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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巫世光

’《宁明财政志》在南宁地区财政局和宁明县党委、县人民政府的领

导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财政志编辑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全县财政

系统广大职工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辑部全体同志的辛勤劳

动，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在此，谨向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
示衷心的感谢!

宁明地处祖国南疆，与越南毗连，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十分丰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

方针指引下，宁明县财政212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推进全县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宁明财政志》除了简要记述清末和

民国时期的财政状况之外，重点是反映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宁明县财政的发展与变革，反映建国以来各个时期财政收支内容、本质，

特点以及生财、聚财、用财之道。通过财政收支综合反映本县各个时期

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体现了社会主义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人民
服务的本质。

．．

《宁明财政志》是宁明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财政志书，它可以起到。资

政、存史、教化"．的作用。编者尊重历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力求用准确的数据和翔实的事实来说明财政工作的发展变化，展

现出改革时代的成就和经验，既不作理论分析，更排除浮词空话，是一

部宁明财政的历史资料书。志书的出版，对沟通上下左右情况，交流_q2

作经验，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对向全县人民介绍

财政情况，使他们更加了解财政、支持财政212作也将起着很好的作用。
‘

我相信，《宁明财政志》的出版，必将促使全县财政工作取得更大

的成绩，对宁明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腾飞必将作出更大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

一，本志时限，上自清代光绪末叶，下至l 9 9 3年。

二、本志纪年，清末及民国时期均用旧纪年，月日均用农历；建国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月日均用阳历。
、

三、全志由序言、编辑说明、，图片、概述、9篇正文、大事记‘、附

录和特载组成，从总体、纵、横三方面反映本县财政工作的古今状况。

四、本志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财政状况，突出时代特点。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力求详写，

以突出地方特色。

五、本志有述、记，志、录、图、表等体，以志体为主，全书以篇、

章、节结构进行编写。
7

穴志内录用档案及各单位提供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各时期的重要文献全文或摘要附录于志中。

八、志中使“本邑"一词，系指现宁明县范围，即域内清代各州

(府)和民国问宁明、明江、思乐三县的简称。

九、志书使用的各类数据，凡1 9 8 0年以前的含下石乡，l 9 8 1

年起不含下石乡。

十、本志的数字，民国以前用方块字，建国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

述。 ，

十一、各种计算单位，民国以前用亩、市斤、两、元，建国后-二律

用公顷、公斤、公里、元等。

十二、本志所用数字，各年度财政预决算数以经南宁地区财政局审

核，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审批的数字为准，其他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

县统计局没有提供的，以主管部门的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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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8年，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水利：支农及基本建设支

出增加，财政总支出比上年增长1．4倍。
1 9 5 9年，续建一些工业企业和6处小型水利工程，增建学校

7 7所，基建、支农、教育经费支出增加，财政总支出比上年增长
6 3．2 2％。

l 9 6 2年，压缩开支，基建、支农、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及行政等

经费支出减少，财政总支出比l 9 5 9年减少5 8．o 3％。

l 9 7 1年，为企业提供大量的挖潜改造资金，投资兴建望下水电

站和4处小型水利工程，学校比l 9 6 2年增办3 6 O所，基建、支

农、教育等经费支出增加，财政总支出比1 9 6 2年增长2．2 5倍。

l 9 7 4年，除教育因增办学校2 1 6所经费支出增长外，工业及

水利建设少，基建及支农支出减少，财政总支出比l 9 7 1年减少

3 3．O 7％。 。

1 9 7 8年，建弄阳水库，修复安农水库垮坝工程，学校比1 974年

增办1 8所，科学文教卫生部门及国家机关职工比l。9 7 4年增加

1 1 2 8人，对少部份职工调整工资，支农、教育及行政经费支出增

如，财政总支出比1 9 7 4年增长6 7．8 5％。

1 9 8 O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本县经济建设的速

度大大地加快了，财政支出也随之逐年增加。支出幅度较大的年份是：
1 9 8 O年，由于l 9 7 9年对部分职工工资进行调整，l、9 8 O

年科学文教卫生及国家机关职工比l 9 7 8年增加1 2 6 O人，续建鸠

鸪水电站及建解轮水库等，支农、科学文教卫生、行政等经费支出增

加，财政总支出比l 9 7

8；出《关于办理开发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问题的通知

����x



业支出进一步增加，财政总支出比1 9 9 O年增加l 2．6 9％。

1 9 9 3年，本县经济建设较大规模地开展，各项事业支出大幅
度地增加，财政总支出比l 9 9 2年增长3 2．7 7％。

财政管理方面，清代后期，本邑各州收入，除解省外，余作土官及

‘流官养膳办公之用。

民国时期，．建立县级财政，各县统一收支。。
1 9 5 1年，财政由上级统一收支，地财收入由县安排。
l 9 5 2年起建立县级财政，同年至1 9 5 8年，实行分级管理，

收入分类分成。
‘

l 9 5 9年至1 9 7 o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
’总额分成，一年一度的办法。 梦

1 9 7 1年，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勾，收大于支，定额上解，支
大于收，上级补助，超收总额分成的办法。

1 9 7 2年至l 9 7 5年，以上年收支完成数为基数，核定收支基
数，确定补助或上解比例，增收分成。

1 9 7 8年至1 9 7 9年，核定收支基数，收支挂勾，收入超收总
额分成。

‘

1 9 8 O年至l 9 8 4年，实行“划分收入，分级包干，收支挂

勾，收大于支定额上解，支大于收定额补助，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
l 9 8 5年实行第二个五年财政包干，财政体制是“划分税种，核

定收支，分级包干万。
1 9 8 6年至1 9 8 7年，本县仍然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

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

1 9 8 8年至l 9 9 3年，本县在“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

干’’的基础上，核定基数，实行包干。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本县财力的壮大，为实现九十年代

‘全县现代化建设宏伟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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