借鉴历史的经验，继往

开来。我1f1堤在正 E临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更需

要广大财筑工作者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我认为，不能担《闻西时

政史》的出版，看作是局眼于一个地区时税工作者的事情，再是关系

到繁荣时政理论的研究和深化财政茨革的实践，对提高广大财税工作

者的水平有着普遍的意义。"一枝红杏自墙来气我希望，通过《离西

时政史》的出版，将使一千地区的时政工舍的历史经验跨越地区的界

珉，成为一枝出墙的红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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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闽西概况

本书房指的调西，是指现在福建省龙岩市所辖的莲圈，包括薪罗区(原龙岩县〉、漳平市

以及长汀、上挠、连城、永定、武平五县，它相当于古代的汀外i府以及漳州窍所辖的龙岩县。

但现在的龙岩市与古代的汀判府、龙岩县有接大的不同，它不包括吉汀州府所属清捷、宁化、

归化三县。

|黯菌的历史相当悠久。龙岩市各县先后都发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说明这里早就有着

人类的繁街生患。在夏、商时代，闽西按地域属扬州，西题露"七阁"，春秩为越国边。秦始

皇在福建设闺中郡，其辖区包括现在的龙岩市。汉初福建剧团越族语E统治。望i汉武帝时 t I黯

越清自反叛"东越狭多姐，闰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能处江撞间，东越地遂虚"。①

阁越诸国灭后，为南海王刘综封边。晋太襄三年 (282 年〉置晋安嚣，包括揭西和闰东南沿海

一带，其辖地薪罗县在今长汀县境内，‘是胡西有史可查最旱设置的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

技人陆续离迁入割菌，与间越族相处，并在黯合中将闰越族汉化，成为闽西先民。

唐开元二十一年 (733 年) .福娟长史唐锤忠奏请于潮外i北、虔分|东〈理赣州〉、福州西之

光龙商量:闷。二十四年量州治于杂罗口，取名汀翔，辖新罗、黄连、长汀三县。薪罗县治所

在苦草镇。窘大历四年 (769 年) t 陈鳝接任汀判取i史，将治资迁至长叮卧龙山南之白石村，此

后，白石村一直是叮州州治租怯汀县治所在地。史书记载天宝年间有户 4680，人o 13720 人。

至开元，有 5330 户， 15995 人。蘑大历十二年 (777 年) .建1期沙县玫隶汀颊。同年，龙岩县

改隶漳州。改隶漳:明的露因是交通往来方便。长?了、龙岩无水路可通，道路琅程。龙岩与漳

州却有九龙江可通，故龙岩改隶漳l'药管辖。

唐王朝解体后，形成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王黯、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离踵，共辖七

州三十六县，汀1月'1是其中一刻。离唐保大三年 (945 年〉汗州隆南唐，妇南唐绕洽。 975 年归

宋，汀判建量沿袭未变。北宋时期，中原汉人大举离迁，至元丰三年，汀分l总户达到 82454 户，

.龙岩 25117 户，合计 107571 户。至南宋理宗宝佑年阂.rT属有 223432 户 t 534890 了。

无至无十五年(1278 年九汀州升为路?为元进祖忽必烈女鲁国公主囊如真封地，隶福建

行中书省。至无二十八年(1291 年〉汀邦路改隶江西行中书省，至无二十九年复隶福建。大

德三年(1299 年)又改隶江西，至正十六年(1356 年〉复隶福建行中书省。据该年统计，汀

1怜!六县只有 41423 户， 238127 口，龙岩 4300 户， 20772 口，人口不及宋宝信年前的一半二

明洪武三年(1371 年〉鼓府，称订ffl府，据洪武二十四年汀州府属各县及漳卅府的龙岩

县所作统计，计有 73364 户 .372821 人。到隆武六年(1572 年〉只存 47155 户. 267680 人。

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 .福建督抚斟漳判府龙岩县距府站辞远，鞭长莫及，奏升龙岩县

为直隶判，下辖包捂原属漳州府的漳平、宁洋二县。至清末，龙岩直属州建置不变。清道光

七年(1827 年〉闽西人臼出现了一次高峰，按现屠龙岩市七县〈区〉总计达 1258683 人。

① f史记·东越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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