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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国泰民安，百业俱兴，出现了

蛊世之年修史志的热潮。《三亚市财政志》是在海南建省，三亚

市升格5周年之际问世的，不仅是三亚市的一件喜事，也是全省

财税系统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戒感到由衷的高兴。今应三亚市

财政局和财政志编纂者之约，对志稿浏览之余，作此感言，是以

为痔o

财政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重要工具。

在建国前，它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其财政

收入用于地方公益的微乎其微。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无产

阶级政权运用这个重要工具为全国劳动人民服务，‘诹之于民，
用之于氏弦，今所编修的财政志，基本上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财

政本质的区别。编修财政志是财政部门一项基本建设，通过修志

可以全面保存地方文献，积累历史资料并用大量的史料系统地反

映各个时期的经济结构，分配关系，收支情况，管理制度等历史

实际，是地方财政部门的资料性著作，也是编写财政史和研究社

会经济史的重要依据。《三亚市财政志》能够主要地把三亚市从

清代末期至1990年的150多年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分别主次、详

略，实事求是地记载下来，其门类比较齐全，资料翔实，达到承

真见倍，是一部具有较强的专业特色和较浓地方特色的志书，能

为后人留下一部历史借鉴，为财政理论研究和指导实际工作提供

有价值的资料和参考，也必将对财政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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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在改革开放、开发建设海南特区的大潮中，经济建设

突飞猛进，财政收入翻了两番。现在，三亚市人民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正在高标准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向着国际滨海旅游

城市的目标迈进。美丽的三亚市以其丰富的资源和旖旎的旅游风

光吸引着五湖之宾，四海商客。我衷心地祝愿三亚市的经济建设

继续超前发展，财政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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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财政志努的编纂工作，始于1991年7月，在各有又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今天终于付

梓问世了，这是我市修志史上的一件好事。
’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表。本志的编写，目的在于全面而系统

地把本市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记载下来，给后人提供历史借

鉴。为发展三亚经济，建设国际滨海旅游城市服务。

财为庶政之母，国家之命脉，经济之枢纽。大凡国家建设，

人民生活和谋求事业，无不与财相关。三亚市财政工作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旧时代的财政，虽有某些制度和法规，但不很健全。

少数统治者滥用手中掌握的财政大权，苛杂浮加，营私舞弊，任

意鱼肉人民。其收支实为“摊之于民，用之于官矽。新中国成立

后，三亚市财政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盼路线，方针，政策
和法令，因地制宣，制定一些地区性的法规，逐步建立和健全管

理体制，管理制度，使财政工作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对

备行各业的支持，对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鹭。

岱三亚市财政志》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

今略古的原则，力求把我市财政工作的发展变化规律和兴衰起伏

过程详细地记载下来，既记历史，也写今日，既述成绩，也写失

误，真正反映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财政工作同仁可以从中学

到经验，获得教益。在体裁方面，有记，志、图，表，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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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排纵写结构。全志分为章，节、目等几个层次，门类比较齐
?

全，是一部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的新型志书。

三亚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正在出现日

新月异，突飞猛进，蒸蒸日上的新局面。《三亚市财政志》的问

世，也．必将对三亚市今后的财政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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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志工作是一项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而光荣的系统工程·我

们这次修志工作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修志，是打基础的工作，它所

包含的历史时限跨度特别长，史料搜集难度相当大，我们这一代

筢基础工作完成7．今后续修就似在基础上建大厦，方便得多
◆ 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贡献。

。

●。
，

钍

●

《三亚市财政志》于今业已成书，这是三亚市财政工作修志

史上的重大创举。这一部文字规范、观点鲜明的新型志书，系统

地、全面地、科学地介绍了三亚市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是一

部集思想性、资料性，史实性、科学性于一体的，具有时代特

点，专业特征和地方特色的资料书，具有“资政，教化、存史一

的重要作用·

我们是遵照“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拓未来"的宗旨来编

写志书的·《(三亚市财政志》的出版，使人们对三亚市财政工作的

过去和现状开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从它的兴表起伏、成败得

失中可以探索到它发展更化的客观规律o《三亚市财政志》的出

版。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的财政资金真正是“取之予民，

jII之于民一。证明了社会主义时期财政工作真正靠源于社会，造
福社会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

