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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一项有益当代、惠

及后世的千秋大业，具有“教育、资政、存史”三大功用。编修财

政志是财政部门的一项基本建设，可以全面保存地方文献，积累历

史资料，用丰富的史料反映地方各个时期的经济结构、分配关系、

收支情况、管理制度；对于了解县情、鉴往知来、提供信息、发展

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莱阳县财政志于1 984年11月开始纂编，至1 987年9月脱稿。在

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实事求是地

反映莱阳县自1 840年以来，一百四十多年间财政的基本面目。分别记

述了封建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君”和社会主义社会“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两种不同财政制度的特征。在贯通古今方面，我们本着

“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精神，对清朝、民国时期的内容安排从

略，而较详尽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莱阳县财政在资

金积累、分配和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

训，以体现时代特征和莱阳县地方财政工作的特点。

财政历史悠久，涉及面广。编写财政志，又是一件新工作，难

度较大，加上编修人员缺乏经验，水平不高，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各位领导和广大读者予以指导，我们不胜感激。

“莱阳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凡 例

一、断限：本志上限道光二十年(公元1 840年)，下fs艮1985年，

共145年。农业税因历史悠久，又是建国前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故

作适当上溯。
。

二，内容：本志除前言、凡例、概述、附录外，共分为六篇十

八章四十四节，文字十三万左右。

三、1 950年至1 952年的财政收入数，因资料不全，只能录工商

税收数目。

四、195 3年至1957年的统计数字，录自山东省财政厅统计资料。

为统一口径，1 958年以后收入总额，一律包括盐税收入。

五、195 8年至1 961年，莱阳县与莱西县合县，财政收入和支出，

均为合县数。

六，对建国前的历史纪年，采用当时的通用记法，并在括号内

注公元年。

七、 “莱阳县财政志”与“莱阳县税务志”分写，故第四篇第

二章“工商税收”予以略写。

八、本志所用货币单位，分别按：民国2年前(公元1 9 1 3#-)

以当时通货为准； 民国3年(公元1 9 14年)以中华民国法币为准；

民国31年(公元1 942年)以北海银行币为准；民国38年(公元1 949

年)二月起以旧人民币为准；1 955年为现行人民币。

九、计量单位：人民币，建国前为元，建国后因数额较大，缩

为千元；土地计量为亩；征收丁银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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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概 述





财政是为保证实现同家职能眼务的，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家的发展而发

展。上潮一百四十多年以来，在世界革命潮流推动下，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财政经历着君主制图家财政、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财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财政三个不同的阶段。因此．将莱阳近代的财政历史划分清水、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

期，概述其收支轮廓及其必衰更替，对于我们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特征是完全必要

的。

第一节清末时期的财政

我国清代的财政是封建君主制的财政，是取之予民、Jfj之于lP。它是完全采取统收

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没彳f中火财政和省县财政之分。课税权力掌握在中火手tf，，地方经

费开支，只能在国家规定的税收项下拨留支用。掌握财政大权的．在中火叫“』1鄙”．

在省为“藩id”，各县为知县。莱阳县自古为农业县；财政业是从农_,lkJl：始的，农业税

收是各个王朝统治的经济支柱。清代地丁银魁9}|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清康熙五十一年私

