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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寺鼍旨
刖 置

《顺德县财政志》是顺德县自明朝景泰三年(1452)置县以来，第一本记叙财政部

门史实的志书。遵循“详今略古玎的原则，重点记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顺德县的

财政史实，以“横排竖写"的方法。分为《组织机构》、《财政收支》、《财政管理》

三篇共12章，全文20万字。在编纂过程中，凡能搜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有关顺

德县的财政史料，均分别记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顺德财政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三十多年来勤奋工作，创

造了不少经验，积累了不少资料，为编纂本志提供了可贵的素材。到目前为止，本志书

是唯一的系统地记叙顺德县财政机构的变革、财政体制的变化、财政收支的增长、财政

管理方法等的史实记叙本。它对史实不予褒贬，不作评议，它将会帮助我们了解昨天，

懂得今天，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相信广大读者，读了这本志书，对顺德的财政工作和顺德县88万人民在财政上对国

家的贡献，将会加深认识，将会珍惜过去，将会策励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把顺德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策马扬鞭。

}：蹙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指示精神，《顺德县财政

志》的编纂，在各级党委关怀下，得到顺德县地方志办公室、佛山市财政局财政志编写

组的帮助，以及有关部门的支持，经佛山市志办公室及中山大学人类社会工程系审改，
在此谨表谢意。

所谓“盛世修志"，“盛世"不是过清闲的日子，而是工作更紧张。我局在接到编

纂《顺德县财政志》的任务后，于1987年7月成立《顺德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组

织编纂班子。由于工作关系，不设专职人员，把各篇章节分配到各业务股有关同志负责

撰写，由于全局干部职工上下通力合作，加上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

以忠于史实为宗旨，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挤出时间编写，两

度寒暑，使本志终告完成，其艰辛可见，在此谨致敬意。

这本志书，在编纂中难免有遗漏和舛误之处，请广大读者，特别是曾经奋战在财政

工作的老同志，鉴定指正，以便进一步完善。

董世 良

一九八九年七月



凡 例

一，记述范围：本志记述顺德县财政的建立和发展史实，是二本部门志书。重点记

述“组织机构”，“财政收支"、“财政管理，，等。本志书以记述县级财政为主兼及乡

镇财政。财政、税务两局机构虽曾多次分合，现税务已另编志书，故本志以记述财政为

主体。为使读者便于阅读，卷首设“概述"．“大事记"，综合而概要地介绍顺德县财

政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断限。本志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85年底的财政史料，但由于过

去顺德县未编写过财政志，故把收集到的历代财政史料均分别插入叙述。

三、体裁。本志以“横门分类，纵向记述，纵横结合厅为宗旨，以记，志形式记述

史实，附以图表。按财政业务的属性划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全书共分三篇12

章，附图、表103份，全文20万字。

四、文体。本志采取语文记述体。

五、秉着忠于历史，本志只对各个时期财政业务范围的史实，以实事求是的原则进

行记述，不作评论。

六、本志书的数字，记年方法、篇、章，节，均用中文的一、二，三、⋯oo-@目以

下分段，用一，二，三或1、2、3，财政收支数字，人口、公元的年月日和度量衡及

其他计数，则用阿拉伯数字l、2、3，⋯⋯。历史朝代称号与时间纪元、度量衡沿用

通称记载，年号后面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以公元记年。

七、称谓。大明皇朝，大清皇朝，简称明或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民国中央

政府简称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地方各级政府，则称×××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

国。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则按各个时期的称谓。

八、货币单位。明、清时期和民国初期以银元计值，民国中后期以民国政府发行的

币制计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即1949年lO月一1955年3月前，所用的旧版人民
币金额，均折合现人民币计值。

九、本志书资料，主要来自省档案馆、省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县档案

馆、县财政局档案室及各有关部门。本志各篇，章、节均不加注资料来源，全部抄录，

影印的原始材料均装订成册，存放县财政局档案室。

·2。



概 述

顺德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属于江河冲积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平原，边线公路距广

