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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民国初年，全县仅三万多人，百业萧条，田赋粮为财政主要收

入．军伐割据，战乱频繁，苛捐杂税任意加派，无县级财政可言·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始建立预决算制度，仍无固定收入，

县长，秘书、科长等薪俸由省直拨；地方经费量出为入，全赖各税

附加，从田赋筹款。是年应征田赋正税6 7 5元，摊派附加16866

元，还加收杂粮l 5 O O元，保安经费7 2 O元，为正税的2 8

倍，实为无物不税，无事不捐。人民实不堪命，加之兵荒水，旱、流

亡，人口比前清末减少近半·办学修桥，，仰赖于公学产、桥公会，．

晦定产业^招租纳典白收自支，北川县历史上就属于四川四大穷县

之二，自民国二十九年(1 9 4 O年)以来，朝价夕涨，财政预算

无法控制，二年数次向省要求追加公教人员生活和粮价补贴，仍难

维持最低生活，财政崩溃，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年)·

l 9 5 O年以来，县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坚持社会主义财

政经济人民性、生产建设性和计划性，量入为出，执行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增加生产励行节约的管理原则。三年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重在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按农民负担能力征收农业税；

国家工作人员节衣缩食，以最低生活水准实行供给制；生产，企事

业单位暂时维持，渡过难关。国民经济恢复以后，积极发展生产，

开辟税源增加财政收入，通过分配提供国家机器、生产建设及各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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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发展资金。 ‘‘一五"计划时期文教卫生科技事业较大发展；

。=五"计划时期支工支农大办农业；1 9 5 7年国营企业已有利

可交；l 9 6 O年至1 9 6～年国民经济失调，财政减收，l 9 6 3

年调整，1 9 6 4、1 9 6 5两年又持续上升； “文化大革命黟十

年下降，工业亏损，商业企业减收。l 9 7 6年秋粉碎“四人帮黟

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

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等一系

列经济政策，工农业产值上升。l 9 8 2年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一

稳定包干基数，分成比例增加；1 9 8 4年起企业实行利改税；以

协助新建。伍厂二站，，等国营工商企业为重点，搞好经济核算，·．．

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农村养、

殖、茶叶、果、桑蚕等生产基地，培植财源，提高效益，增加税收：-．

1 9 5 O年财政收入l O．3 9万元，仍以农业税收入为主，‘支出

5_．4 7万元；1 9 8 5年收入9 8 2．5 9万元，支出9 6 6．9、2

’万元，分别增加9 4倍j l 7 6倍，农业税仅占总收入的0x．25％；、

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科学事业支出，l 9 5 O年2．8 g元，l 9，8·

5年、3＼9 4．2 l万元增长1 3 5倍，初步走上了良性循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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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民国时期
，

-’ (一)+征收课：民国元年(1 9 l 2年)，废清末经征局设征

收课，课长由地方推选公正士绅报县知事委任，配课员二人管理各

项税赋正解。

(．二)征收局：民国二年(1 9 l 3年)五月改征收课为征收

局，县知事兼任局长。县财政划分国、地收支案，改订税制，改丁

粮为田赋jE税(丁粮)。附税(捐输)，管印花、烟、糖、酒，油

契税、杂捐及县的附加各税；

√’(三)收支所：民国八年(1 9 l 9年)，参事会成立管理县

级财政收支及征收自治税机关。民国十年(1 9 2 1年)划分国，

地税收支系统，在征收局内设地方税收支所，专管地方税(肉税、

杂捐、．附加及公产，学产等)，征收局长兼任所长。设司事二人，

所丁二人。
’t

一 (四)财务局。民国十七年(1 9 2 8年)设财务局，职能是

征收税款、募捐公债、管理公产二县财政统收统支和地方其他财政

事项。内设第三课一一地方税课，办理地方税征收事务，并同时成

立地方税捐公学产监察委员会，由地方互推委员三人，审理各项地

方税捐和公学产收支状况·：

． (五)财政局；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七月财务局改名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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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民国二十年(1 9 3 1年)地方税公学产监察委员会改名财务