来，经过全面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各项事业蒸蒸日

上。奋方面的经济日互发展壮大，三亚市正在发展成为具有热带

特色的国际滨海旅游城市，因此，三亚市的财政工作必将jI}幂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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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形势而跃上新的台阶。

承前启后，既往开来，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广大财政工作者要认真从志书中吸取经

验，教训，振奋精神，同心同德，通力合作，为把三亚市财政工

作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6

石十铡瓦
1992年12丹二



，

}

，
；
；
?

a，

一．((---亚市财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

述三亚财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记述评价解放后财政工作的成败得失，

力求反映规律。 ．

二，断限，上起1900年下迄1990年，有些必要的项目的记述

还上溯至明清朝代。

三，体裁，采用记、志，图、表、加述序。结构横排纵述，

以门分类，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分章、节，目三个层次，以下

还有子目。全志共有5章31节和74个小目，图表22个，字数23

万。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体。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实事求是，将评论、褒贬寄

于记述之中。
’

五、度量衡单位，在清代按旧制单位顷(100亩)，亩、分、

厘、毫，石、斗，升，合、勺，抄，撮、圭、栗’两、钱、丝、忽、

微、佥、沙，尘、埃，渺、漠。民国时期以石、斗、升、合、两、

钱、分、厘，毫。解放后，除农业税计征和征收粮食用旧制市

担、市斤、市亩等外，余者按新的度量衡单位记载。

六、资料来源，主要采摘广东省、海南省，三亚市，三亚市

财政局档案馆(室)，中山文献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

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馆收藏的文献和资料，摘录《正德琼台

志》、《琼州府志》，《海南岛志》、 《崖州志》，《广东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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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Ⅸ广东财政概况》，《东粤藩储考》等记载的有关资

料，同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考实所得。

七、本志所记的解放前后P扶1950年5月为界。

．八，三亚市前身为崖县，1984年后改设三亚市，本书在设市

前称崖县，设市后改称三亚市。

九、工商各税(《三亚市税务志羚已详细记述，本志只作略
^=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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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位于祖国南疆边陲，地处东经108。56
7 30，--109。

48 7 28，，北纬18。09 7

34，一l色。87
7 27一，总面积1887．35

平方公里，海岸线全长179．25公里，沿海有19个港湾。全市有13

个乡镇，两个县级管理区、一个办事处，设有115个管理委l员

会，568个自然村，总人1：1362918人，其中少数民族160131人，

占44．1，呖。三亚市自然资源丰富，有48种价值较高的海产品。

有野生的珍贵禽畜，有1000多种热带林木，现已发现10多种矿产，

有丰富的海水原盐，附近还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54个旅

游风景点和旅游胜地，闻名遐迩的有牙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公

园，海山奇观，落笔洞、天涯海角。兰亚市现正在逐步开发建设
成为国际滨海旅游城市。 r

．

，

三亚市财政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过去，财政机

构很不健全。至民国18年(1929)，广东省颁发财政管理章程

后，各县成立地方财政管理局，设董事5人，崖县政府地方法团

选举代表充任，。地方财政遂为豪绅操纵。民国19年(1930)，取

消管理局，地方财政收入归于县政府的财政科(局)：解放后，

1951年，崖县人民政府财政科设有行政股，地财股、农村股。此

后，随着工业，农业、商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财政机构日臻

健全。1981年，崖县财政局设行政、预算，农财，企财，监察5

个股。1984年撤县设市后，财政局设政秘，行财，预算，企财，

预算外、商贸股和公费医疗办公室。1987年12月，三亚市升格为

地级市后，局机关机构做了较大的调整．1990年设有办公室，人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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