州、佛山lo公里，与澳门相隔80公里，水路离香港69海里。境内河网密布，水陆交通方

便。1985年全县总人口847，683人，其中，农业人口604，487人。另有华侨，外籍华人约

lO万人，港澳同胞约30万人。全县总面积806．2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668，432亩。处

于亚热带的海洋性季候风气候区，四季常青，雨量充沛。农业生产除了部分水稻作物

外，历来盛产塘鱼、甘蔗，桑蚕茧等经济作物，形成蔗(桑)基鱼塘的生态循环。顺德

县工业，手工业基础较好，商业繁荣，历史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传统的工业有以经济

作物为原材料的缫丝、纺织、制糖、食品等行业。近年来，已建立起家用电器、日用轻

工，机械，电子器材、塑料，家俱、服装、造纸、印染、印刷、建材等行业，产品畅销

全国各地，还有相当部分产品出口，打入国际市场。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313，574万元

(按1980年价格计算，下同)，国民收入121，858万元，工农业总产值269，126万元，其

中，工业产值232，887万元，农业产值36，239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043万元，外

贸收购35，571万元，直接出口收汇5，712万美元。

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运用政治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

分配活动。它是进入阶级社会后伴随着国家的建立而产生，国家的性质决定着财政的性

质和特点。顺德县于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但由于明朝、清朝中期以前的史料

缺乏，难以弄清当时的财政状况。清末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朝廷腐败，列强入

侵，内乱不止，危机四伏，广东首当其冲，财政土不仅支付巨额战争赔偿，还承担庞大

的军费开支，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不惜将沉重负担转嫁于人民。清朝时期的财政，仍

无中央与地方之分，征收在于地方，收入除规定的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顺德属富庶

地区，历来负担很重。据光绪十一年(1887年)及宣统元年(1909年)资料统计，上缴

部分占各项正常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2．9％和86．8％。县财政收入主要用在军费及行政支

出，光绪十一年(1887年)这两项占总支出比例分别为81．3％和13％。县府衙门的财政

开支不足部分依靠各种捐款及杂项收入维持。

中华民国初期，财政仍袭清制。由于政局迭更，军阀割据，内战连年，造成经济凋

零，民不聊生，财政困难，政府依靠苛捐杂税，国债，通货膨胀等手段攫取人民财富，

维持其统治。中央几经整顿，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统一财政收支制度。顺德县在民

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前，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赋、各种税

捐，筹饷(赌税)等。防务经费属于专款专用。财政支出大部分是用于党务费和行政

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及二十三年(1934年)资料统计，顺德县财政支出中

·3。



(除防务经费)党务费和行政费开支比例均为93．2％，教育文化等支出仅占6．8％。抗日

战争爆发后，顺德沦陷，县政府迁往外地，财政支出靠省补助款维持。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抗战结束，政府机构恢复，但由于通货膨胀，币值急速低跌，财政金融混

乱，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财政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管理国民

经济双重职能，扶持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加更多的积

累，筹集必要的财政资金，以保证人民民主专政机构的需要，促进科学，文化，教育、

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是t国营企事业收入，工商税收，农业税、债券收入和其他收入。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

济建设、社会文教科卫事业和行政管理等方面。

1949年lO月人民解放军进驻顺德，成立容良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财粮科，负

责管理全县的财政收支和筹集稂食工作。1950年3月成立顺德县人民政府，设立财政

科，统管全县的财政工作。三十六年来，财政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顺

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财政工作配合清匪，反霸，通过接收国民政府财产物

资，向地主和工商业户征、借粮食及物资，以支援前线和干部供给所需要的开支，发行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财政部门贯彻中央统一财政经济一工作的决

定，整顿地方财政，清理小公家务，统一乡村财政，统一预算收支制度，统一行政编制

和供给标准，统一粮库和金库，建立税收机构，统一税收制度，废除苛捐杂税，打击乱

摊、乱派、乱收、乱支，减轻农民负担，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制止通货膨

胀，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顺德县在这一时期接管、改组了地方国营工业1l户，新建