委员会，监察和审理地方收支预决算。

(六)财政科：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财政局改财政科

即县府第二科。主管县级财政统收统支和年度预决算，直至民国三

十八年(1 9 4 9年)十一月。

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改组北川县财务委员会，选举委

员长一人，设财务委员各一人，直接办理赋税征解。财务委员会一

年一届，到期选举。八月国税部分印花、烟、酒、糖税由绵、江、

彰，平，梓、安、北税务分所平北办事处派员征收。

(七)县营业税稽征所：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十二月

成立，县长兼所长，绵阳分局委派主任委员，所内设二等所员三

人，顾员二人，公差杂役一人。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移并

江油派员驻征。七月改为四川省营业税局彰明征所：lLJs1分所，专收

营业税、所得税。

(八)税捐征收处：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按六等县标

：准，在县府财政科内设税捐征收处，接替财务委员会的税捐征收事

， 务，科长兼征收处主任，会计兼组长，组员二人管理地方税征解。、

：．．．(九)经收处s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撤消县财务委员

会，改经收处为征收处，由县府管辖和监督，设主任一人，内分三

组，一组管总务．稽核、女赎；二组管税务征解；三组管公产学

产。每组配组长、会计、会计佐理员各一人、二等组员二人、办事

员五人、雇员三人、公差四人，经费列入预算由省统支。按行政区

划，下设丙等经征区三个。将：：iLJlI营业税稽征所改为川康直接税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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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分局=ll二lll查征所，委派主任，设稽征员、税务技术员和档案报

表管理员。十一月哗北办事处’’改为“安北办事处黟，：ll二llI由安

北办事处派员驻征。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ll二lll查征所为

岁入不抵岁出，从十一月一日起撤销，由江油分局派员征收。

(十)税捐稽征处：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八月，划分

财政收支系统，撤销县政府经收处，成立北川县税捐征收处，经收

处人员移交税捐征收处，接办田赋，契税、土地税和江油移交的营

业税，所得税。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年)，按省规定从一月一

’日起税捐征收处统称税捐稽征处。按五等处委派处长一人。内设两

课，一课长处长兼任，二课长委派，配一等税务员四人，二等税务

． 员二人，三等税务员一人，一等事务员三人，二等事务员二人，雇

员三员，是年起税政稽征处为国、地税统收机关。直至民国三十八

年(1 9 4 9年)·
‘’

’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
，’

●

(一)财政科：l 9 5 0年1月l 5日，县人民政府成立，接

管国民岢政府财政科，留用三人新配三人：首任科长张正，办公地

点在县人民政府内。l 9 5 2年增至七人。设岁入岁出会计、审计和

’契税主管员。l 9 5 2年财政科随县府迁曲山，办公地点仍在县府

内．1 9 5 3年至l 9 5 7年6月，配备十至十三人，有正副科长，

会计、公产、自筹经费、审计、监察主管人员。 ：．
。

(二)税务局：l 9 5 O年4月，建立：ll二lll县人民政府税务

局，Eht著Jl县长母广轼兼任局长，留用人员四人配十人。设工货税，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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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会计三个股和下属所组，配备股所长六人。税收、，勤杂。

炊事员等十四人。l 9 5 1年4月改北川县人民政府税务局为北川

县税务局。工货地方税股改税政股，撤销治城税务所、业务由县局

税政股直接办理，全局人员共三十一人。l 9 5 2年税务局随县政

府搬迁至曲山中街， l g 5 3年9月，设三股一组：秘书股、?税政

股、计会股，价检查股改为监察组。 ．

(三)财政局：1 9 5 8年5月税务局、财政科合并为=ll己Jll县

财政局，设办公室，内分税政、企财、预算、农财、公产和区社财

务辅导员等主管人员。局科领导分别担任芷副局长。

l 9 6 1年9月1日财政、税务两局分开，人员按业务划分。

税务局除正副局长外，．业务仍设税政、会计两个股和一个办公室，

全局职工2 6人，地址在曲山新街。财政局仍在县人民委员会内办

公，除二名副局长外设有预算、总会计、农税公产、基建、监察、

企财等业务主管人员。

l 9 6 6年3月财政局：’税务局又再次合并为财政局，一个牌

子两套人，股室人员不变。办公地点在原税务局内。l 9 6 9年5

月学习宁宝经验，撤销北川县财政局。县局内选留五人在县革委生

产指挥组财贸组下设财税业务组内工作。其余人员一律到“五七黟

干校(治城乡)，财政局新修办公大楼和宿舍收归县革委作招待

所。
’、

， (四)财税市革命领导小组；l 9 7 0年I O月恢复财政局，

在“五七，，干校和调出人员一律调回。’并将工商市管会、检定站并

入成立县财税市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地点在原县委大楼，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税政、预算、农财、会计、企财股、工商市管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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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l 9 7 1年1月工商市管检定分出后，财税市革命领导小组改

