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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财政体制

清代，县署设户房(俗称钱粮房)，掌管金
县田赋及杂税征收：县财政收入以田赋⋯丁税为
主，．其它貌收所占比侧很小6财政实行．统收，统
支，除按核定留少部分归县开支外，其余全部上
解。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屯田赋税一半，一
按市价折缴银两，丁徭均折缴银两，所缴税银每

两外加正耗L-钱，杂耗一钱二等。旧久，．由于折
算参差不一贪官污吏作弊甚安，民不堪其苦。光绪
十九年(公元1893年)改革旧制，银两每两统一以
一钱八分加耗，屯粮本折各半，按市作价，．。不得
勒索。此时，地方课征的税种有牙帖、当税，部

分营业貌，由县掌管支配。工商税由省或朝．庭直
接掌管。 、、

民国元年，县财政体制沿袭清代1日制。民国二
年更新旧制。县衙专设主计1人管理财政。当时，
财政收入、田赋为大宗，厘金欢之，正杂税又攻
之，此外肖有正杂各捐及杂收入等。县级财政牧

支，根据省政府规定的县地方公款局通行规则办
理。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颁行国家、地方收
支划分标准。地方财政分省、县两级，县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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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由省政府核定划拨，县级财政收入由省政府
统一制定Q县内牲啻交易貌、‘屠宰貌．斗捐、工
商税、田房契税及省精加税等项收i入都直接上缴
省财政厅。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开始，各项
税收陆续征收银元。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j
县内财政科整理全县田赋，历时一年j把豆，
丁≮米银及米折j悉归一数征收。民国十六年前，

正貌统缴国库为国税，各省有征收附加税之权，
但不得超田赋正貌的30％。‘

1938年始t日伪政府设立民政科分管全县税
务r实业科分管全县田赋，拜开征诸如地方捐、
门户费等10余种苛捐杂税。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设立财政科。1950年，中

央提出财政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县级财政
坎支实行统收统文制度，一切收支项目、范围和
标准及征集办法，中央统一制定，县财政纳入国

家预算，收入全部上缴；支出通过专署核定，由收
入申留用抵拨，按月向上结算报销，年终结余全

部上缴o．县中的．学校、医院、农场、交通以及优
!僚军烈属‘’民兵训练，乡．镇行政经费等均不列入
国家财政开支，由县在地方附加内统收统支，自

瘩平衡。1952年，根据中央关于整顿地方财政的
指示，全县建有乡镇财政，实行“包、收、禁班
·2·



的办法。乡镇各项支出项目，纳入县财政预算管
理；取消了县地方附加。1953年，根据中央“统
，二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财政体制改为中
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拜划分中央和地
j方收支等范围，建立起县一级地方财政。本县财

：政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

’．收入三项。归县收入的项目有：印花税、利息所得

税、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猊、特种清费行为税、

1车船牌照虢1：契貌等七项。若收入达不到支出预
算时，差额由省财政拨款补齐。归县支出的项目
有}经济建设费，i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其
』宅支出等四大类。195t年，中央提出“预算归

口、支出包干、自留予备费、结余不上缴，挂制

人员编制、动用总予备费经中央批准，加强财政

监督”等六条方针。同年又将商品流通貌、货物

貌、工商所得税等三项收入，以不同比例划归县

财政作为调剂分成收入。支出方面，又将省管理
的地方工作支出、其它经济建设支出、干部训练

支出、体育支出划归县管理。 、

1955年，省对县财政预算项目实行“总额挂

制，、预算包于”的体制。卸县预算核定后，一般
不追加，由县在预算总额内自行调剂解决。同
时+≯把工商管理税、农业税以不同比例划归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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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增加县分成比例收入。
1957年，省对县财政预算实行“总额控制、

收支包干、结余分成矽的体制。凡有节余，40％
留县，60％交省o

1958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定额
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办法。除省逋管企事业收
入和国营商业的收入外，其余各种收入均归县财

政支配。本县为支大于收的地区。
1961年至1965年；财政体制较为集中。1961年

财政体制为“收支下放、计划包干、总额分成、
一年一变”的体制，把国家财权集中到中决、大
区和省；把公社、专区、县的财权缩小，坚持当

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不准打赤字预算，收入
采取总额分成的办法。1962年，全年收入超额预
算总数515294元，支出结余34447元，按照“超收
部份15％留收，支出结余全部留县”的体制规
定，全年县预算其结余111741元。1964年后，又

扩大地方对物资、财政、基建的机动权。财政方
面把三级财政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加强县一
级财政。

’

1965牟至1967年，扰行“收支下放，计划包

干、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剁，．起收地
方留15％。1968年起，执行“收归收、支归支、
·4’



收变，分别算帐"的管理体制。1969年，执行“收
支挂钩，总额分成的体制，超收本县留15％。
1970年又实行“定收定支．．总额分成"的财政体
制，超收县财政留20％。1971年，实行‘‘财政收
支大包干”。1973年，实行“固定比例分成、超收
分成、支出节余留用"的财政体制。1976年，实行
“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额分成、一年一变"

的财政管理体制，取消固定比例留成收入o

，总之，从1959年至1979年，财政体制是根据
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现实需要，不断进行变
革，大体上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一g定收

定支、．收支包干"(收支预算、一年一定)，
“固定比例分成"等三种管理办法。

1980年至1982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
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新财政体制。却将
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