国营工业l户，公私合营企业2户，建立起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配合开展土地改

革，增产节约稻“三反"、“五反芦运动，大力组织财政收入。1952年财政收入为2，666

万元，f=L1950年增长278．7％，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国家由经济恢复时期转向大规模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是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

成，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顺德县在1953年进行查田定产，稳定农业负担后，引导农民逐

步走上合作化道路。1956年建立了乡(镇)一级财政。工业方面发展了国营企业2户，公

私合营企业33户，使公有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财政收入比经济恢复期增长229．7％，

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203万元，占总支出的18．5％，财政在这一时期，

逐步建立起各种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加强对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 “大跃进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二

五"计划的部署，经济建设出现了高指标， “共产风"、“浮夸风"。财政在生产没有

发展的情况下搞大收大支，使收入产生虚假现象，带有“水份"，支出超越实际的可

能，致使1960--7．1962年国家出现经济困难。顺德县财政收入下降，1960年比1958年下降

58．3％。在这一时期，顺德县下放了部分公私合营企业给公社管理，各公社发展了一批

企业，建立和壮大了集体经济，为以后社队企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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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财政工作贯彻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增加对农业投入，调整工业结构，关、停、垫
转了一批企业，调整分配结构，大力压缩财政支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开展清仓核

资、扭亏增盈，增产节约运动。财政状况逐步好转，收入增加，支出下降。

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5年)，处在“文化革命"初期

的“三五”计划时期，政治局势动乱，社会经济秩序打乱，生产停滞，财政机构并撤，

各项财政、财务管理放松，使顺德县的国民经济和财政工作受到挫折。1966年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五年平均增长仅为5．8％，财政收入平均增长仅为3．2％。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文化革命≯仍在继续，但中央在1972一1974年注留?抓经济工

作，对财政工作进行了整顿，包括整顿企业财务，实行经济核算制，整顿机构，恢复财

政税务机构和各项管理工作。顺德县的国民经济和财政状况逐步好转。“文化革命"的

十年中，财政体制变动频繁，十年八变，在困难中勉强维持过日子。顺德县财税干部谨

守岗位，使财政收入仍然能够有所增加。 ，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年)，由于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

使已经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顿，逐步好转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再被打乱。国家从1976—

1978年实际处于调整时期。顺德县在这段期间，对国营工业进行调整，停小氮肥，小煤

矿，合并化工厂，扩大丝织行业生产。对乡镇企业，根据国家对机械行业的调整和市场

供求的变化，逐步调整原有以机械、农机、农具，砖瓦，木器为主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

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政工作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譬八字方针，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和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办法。

对各行政事业单位试行“预算包干"办法。在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生产布

局，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重点扶植乡镇集体新办企业上马，支持乡镇企业调整行业结

构，逐步建立起家用电器．塑料、纺织，纸类制品等轻型15用消费品和新兴行业。改变

全县的经济结构，提高农村分配水平。在“五·五"计划时期，顺德县正处于调整、转
。

型，乡镇企业属于开始投入的起步阶段，而财政仍然是采取统收统支办法，县的主动权

很少，1976--1979年四年平均留县部分的预算体制分成比例仅为6．1％，财政管理较为

被动。加上清理了一批亏损企业，卸下了财政一些包袱。1979年又受台风影响，甘蔗减

产，糖税税率调整，糖税减少。形成了这一时期，年度财政收入呈“马鞍型黟曲线。这

一时期，财政支出有所增加，主要是调整期间增加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增加教育支出以

及调整了干部职工工资。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继续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广东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1年广东省按照中央对广东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

五年不变"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对各地(市)、县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分级包

干，一定五年"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顺德县财政采用固定收入“一边挂”的体制，逐

步扩大县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并改革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自

我改造的能力。1981年省对顺德县国营工业试行“以税代利"，县财政制订适当让利的

六级超额累进税征收办法，提高起征点和最高税率，全免食品行业所得税，对缫丝行业

的亏损实行“定额补贴"，尔后，在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和1985年第二步“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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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都照顾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国营工业的留利水平从1980年的12．5％，提高到1985

