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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荣

囊盛世修志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白沙县成立五十

丸周年奎际，迎来了谨白沙县财政税务志强编笨成书；这是值得

庆贺的一件大事l
’

’’

。．
， 媛自沙县财政税务志))，能够如实地，较全面地将白涉地区

。

从清束，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财税收

入，财敢支出、财税管理的历史过程作了客观的论述和反映轧是

鬈白沙县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专业志。它不仅对我县在搿存

‘史一上具有研究探讨的价值，面且在实际应用上也具有“教化资

诒，的作用． “r
，· ·，

，．一．．
： p，

戴白沙县财政税务志》从实际出发，根据时代的不同特点，

在记述史实的基础上，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什么样性质的国家菇

就有什么样性质的财政。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统治阶级采取横征

暴敛的手段向黎苗族人民索取财税收入。比如，在财敢收入方

面，清代主要是地丁漕粮、匾金，关税’民国则有田赋．盐税。

营业税，特种物品产销税、货物税、烟酒税，屠宰税等十多种，

此外还有舅抗战税一．搿官长税’’，群参议粮黟-擘军服费"，

拜草鞋费’，、群紫草税一、．簟牛脾_o卑猪牌一．矗狗牌帮等等

上百种苟捐杂税，．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致使黎苗族人民十室

：九空，村察萧条．民不聊生，-直到解放前夕，仍然过着封建、

半封建式构生活．丽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改革，现在只有工商税

等十几神税了t在财政支出方甄，靖代主要是上交皇室和各级衙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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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享受支出I民国主要用于统治者生活的挥霍和军政费支出，

而新中国则主要用于发展生产，搞经涛建设j自1956年建立县级

财政总预算以来，财政支出的80％左右用于发展经济，文教、卫

生、体育，科技事业以及人民群众优抚救济等福利事业。在县财

政的支持下，我县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解放前，白沙县根

本没有一家地方工业企业。解放后，经过艰苦创业，如今县属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经发展到17家。县财政通过拨款、。发放周转

金，帮贷等各种渠道，为发展地方企业筹集资金，使企业越办越

好。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6341万元。在财政支农方面今从

1956年至1990年，共拨款3000多万元，帮助农民群众兴建家园、

安居乐业、无论在兴建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还是发展农i

。牧、副，渔等商品经济方面，县财政都给予大力支持，，促进了农

业生产迅速发展，。199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4亿元。文教、卫生、

体育0科技等经费拨款也逐年增加r 1953年j教育拨款7．7万殛，

1990年增加到530．5万元。现在全县中小学已发展到i82所≯在校

学生为STooo多人。此外，’县财政每年还拨出相当数额的款项，

用于优抚救济，帮助军烈属和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

难，如肥料、种苗，用水、用电、架桥开路等等。所有这些，‘意
书中都以具体的数据作了如实的记述。同晰。从恚书中我们可．以
看到i旧社会的财税收入，依靠对黎苗族人民的剥削，支出用于

军呶其结果是民穷国衰，而新社会财税的收入i是取之予民。用
之于民、其结果是民富国强。此外，．《白沙财政税务志》还详述

了白沙县从1950年至1990年的40年中财税收支的状况，再次给人

们提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生财、聚财、用财之道—F要改善县级

财政的环境，必须从开拓新财源入手，即通过发展经济来充裕财

源。从社会总财力的综合平衡入手，广’辟资金渠道，将燧要的资

金支援工农业生产i发展商品经济；、促产培财J，才能实现我甚财

2

■■■●彳迅●一J

l∞_嚣坳l‰

，

，、jIl，IIIIIIII霉．



簟

●

●

政的收给能力。 ， 。

我看过书稿，是第一个读者。我认为，这部专业志书的编写

是比较成功的，值得从事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在财税战线上工

作的干部职工以及热心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志阅读。愿大家

都来关心财政，支持财政、使财政在建设白沙、振兴白沙的宏伟

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76年以来，由于我们广辟财源，增

收节支、使自沙财政基本上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从而保证

我县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在，白沙的

国民经济正在稳步增长。我们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接再

励，不断前进。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

针，精心理财，以开拓新的精神，认真抓好财政工作，使财政建

立在稳固．平衡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我们对自沙的振兴充满信心，愿白沙这个“宝岛绿州?在祖

国的“四化"建设中越来越富饶美丽。’ · --，

县地方志的修志人员，从1994年上半年开始，一积极搜集有关

资料，认真考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几易其稿，编写了这本

矗志"书，为白沙县的财税事业作出了贡献。为此，当，搿志?书

即将出版之际，修志人员，要我为该书写序，我觉得不可推辞，．j

故只好写上几句，仅当作一篇不太象样的序吧。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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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县财政税务志》是自沙县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记载了白沙县1935年至1990年间的财政、税务工作的历史与现

状，并以大量的史料和事实，记述了白沙县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国

家的财税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平¨财务管理、税收征管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全县财政收支管理，税

收征管和促产培财的经验与教训，为了解白沙财税工作的发展变

化，探索新时期财税工作的新路子和规律，进一步完善财经，‘税

收制度，加强财政收支及税收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和借鉴。男

一方面，如实地反映了广大财税工作者的辛勤劳动；1从而使志书

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o- ⋯．．． 、： !