永不加赋的诏书，二百多年内，维持了一定的赋额和支f{{。逆光、光绪时期，地丁分为

地赋和丁i}i；。地赋是根据士壤肥瘠而分上地、巾地、下地，下下地四个不川的等级地，

以不同的赋率征收。丁徭也是分l|l上户、q1巾户、中下，_，‘I、．上户，-卜．t产，“、下下户、

舒庄七则人-1‘，缚则人丁以彳iIq的丁徭率征收，清朝来年的锹两进Ⅲ数，抛光绪七年(公

元1881年)《增修疆州府志≥记戏．莱阳县年征丁银55，924两，起运52，433llj：f，起运炎

棉、药材、金幅等折银1，450两，山．征银额96．7％。科作奉址支川n勺．其tII修理龙·j‘，脚

字等文片J304婀，县衙1了俸役食】539I埘。本县支用f确卜银额：；．3％。

清朝术年，莱阳县生产发展水、I‘低，经济落后．人f屯生i占i奠西。尤其沾／j：．统礼阶

级为．r维护其统治地位，更是拼命搜刮民财，正税Il外．杂税尤繁。{l!}ti山，j：通史，iC

载，从光绪十六年至清水，“税制尤繁，如盐课、矿课、鱼课以课7，，，契税、牙税、!§

税、厘税以税为名．烟捐，洒捐、二l：捐等捐}：；"。统治阶级只顾自己錾受，小炎心民间

疾苦。捐税尤繁，官逼民反，宣统二：年，莱阳县又遍受霜灾，年景火减，儿F无所秩，

农民饥寒交迫．无力缴纳捐税。是年七月，本县柏林庄农民曲诲文，黔领饥民街起反抗．

七IJ举行起义，队伍发腱到十多万人。

第二节民幽时期的财政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f}={行地方n治，县公署内没财政科。民闻2年(公7亡19l：年)．

财政部颁发了‘‘IN家税．0地方税法草案，，和‘‘困家衡Jf】一j地，J‘奠Jfj杯准"，N内乩，未能

实行．县级仍尢独．七经济地位．当时，财政收支火多沿月Jff专矧j吲i{|．地丁银灶嘶吱收入
的主盟来源。&国3年(公元1 91{年)，改征银两为征银元，坶银一阿征正税一了亡八角，



附加四角，共二元二角。其后又逐年增加了多项附加，以二元=角为正税，一元八角为
附税，至民国17年，附加税是正税的二倍。

民国19年，山东省成立县级预算，从此，历年编制，未曾间断，但未严格执行。是

年，奉命正，附税并征，每银一两征税四元，称地丁税银。分上忙、下忙。J：忙自三月

一日开始．六月底止；下忙，自七月一日开始，至次年--；j底止。年征正税银56，400两，

附{『1107，160元，杂捐9，150元，公款6，086元，公产210元。安排经常费支出101，172元，临

时支出122，606元。

民国21年，开始编制县决算，因战乱，只持续到民国25年。当时的地方财政，仍以

省级为主体，没有独立经济地他。县以下开支不足，多出于向百姓摊筹，苛搦杂税滋长

蔓延。民国19、20年，民国政ff：_f每年安排经济建设赞六千余元(包括建设行政费)，先

后成立长途电话事物所、平比工厂、农事试验场等机构。从民国21{4-开始，分别给这些

机构核定少许发展经费。 ’

民困31年1月，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省级财政并入中央，划为国家财政系

统，又以县为单位，划为自治财政系统。田赋营业税等，均收归中央，并决定田赋改征

实物。自从财政收支系统改为二级制后，县财源有所增加。民国31年、32年，岁增事业

收入5千余元。可是支出也日益扩大，特别是战时军费负担繁重，收不敷出。当时，苛

捐杂税名目繁多，有教育附捐、警备附粥、警察附捐、感化捐、河工特捐等。民国32年

(公元19 13年)田赋每元代征田赋地方附捐八元零七分，田赋附加竞超过田赋正税的八

倍多。

民国期问，莱阳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和压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掠夺，市场

萧条，民彳i聊生，农民纷纷要求减租减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游击

战争，终于迎来了莱阳的解放。

第三节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财政

19．10年5月，莱阳县成j芷了抗口民主政府，政府内设财政科，负责本县财政收支。

财政科不是一级核算单位，只是一个报帐单位，其业务关系隶属南海专员公署财政科。

当时的财政：亡作．主要是为战时服务，开支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

保证了革命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财政科成立后，即执行统一的财政政策，统一的

财政制度，实行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救国公粮和

田赋。公粮是由土地生产收益者以累进办法计算征收的负担；田赋负担则属于土地所有

者按照地亩以土地级数比率办法进行征收的。人民政府规定了公粮、田赋的课税标准、

起征点、累进税率及减免办法，并进行了整理土地等级工作。据莱阳县19604t：-财政志记

载，1945』|：，全县的财政收入，fH赋占87．06％，契税收入占1．92％，粮草代金占1．14％，

上年结余占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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