的48．6％。对国营商业从1981年以后坚持实行承包责任制，由商业总公司对财政每年按

比例递增上交。落实国家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优惠政策，筹集资金，支持国营企业进行大

规模技术改造。1981--2"1985年通过财政筹集用于国营企业技术改造资金达6，510万元，

企业以新增利润及折旧还贷，以税或减税还贷3，116万元，使老企业从单一产品向多元

化产品经营。发挥财政税收经济I!工杆作用，进一步支持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支持各镇、

各企业引进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开展“三来一补"，兴办合资合作企业，

逐步发展外向型经济。1985年，广东省对各市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递增包

干，一定五年"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根据这个体制，顺德县对各镇实行“划分收入，

核定基数，逐年递增，超收奖励"的办法，进一步扩大各级的财权财力，调动各级理财

积极性。在这个时期顺德县经济发展迅速，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1．1％的速

度递增，财政收入从1982年突破亿元大关以后，收入大幅度增长，1985年财政收入达

15，217万元(含省下放粮食企业和顺德糖厂影响当年财政减少收入590万元因素)。第

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递增11．2％，高于其他各个时期。地方财政可以支配的财力

逐年增加，1985年财政支出达6，402万元，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财政总支出16，996万元，

比1950--1980年三十年总支出16，621万元还多375万元。财政支出除承担了一些改革负

担，增加了开发性，外向型农业投入，促进了文教科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外，还解决了

一部分历年欠帐，改善了地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

三十六年来，顺德财政总收入218，797万元，年平均递增9．2％，占广东省财政总收

入的2．4％，其中z企事业收入15，519万元，占县财政总收入的7．1％，工商各税收入

182，721万元，占县财政总收入的83．5％，农业税收入18，740万元，占县财政总收入的

8．6％；其他收入1，707万元，占县财政总收入的0．8％。1950--1985年，顺德县上解支

出192，422万元，中央借用地方财政款812万元，减除上级下拨的各种补助款8，312万元，

纯上交国家财政134，922万元，占广东省纯上缴中央财政的5．4％，占县财政‘总收入的

84．5％，对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此外，1981--1985年又为国家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

设基金l，282万元；推销国库券2，712万元。支持了国家重点建设。

三十六年来，顺德财政支出33，617万元。年平均递增20％，占广东省财政总支出的

0．6％，占县财改总收入的14．5％。其中，经济建设费类支出9，844万元，占总支出的

29．3％，社会文教科卫事业费类支出14，567万元，占总支出的43．3％，行政管理费类支

出6，743万元，占总支出的20．1％，其他支出2，463万元，占总支出7．3％。顺德县的财

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方面。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各

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三十六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顺德县的财政收支结构发生

了明显变化，从过去以农业为主，逐步转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财政收入比重中农业

税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27．2％。至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下降为5．4％l工商税收占财

政收入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69．75％，至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上升为93．4％。糖、酒、

丝过去是顺德的主要工业行业。1975年以前的税源占整个工商税收的50％以上，随着其

他行业的发展和产品多元化，加上糖税税率调低，甘蔗减产因素，至1985年糖，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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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占工商税收比例下降为16．6％。随着集体企业的发展，特别是1979年以后，镇村企业

的大规模发展，改变了顺德县的经济结构。来自国营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

上缴利润)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73．6％，至1985年下降为21．7％，来自集

体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19．4％，至

1985年上升为66．5％，其中t镇村两级集体企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例从

1973年的12．8％，至1985年上升为50．08％。

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和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顺德县的财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变

’化。1950--1980年是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r的预算管理体制，财政支出主要是维

持按规定标准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的人员供给公务费、业务费等的日常经费，每年能

够用于各项事业投资的机动财力很少，1980年仅为245万元。1981年开始实行“分灶吃

饭"体制，特别是1985年实行“递增包干"体制以后，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地方财政

留成比例增大。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至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三十年间，财政支出每年

平均仅以18．8％速度递增，而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五年每年平均以37．2％的速度递增。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行政管理费类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为37．6％。至第六个五年计