调剂收入，同时划分出包干范围‘，按照核定的收
支基数进行包干，一定三年不变。初步改变了过
去多年统牧统支，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扩
大了县级财政的管理权限。

从1983年起，财政体制又进一步改革为“收
支划分：分级包干、定额补解、超收分成、一定三
年不变"的管理体制。收入按超收部分20％上缴

·5·



行署，80％留县。收入若有不足由县囱求平衡。
本县定额上解160万元，超收上解S9万元均

1985年始，实行y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
级包干、超救分成”的财政体制。补贴数额一定
蓝年不变，对超坡部分实行地县二八分成b
．．、1986年，j实行，g定牧定支≮包死基数，．定额
上解、超收分成，起支自负+，结泰留用，l，的财政
管理体制。 一

．

从19踟年到1986年本县累计上缴定额上解和
超收上解1442万元。

1987年，省对雁北地区试行省管县试点，对
我县采取的体制是“定收定支，包死基数、：超收

全留、自求平衡"的财政管理体制。至此，本县由
上缴县变成自求平衡县。

‘

1988年至冷，省、地对我县采取“定救定支、
包死基数、定额补贴、超妆全留、超支不补，结
余留用"的财政管理体剁。到1990年三年累甘补

贴本县定额补贴和。次性困难补助649万元j本

县又由自求平衡县变为吃补贴县，_直到11995年

底未交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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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财政收入
潦代，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丁徭、杂

税银，其中田赋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旧管赋

役奎勘内载：清顺治二年(公元l“5年)，原额地
粮拜大同前卫中前所地各折色及草折等银三千一
百六十七两九钱七分八毫，。人乎均徭拜卫所丁徭
银二千七百一十八两七钱四分八厘七毫。匠价银

二十三两四钱，房课银八两六钱二分，羊粉皮银一
十五两墨钱，宾兴银七十两。共旧管银六千零四两

三分九厘五毫。据《山西通志》载：雍正十二年(公
元1734年)，原有地和新开垦实在成熟地及大同前

卫中前所地田赋征银七千零四十四两八钱，丁徭

银三千七百四十七两，杂税征银七百八十三两入

钱。共征银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五两六钱。据《浑源

州志续志》及《晋政辑要》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公
元1762年)，田赋征米四千二百八十二石七斗，豆
入百七十六石二斗，地丁银六千二百五十二两六
钱。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因洪水灾害，田地

冲毁，县城被洪永淹，共豁免田赋折银五十九两
八钱：共征银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五两八钱。光绪十

三年(公元18凹年)，征银九千八百二十七两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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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耗银六百尢十四两尢钱，征粮米一千三百四

十二石入斗∥霉六愿五寸六石七斗∥共征米豆一
千九百九十九右六斗，、银一万零五百二十二两。
霪 啦华民国车间，：{__。地秀：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和
附加及工商业婆挛猊。与清淞狙毙皲务各种捐税有
所增蕊，{牧漆渤浓j爵赋’芳圭蠢民訇j四弗醑鑫元
19鹉车雾按睽茸赋愿颧≯殴翟银元。篷：氍o
瓷～：国觞攀街片j艺目，一潭源县奎境解麓，．人民政
府成立，县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貌、工商各貌及
其它收入。

、。

1950年，全县全年总收入折米五百四十二万

四千一百斤。

1951年，全县财政收入来囱以，下几个方湎◆
其中：农业税正貌，附加共收入折米三百二．十六

万五千斤，工商附加税收入折米_十四万尢千二百

五十厅，田房契貌收入折小米十万六千九百斤，：
其它收入(包括公产、规费、罚金：学费)。折小

米九十万七千二百斤，政教事业费收入折米四万

五千六百五十斤，以上五项总计共收入米四百三

十七万四千斤。
‘1

1952年预算收入折米一千三百万斤，比1951

年超收八百六十二万六千斤◆增长1．9倍多。
‘ 从1953年起，全国转入经济建设时期。全县

·8·



财政收入主要分为企业收入、工商税收、农业税
及其宅收入四大块。1953年至1990年，财政收入

共计二亿二千六百八十五万零一百二十八元，其

中'企业收入二千三百七十三万一千零一十一元，

占总收入的10．5％，农业税收入二千二百零八万
四千七百零四元，占总收／k9．7％。工商税收一亿

五千一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六元，占总收入
的66．8％，其它收入一千一百六十一万零六百一
十六元，占总收入的5．12％。各年的财政收入见
财政收入统计表。

从1949年至1955年，经“镇反肃反"、“抗
美援朝’’、 “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财政收
入逐年士曹长。1958年至1962年，在大跃进、人
民公社化的热潮中，高指标、高征购的“浮夸"

风使财政收入深受影响，前两年财政收入虽有较
大幅度增长，但后两年其影响就明显地表露出

来，财政收入开始下降，1961年是1953年以来财
政收入最低年。三年调整时期即1963年至1965年，
财政收入逐年回升。1966年至1976年，财政收入虽

逐年递增，然而时有起伏。1976年后，财政收入增
长速度较快。企业收入1953年为零，工商税收1953
年占县财政收入的55％，1990年达到九百七十七
万一千元，占县财政入的86．27％，农业貌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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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财政收入的42．7Z， 1990年虽达到一百四七三
万六千元，但却仅占财政收入的12．68％。 。

见洋源县19s3年至1990年财政收入统计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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