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财政，税务工作性质。社会

主义的财税管理作为国家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之_鼻。它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运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

税收政策，为国家聚集资金，发展社会生产以及开发重点项目建

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今天，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进程中，财税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

活的改善及宏微调控的作用更为突出和明显，范围更为广泛。

《白沙县财政税务志》的出版，是广大文史工作人员共同努

力的结果。它结束了白沙没有专业志的历史。我相信，这本志

书，能为我们大家更好地了解白沙经济进步的历史，预测白沙经

济发展的未来，提供有益的参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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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断限：上限自1935年始(有部份上限到清末)，

下限至1990年止。文中所述财政、税务机构、地址名称，政府机

构，官职等，均依照当时的习惯称呼。 。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原则，立足当代，力

求如实反映白沙县财政、税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体裁：采用编年与纪事相结合，文中纪年用全国公元

‘年号，必要处在括号内加民国年号。正文的章、节、目按现代科

学方法，横排门类，纵向记述。
’

四、本志称为《自沙县财政税务志》，总共八章，三十八

节。财政与税务间分别以章节交叉记述，财政之章节，主述农

业税的征收管理办法及财政收支状况t税务之章节，主述工商各

税的征管办法及税收管理状况。考虑到，白沙县是海南岛五指山区

建立革命根据地较早的丢，也是海南岛解放最早的县，对琼崖革

命做出较大的贡献，故把革命根据地财政和税收当做一个章来述

五、本志材料来自县档案局，财政局档案室、税务局、海南

省档案局、广东中山图书馆以及《海南财税40年史材料选编》，

《自沙县志》等有关自沙县财政税务工作的著述部分，择其可信

者摘录。

六，本志度量单位；解放前，按不同时期之惯用单位记述，

解放后，按国家规定使用。

钱币单位，解放前，按当时使用的铜仙，银、光详，全国券

； 的使用单位记述，解放后，一律以人民币为单位。

七，本志提及“解放前"或“解放后黟，以海南1950年5月
， l目解放日为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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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儋州，距洋浦港75公里。县境南北长约63公里，东西宽约68公

里，总面积2117．73平方公里，1990年人口16万多。解放前聚后

这里的主要是黎苗族同胞。自沙县建置于1935年6月，迄今仅有

65年的历史。建县前，白沙县境地主要分属儋县，琼中、昌江，

’陵水，定安、感恩、崖县等。民国21年(公元1932年)，国民党

第一集团军琼崖绥靖委员兼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为了达到对黎苗

族同胞实行“剿抚兼施"的计划，提出划定黎地县份。民国24年

5．月(公元1935年6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在五指山黎

苗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白沙、保亭，乐东三个县。

民国时期，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财政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白沙县财政的历史实际上也是黎苗族同胞的血泪史，他们除负担

中央和省正杂各税外，．还要交纳县政府及地方团体擅自征收的各

种苛捐杂税。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黎苗族聚居的白沙县生

产和文化相当落后，过着封建半封建时期的生活，村寨萧条、农村
调敞，民不聊生。1939年2月10日，日寇入侵海南。龟缩到五指山

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就巧立各种苛

捐杂税名目，给这里的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他们借抗日为

名，实行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征借制度，对黎民进一步巧取豪

夺。当时自沙县人民负担的税种有。 “抗战粮"，“官长粮黟，

“参议粮"等。杂税有； “军服费’’，：‘‘草鞋费"．’．口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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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牛牌黟， “猪牌"，“狗牌"等不胜枚举。此外还明文