划时期下降为19．1％。1985年县财政的机动财力增至2，618万元，比1980年增长968．6％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财政支出用于文教科卫事业，农业投资，城镇建设和．交通、能

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一次性投资达6，173万元，财政由“供给型"逐步向“供给建设

型"转化。

随着镇村集体企业的发展，镇村集体经济的壮大，镇村两级企业除了向国家提供税

收外，还承担了大量的财政支出，1985年顺德县镇村两级集体经济用于农业投资、工业

投资、文化、教育，卫生，民政救济，征兵及军烈属优抚、计划生育、治安联防、交通

道路、圩镇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等方面的支出达7，932万元(其中村一级支出达3，964万

元)，为县财政预算内支出的123．9％，为县财政预算内下拨各镇经费1，670万元的4．8

倍，减轻了县级财政的压力，保证了基层政权职能的实现和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顺德县财政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也有过失

误，受过挫折。

三十六年的财政收支中，曾经有过三年财政收支不平衡，发生赤字，分别是1956年

1976年和1979年。这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1958年的大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盲目追求

速度，不问经济效益，收入报大数，支出失控，使财政一度出现虚假和浪费。

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即“文化革命"的十年，政治上的动乱，批判所谓的

“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唯生产力论"，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财政工作受

到冲击，财政管理遭到削弱。

经过三十六年的财政工作实践，逐步摸索力求适应顺德情况的理财之道，在这个过

程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切实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财

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目标是实现经济与财政的良性循环，手段

是依靠用活政策使企业逐步活起来，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富裕起来。顺德在执行财

政政策，分配财政资金，进行征收管理的各个方面始终坚持先予后取的方针，树立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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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和财政观点，着眼于生产的发展，摆正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运用财政税收杠杆支

持镇村集体企业发展，鼓励技术改造，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形成拳头产品，骨干企业，

提高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增值能力，蓄水养鱼，增加造血功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态

度，用活各项财政政策，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区别对待，宽严结合，服务与监

督相结合，始终坚持发挥部门职能作用，注重信息研究，参与经济决策，当好党委和政

府的参谋和助手。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反作用于经济，顺德财政在全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的基础上，开拓了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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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荦 忆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六月发生大水，饥荒，斗米价万钱，属百年所未见，朝

廷减免民租。 一

△明泰昌元年(1620年)，顺德县增缴抗辽军饷，每亩加银7厘，斗米加银二钱。

△清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清廷撤消“迁海”政策，准许外迁居民回乡复业，

以改变税收地丁钱银锐减状况。’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是年饥荒，清廷下合受灾地减免钱粮三分之一。

△清雍正七年(1729年)，是年大丰收，顺德县免征银40万两。

△清嘉庆四年(1799年)朝廷下旨将库存谷价银两借给盐商、典商生息，所得收入

按月拨给汉军八旗作兵饷。顺德借出库存各价银6，708两。
‘

△清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一起，香山，新会，顺德，龙门四县每民米一石连

耗折征银五两五钱。

△清光绪十七年(1901年)八，九月，外国侵略者勒索清廷“教案嚣赔款百余万。

善后局提去顺德花红银26万两。

△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省发行金融公债，顺德县派销券额12万元国币。于

民国十九年(1930年)才募足入库。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顺德县各界代表呈省财厅改订田赋征收办法，将每

丁米一石原征收率24．7元改为25元。省批准照办，并由原留县20％改为30％，用作治安

经费。

△民国二十年(1931年)八月二十九日，顺德县政府发布告，征收典店民国二十一

年(1932年)一月一日以后的预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一、二八一事变发生后，旅美三邑(南，番，顺)

总会捐助大洋4，000元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募捐500元救济战地难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二日顺德县政府颁布《顺德县征收田亩捐办法》规

定在本年内每亩征收捐银三毫七仙五文，根据粮册按户征收，于十月十五日收齐。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民国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发行广东国防要塞公

债。顺德县派销额为36万元国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民国广东省建设厅拨款563，252元在德胜河北岸建

顺德糖厂。次年再拨563，252元，该厂于11月份投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国民政府募集全国救国公债，分派顺德县劝销数