为北川县财政局革命领导小组，原财税业务股室不变。l 9 7 1年

1月取消革命领导小组名称改财政局，设办公室和政工，税政、农
‘

财，预算，企财股，公产所。l 1月l 3日编为税务人员5 5人．

1 9 7 9年1月1日起列事业编制并新招收2 7名．在曲山战斗路

新建财政局三楼一底l l间l 6 O 0平方米办公大楼兼单身职工宿

舍，l 9 8 O年7月搬入新房内办公。

(五)财税局：1 9 8 1年8月财政局改名财税局，业务股室

无变动。

1 9 8 4年8月l El财税局分为财政局、税务局·各设正副局

长。税务局办公住宿在二，四楼；财政局办公住宿在一，三楼·税

务局设秘书、税政、利监、计会四股和局长办公室。l 9 8 5年底

配备正副股长八人，所长四人，副所长五人，有职工(包括大集体

以工代干)共6 1人。财政局设秘书，预算，公产、企财、农财，

乡财政指导等股及局长办公室。原县政府设在财政局的公医办和控

购办公室都无变动，全局职工共3 0人。

(六)审计局；l 9 8 3年l 1月新建，l 2月2 0日正式任

命副局长一人，l 9 8 4年调干部5人，设办公室，按照审计范围

分工行政事业，商贷审计负责人。l 9 8 5年调干部7人并任命了

正副局长。

第三节财税下属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建有财政，税务下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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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l 9 5 O年县府财政科在全县四个区公署内配备财粮助

理，．办理区内各乡公粮折价款和区乡经费。乡一级由乡文书或指定

人员兼任。1 9 5 5年通El、擂鼓区撤销，财粮助理随之撤销，基层

财政工作直接由乡与县办理收支事项，l 9 5 8年5月财税合并，

税务所组及财政所，组，财税兼管，l 9 8 4年税务分出区建财

办、乡建财政所。

税务：l 9 5 O年4月建立治城、曲山、陈家坝、小坝四个所

和通口，片口两个稽征组。l 9 5 1年4月撤销治城税务所，业务

直接由局办理。新设璇坪、坝底两个稽征组。l 9 5 2年县城迁曲

山，撤销曲山、小坝两个所，新设擂鼓、治城两个所。曲山所业务

由县局直接办理。小坝所改为稽征组隶属治城税务所。l 9 5 8年

5月财税合并后下属所组更名财政所组，1 9 6 1年9月1日财政

税务分设，更名税务所组。I 9 6 6年3月财政税务再次合并财政

局，所组又更名。l 9 6 9年5月撤销财政局，财政所组划归当地

区、乡社革委管理。 1 9 7 O年1月财政局恢复以后，所组收归财

政局管理，l 9 8 4年财政税务分设，县局分别管理下属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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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财政收支

第一节民国时期

(二)体系：民国初期沿袭清制，实行中央(国家)地方两级

财政；地方财政包括省、县，乡·县在体制上尚无财政可言。附属

省级财政。县财政权掌握于县知事公署，由知事负责经征税赋，执

行征解，收入全存国库A民国元年(1 9 l 2年)北京政府厘定

《国地政费标准》。民国二年(1 9 l 3年)订立《国家税、地方

税法草案》，划国家、地方收支范围，县一级财源与权限仍未作具

体规定。属于国税有；田赋、盐税，关税、常税、统税、厘金、矿

税、牙税、当税、牙捐、当捐、酒税、糖税、

地方税：田赋附加、商税、牲畜税、米粮捐，

捐、船捐、店捐、戏捐、’车捐、茶馆饭店捐、

行捐、其他捐等二十余种。国地两税分别由江油、绵阳、安县等税

捐稽征所派员驻征，上解中央或省，不和县财政发生直接关系。县

行政经费悉数由省支付。地方自治事业如团局三费(揖捕、提解、办

案)及地方工程、文庙，夫马开支均随粮附加，属于地方开支项的

立法、教育、警察、实业、卫生、救恤、工程、·公债偿还，自治职

员及征收费等十种均向省报领奏销。

- (二)财政收入：是以田赋征收为主，其次是契税，房捐，公

学产和县应收各项附加税等。

(1)田赋：．田赋征收数仍袭清末赋税额三百一十九两七钱，

遇闰加征银一百二十三两四厘，外交火耗银七十五两七钱五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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