规定以保为行政单位，每月交纳猪肉，牛肉、笋干各16斤，鸡40

只，木耳40斤，酒30斤，蜂蜜120斤，蜂腊120斤，烟叶120斤，自

麻草席和麻被各5张，壮丁费200元(光银)，每月各保抽9名

壮丁，如不出人，要以500元(光银)顶替一个名额。1943年8

月，忍受不了剥削和压迫的白沙黎苗族人民，在王国兴头人的带

颁下，举行震惊岛内外的辟白沙起义骨。岛自沙起义”在共产党的支持

下，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初步胜利，1944年11月琼崖

特委决定成立儋自边区政府(相当于县级)。1945年夏末，白沙

县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于是在1945年8月初，成立了白沙县抗日

民主政府。并设有政行、军事、财政等三个科，财政科由吴静忠任

科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白沙县抗El民主政府的财政收

入，主要靠“公粮军粮，税收次之，并无统筹计划，各自为政簟

但有一套供给和管理办法。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有。军公粮．

出入口税，打没收入、捐献收入、发行解放公债，生产自给等．
出入口税，是货物进出解放区，游击区征收的税款，税收类

别是土产税、出入口税，边境税、所得税，当时没有税务机构，

仅在什运、查苗等出入口处设立关卡，由乡政府人员兼收。但税

收很微，根据瞻自特别区1948年统计“全年总收入中之数量，税

收占十分之一"．。

1947年5月g日，琼崖区党委第五次代表会议决议中规定的

税收原则是。 “军民兼顾，我们要借税收以维持我们的经济来

源，但同时又不可加重人民的负担，尤其不能增加穷人的负担，

这是我们税收的出发点-。1948年琼崖区党委颁发了鼻关于琼崖税

收打没暂行条例’’，明确规定，贵重山物由公营合作社专卖免征

出口j‰副食品土特产及农产品，．视其货物价值而定。当时由于
国民党对解放区．游击区的封锁，出入解放区，游击区的货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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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税收甚少。据1947年琼崖区党委备忘录记载，．“税收自沙有

6000光外一。 ·t
．

， 、为了保证部队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公军粮成了白

沙县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公军粮的征收，最初由军政机

关分开进行，后改为政府统收统支。由乡政府或乡公粮委员会

负责征收。军公粮征收最初采取简单的累进税法。后改为等级法

分配，公粮征收办法是。累进税法。军粮的征收办法是。向富户

半价定购。其办法也按公粮的数额同样分配，不过定购的对象则

富裕户，贫雇农依然免征。1948年，儋白特别区军公粮的派定方

法是l已经进行了土改的地区，征收5呖，未经过土改区按累进

法t游击区我控制强者，按其等级派征，敌占区及我方控制弱的

游击区，派给各村总粮数，征收的办法是。委托代收和派人去征

收。1948年儋自特区全年交纳军公粮的户数4327户，其中富裕户

‘466户。军公粮总数764石2斗5升，实征400石3斗8升(约
40000公斤)。

当时财政收入的另一来源是打没收入。打没的主要对象是。

官僚资本家，反动地主，奸商和反动村庄。打没的政策是。对那

些作恶多端，非惩治不可而又不愿执行我党所规定的政策和法

令，有意违反者，就必须使用武力进行打没。所获物品的分配办

法是l “部队得六成，地方党政得三成，区党委一成"。 ．、

捐献收入。是在战争年代，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而

根据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在自愿的原则下，发动群众对

革命多做贡献，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方法。1949年3月，白沙县

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搿一元”．“一弹"、“一升米’’的劳军

潘动，开展这次运动非常成功。据1949年4月5日统计，全县捐

献现金1760．3(光银)。铜仙38700枚，另有计数收入2550．14

(光银)·捐献军服349套，面巾279条。有力地支持了大军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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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政权的建设‘_

发行解放公债。1949年11月，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在自沙县搞

购买解放公债试点，县政府以自然村为单位，下达任务。要求有

光银者用光银购买，没有光银者以实物代替，如牛，猪，粮食等

均行。在购买解放公债过程中，白沙县人民谒尽全力，除用实物

项替外，以光银购买的就有1695．3元、代券463175元。
‘。

‘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财政收入来源的有限、财政支

出项目也不多，主要是军事经费支出和党政经费支出。
‘

‘+

。一1944年11月，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澄迈六芹山转移到白沙

县阜龙乡芭蕉村后，’由于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困难，除粮食基

本上得到保障以外，菜金、津贴、衣服等供给都不稳定，在条件。

许可下，每人每月菜金l一1．5元，生活津贴2角钱。’‘’
“·。

、1948年5月12日，琼崖区党委通知。‘哗牛吃肉一律按市价
入帐。米每人每天lO两，牛肉’、猪肉、鱼千：’每人每餐吃』两，。

鲜鱼二两”。
‘’ ‘ ‘

。

～1949年，琼崖区党委对党政军的供给作出了新的规定： “官

兵-律每人每天米r0两，肉l两，莱4俩，油二钱"k除了伙食标

准作出明确规定外，对部队的生活津贴和补养费也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生活津贴每月2筒，每年配给3条毛巾。干部每年配给牙。

刷3支，鞋一双，。火柴一盒，肥皂一块，衣服按实际配给。哞}、养‘

费。+1948年11月，特委决定，各级党政军干部的补养费分别按级

发给猪肉，另外，琼崖特委和政府对女工作人员还有特殊照‘
顾。⋯t ～-’ ⋯ ，． ．j、一一∥∥．：．·：j二

”’公什医药费支出标准，1948年6月20日，，’西区专署训令按级：

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白沙县当时由于财政困难，实际上没有资金j

发给补贴和如数购买东西，超过6个月，就当作废处理。～．；‘j。：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部获得解放，世代受剥削被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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