额45万元国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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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广东省发行国防公债，顺德县派销额38万元国币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国民政府接管各省田赋、并改征实物，规定按照上年原

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顺德县折征稻谷十万零六石七斗五升二合。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二月，颁布《顺德县蔗地地税征收实物暂行章程》规

定每年每亩蔗地缴纳谷20斤，折纳地税现金国币800元。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国民政府发行同盟胜利公债，分配顺德县推销额为

427．5万元国币。

A1949年10Y]，人民解放军进驻顺德，成立客良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财粮科

负责全县财政收支和粮食筹集工作。

A1949年11月容良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顺德糖厂厅，成为顺德县第一间

国营工厂，随后移交省直接管理。

A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配顺德县公债任务

为6，450分，至1950年3月，顺德县实际完成9500分。

A1950年3月，成立顺德县人民政府，下设财政科，负责管理全县财政收支，将粮

食管理业务分出。

A1950年7月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全县干部总动员会，贯彻上级秋征工作指示，组

成了人民政府各部门干部85人，各级工作人员650人，社会力量10，244人共10，979人的

农业税秋征工作队，结合减租、退租运动，组织评议委员会，自报公议，确定公粮负担

任务。

A1951年9月中旬，顺德县政府召开第四届财政会议，听取各区镇苛捐杂税和财政

上混乱情况的汇报。

A1952年下半年，抽出150名干部，进行整顿乡村财政，统一乡财政管理，把自筹

自办乡村小学和乡府经费列入县财政供给，停止征收农业税附加。

A1952年下半年，全县展开整顿地方财政、清理小公家务的工作。

A1953年2月25日至9月29日，对全县十个区107个乡进行了查田定产工作。

A1953年3月，顺德县开始设立专职监察员，财政监察工作建立，当年共检查12个

单位。

A1953年5月起，把各种事业费整个预算交由各主管事业部门掌握，仍采用定期集

中各单位统一报帐办法。

A1953年下半年，财政科正式接管国营企业财务，之前是由县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

的公营企业管理处统一管理。

A1954年2月12日成立顺德县推销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会，各区镇推销机

构相继成立。

A1954年顺德县第一次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开展了清产核资工作，全县有16间企业

完成清估工作，核定了十五个单位流动资金。
‘‘

A1954年--1958年，国家每年发行经济建设公债，1954年分配顺德县任务Ii0万元，

当年实际入库为114．9万元。

A1955年，分配顺德县经济建设公债任务110万元，当年实际入库10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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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56年4月结合撤区并乡工作开始，建立乡(镇)一级财政，划分财政收支范

围。

A1956年，对全县公私合营工厂会计集中培训，统一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制

度。

a1956年，成立中共顺德县财政科支部，支部书记陈锐文，有党员18人。

A1956年，成立共青团顺德县财政科支部，支部书记潘伟，有团员13人。’

