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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地区人事志》是一部全面反映零陵地区人事工作历史

与现状的著述。志书上溯清末民国时期，下限一九九一年止，重点

记述了建国以后零陵地区的人事工作。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

地志办的精心指导，地直有关部门以及县市人事局的大力支持。

人事工作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人事工作历来与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息息相关，互为依

存l它受一个国家的特定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制约，但又作用和

保障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故有H人存政举．人亡政
'

息"之说。 ·

为了加快零陵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了

解，认识人事工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面，系统、科学地总

结经验教训，掌握其规律和特点。古人云： 。鉴古而知今"。通

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的研究，使之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给我区的人事工作者以智慧和启迪，它将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这就是我们编篡人事志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

由于史料的缺乏和编者水平的限制，加之时间仓促，还存有

许多不足人意的地方，我们热忱欢迎专家，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

赐教。

～九九四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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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篡 ’说 明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零陵地区人事工作

概况。

二、本志记述内容，上起1840年，下讫1991年，为记述需

要，在个别内容上上溯、下延。 r

三、本志设6章28节，以“管理"为中心，以“队伍．待

遇，，为主体，前冠大事记，后殿附录，以期整体内容之完整．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零陵地区建制和行政区划变

动频繁。本志记述，一般以行政建制成立和各时期实辖行政区域

为范围。为考虑记述的连贯和系统，个别地方有突破．

五、本志采用资料来源，除本局文书档案外，一概取自省，

地、区内各县市及衡阳市档案、图书资料。

六、为行文简洁， 矗中华民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称

谓，除第一次出现书写全称外，其后均简称为“民国’’和“新中

国一。

七、本志引文，一不般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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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一—————————————————————————————————————一

概 述

零陵地区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设置零陵郡作为地方

一级行政建制，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c其闾几经演变，至清

为永州府，民国时期为第七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初为永州专区，不久更名零陵专区。1952年并入湘南行政区，1C54

年并入衡阳专区，1962年，恢复零陵专区。 ．

清代，永州府辖道州，零陵、祁阳，东安，宁远，永明，江

华和新田等7县。区内职官设置沿袭明朝旧制，极少变更．据康

熙《永州府志)记载，永州府的主要官吏有知府、同知，通判和

椎官等各1人．他们都分署治事．加上各自下属吏役。共计48

人·零陵县主要官员有知县，县丞，典史、教谕等各1人，加上
各自下属吏役，共计148人．其他县略同，仅裁县丞一职-知府

为正四品，知县为正七品，其他小吏以未入流者居多．

清代开科取士，官吏多数出身科举．据《湖南通志》载，自

顺治四年(1647)至光绪七年(1881)，永州知府60名．其中注

明科举出身者25人．下属428名知州，知县，科举出身的24r人，

占57％强．零陵县59任知县中，科举出身的38人，占64％．少数

则系荫袭或捐纳进入仕途。 ．

清代中叶以后。任命地方官吏渐次消除重满轻汉现象。永州

oo名知府中，满族11人，蒙古族1人，汉族48人。下属428名知县

【知州)中，满族6人，蒙古族4人，汉族418人·但是，管理

官吏的大权，却始终高度集中在皇帝的手里。皇帝一言而为天下

法，通过军机处和吏部，实施自己对全体官吏生杀予夺的绝对专

制统治．府、州，县地方官吏只是服从皇权的奴仆。维护皇权缒

爪牙，本身不可能有任何重大作为．降至末叶，逐渐倚重京外封

疆大吏。府、县官吏的奖惩升迁，有时也可听命于湖广总督或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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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抚，一般吏役由府，县吏房管理．·

清代官吏实行年俸铡，以年为单位计算俦禄．府、州、县

官，俸禄都极其微薄。吏役年俸则更近于无·以至难以养家室．

顺治九年，永州知府岁俸银105两，知县岁俸银45两，书办等吏

役则年仅6两。

出身科举的官吏，往往不谙催科，听讼的为政之道，常常要

依仗幕友乃至仆役等人众协办·。来自捐纳异途出身的官吏，捐纳

花费既多，得补缺后，也要串通吏役，牟利营私．这样，府县衙

内上下相互倚靠，狼狈为奸的现象，往往成为公开的秘密．清遭

光《永州府志》田赋篇附录永明县赋税弊端。里长收饯粮入家·

官但凭票削领，私相授受。有假立名色，实无项额者，有派人协

济而混票冒支者，’支分瓜割。故清末府县官吏无能，官衙黑暗腐

败，乃制度使然，是永远无法改变，清除的．

民国时期，政体更新，零陵为湖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辖祁

阳、零陵，东安、道县，宁远，永明，江华、新田8县·改革官

制，实行公务员制度。专员公署定编19人，加上临时雇员为20余

人．民国30年(1941)，全区8县政府定编753人，县分一，二

三等，祁阳县最多，120入，新田县最少，67人，乡分甲，乙、

丙三等，乡(镇)公所定员1C"q7人。
。

专、县，乡各级公务员，一部分是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毕业

生，他们通过考试或可ll练合格后得虱委任．一部分则出身行伍．

从军官转为地方文职官员，以相应官职委任．民国38年，专署有

公务员34人，其中军校毕业的n人，零陵县政府公务员79人，其

中军校毕业的22人．另外还有一部份人，既无合格的学历，经

历，又未通过考试和训练，他们或者凭借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特出

的权势而身居要津，或者依靠“裙带关系"而得到任用．这部份

人多数不学无术． ．

国民政府仿效清代集权制度，把公务员管理权掌握在中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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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公务员分简任、荐任和委任三等三十五级，通过考试、训练

I录用，通过考绩铨叙升降．国民政府设考试院，下设铨叙部和考

试委员会，分别行使全国公务员的考试，铨叙等职权．区内人事

工作具体事宜。民国34年以前，由专员公署民政科办理，民国35

年移交专署秘书室办理．第二年，专，县两级始设人事室，独立

职掌人工事作。40年代，公务员制度并未得到认真贯彻，考试、

铨叙名存实亡。虽几经整顿，但收效甚微．官场勾心斗角，党同

伐异，机关长官与僚属结成帮派，相互依存而为所欲为。民国25年

湖南省政府通令整顿行政系统时称·各县科局长，或领衔颂扬县

长德政，或联名诋毁县长贪污。察其动机，非阿谀以见好，即挟

私以泄忿．或属派别之见，或因权利之争。以地方之人，办地方

之事，而不惜入主出奴。混淆是非。民国36年竞选国大代表，各

县国民党和三青团相互倾轧，丑态百出，双方都搞得焦头烂额，

也同时落得声名扫地。

民国18年公布《公务员俸给暂行条例》，22年颁布《暂行文

盲官俸表》，一直执行到民国38年．按湖南省政府民国30年规定

的减薪标准，专员月俸306,'、一34,0元，三等办事员月俸55-"60元．

其时物价扶摇直上。货币屡屡贬值，一层收入有时不足一日一餐

的开支。于是被迫加薪。但至民国36年，将薪俸增加到1000倍仍

然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开支．第二年全区公务员新俸只好改为

实物工资，一律折算成稻谷发放。微薄的收入为物价吞6巫，人人

生活艰难，也是促成各级公务员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中华人民共和圄建立以后，零陵地区的人事工作大体经历了

三个阶级l第一阶段是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

(1949""1966)·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lG年<1966""

1976)，第三阶段是矗文化大革命万结束以后．

新中国建立至矗文化大革命一前的17年，零陵地区的人事工

作特点t一是人事机构建立，人事工作全面展开。1949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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