a1956年，分配顺德县经济建设公债任务91．3万元，当年实际入库65．9万元。

A1956年，财政预算执行发生赤字22万元，将历年周转金及自筹资金结余抵补仍差

额87，814元。

A1957年5月14日，公布《顺德县1957年经济作物农业税随购代征暂行办法》，暂

定甘蔗，塘鱼、丝茧三大经济作物进行随购代征。

A1957年，顺德县财政局，工业局联合举办两期培训各国营工业新会计的学习班，

每期六个月，内容包括会计原理，成本核算等。

A1957年，顺德县第二次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重新核定定额流动资金。

A1957年，分配顺德县经济建设公债任务73．9万元，当年实际入库81．9万元。

A1958年6月9日至6月15日，全面展开贯彻农业税税制改革工作，具体的计算方

法是按1957年原负担的计税产量，税额基础上提高30％。

A1958年8月24日，顺德县人民委员会发出《有关财政进一步下放及下达各项指标

问题》的通知，贯彻财政“三大包干"(即收入任务包干，支出任务包干，上缴任务包

干)，按1958年核定为基数，超收部分留区镇，超支自行解决。

A1958年11月，番禺、顺德两县合并，两县财政税务4个局科合并，称番顺县财政

局。

A1958年，分配顺德县经济建设公债任务86．8万元，当年实际入库91．8万元。

A1959年9月，番禺，顺德两县分设，顺德县财政、税务机构仍合并。

A1959年，顺德县遭受特大洪水侵袭，农作物受灾面积242，377亩，占耕地面积

42．3％。

A1959年，财政预算会计实行以表代帐，预算股由4人减为2人。

A1961年8月，财政，税务机构分设，仍称顺德县财政局。

A1962年3月中旬，由财政、工业，银行、物资部门抽调干部成立物资清理办公

室，第三次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清仓核资工作，当年共清理积压物资105万元。

A1962年10月，成立农业财务股，负责管理拖拉机，机械，电动排灌站和国营农

场，蚕种场等和与农业直接有关系的农业企业，事业单位财务工作。

A1962年，各区镇设立财政办事处，为县财政部门派出机关。

△1962年，乡自筹一律视同正税上解县公粮金库，再由县财政通过结帐划拨给各公

社使用。 。

A1962年，全面实行经济作物农业税代金改征实物的办法，顺德县列入征收实物品

目的有稻谷、塘鱼、甘蔗三类作物，其余仍征代金。 ．

A1963年，县人委颁发《顺德县公社一级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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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63年i．全年清理属于小家档范围的资金共836471．6元，其中省级单位占

528，47．86元，县级单位307，993元，属于应缴财政收入519，590．3元，其中省级单位

434648．7元，县级单位34949．6元。

A1964年，顺德县国营企业财务工作由财政局、主管局，税务局、人民银行等部门

实行联管。

A1964年，顺德县国营企业实行税利统管。

A1．965年6月，组织氮肥生产大会战，由县向各镇、单位筹借资金共144．9万元，

建顺德氮肥厂第一期工程。

A1965年，国营企业会计记帐法由借贷改为增减，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记帐法由借贷

改为收付。

A1966年，夏粮入库公粮作价按三级稻谷每担9．8元作价折算。

A1967年开始，顺德县国营工业实行固定资产折旧留成制度。

A1968年3月，贯彻中央中发(68)31号文件，冻结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

单位1967年底的存款。

A1968年lo月，财政、税务，银行、工商四个机构合并，称顺：德县财．税银服务
站。

A1969年1月起，国营商业企业(除食品公司)，物资供销企业下放县管理，纳入

县财政预算。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统一核算，不再征工商所得税。

A1970年，顺德县在珠海大、小横琴岛之间进行围垦造田。称。中心沟围垦工程"i

采取国家投资，县地方财政及五个公社筹集资金的形式来解决工程费用。

l二!A1970年lo月，顺德根据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精神，11)I对县属

国营企事业，行政单位和集体交通运输，手工业，街道工业、人民公社，合作商店进行

筹借预算外资金共463万元。

A1971年1月，由县向各镇、单位筹集资金建设甘竹滩洪潮发电站第一期工程，投

资额为388万元。

A1972年5月，工商分出成立工商局，财政、税务仍合并，称顺德县财政局。

A1972年9月，由县向各镇、单位筹集资金建设甘竹滩洪潮发电站第二期工程，投

资额为423万元。：．

A1972年，顺德县第四次对国营工业和其他企业进行核定流动资金工作。

．△1972年，财政发生赤字额为16．8yY元。

A1973年全县统一以三号中等谷每担9．8元，作为农业税征收实物折价标准。征收

实物数量从1973年起改变为折征实物金额。用货币结算。

A1974年10月，组织固氮大会战，由县向各镇、单位筹集资金共809．2万元，进行

扩建年产万吨氮肥新系统的第二期工程。 ⋯
‘

A1975年1月，筹集资金206万元组织水泥厂扩建工程会战。

A1975年、4月，恢复征收农业税附加5％，上解地区财政局统筹使用，用于补助农

村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经费。 一

。．
一。

A1977年1月，按照中央规定冻结T206个单位fl<31976年底存款共4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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