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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财政活动无不反映政治经

济，故财政志历来是志书中重要部分之一。上饶地区财政志详今略古，

既反映我区历史各时期的财政面貌，又翔实的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我区财政的建立和发展进程，记述全区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艰

苦卓绝的伟绩。专志告成，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上饶地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处闽、浙、赣、皖四省结合部，

历史悠久，资源丰饶，是著名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解放前，由于政

治腐败，外侮内乱，苛捐杂税，百姓挣扎在水火之中。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以革命根据地财政为雏形，伴随新中国的诞生，在新的社会

政治制度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区新型的社会主义财政。

我从事财政工作已近四十年，亲眼看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

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时期，安定团结，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财政稳定的繁荣兴旺

景象；也经历了象三年“大跃进”时期的严重困难，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动乱，给全区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使地方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最主要的就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遵循从经济

到财政的方针，坚持改革，精心理财，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

行，充分发挥财政分配职能作用。只有鉴往知今，才能继往开来．上

饶地区财政志，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上饶地区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财

政发展状况，辑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制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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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为全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决策，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

区域性的专志编纂工作，我们还是第一次，不完整、不妥善的地

方在所难免，衷心欢迎专业工作者和读者的热情教正。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过不断的探索改革，社会主义财政也必然日益

稳固、完善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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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

地记述上饶地区财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灶、

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事状，上

限不限，下限至1985年止。

· 三：本志体裁为志、记图表录，以志为主。采用横排门类，竖写

史实的体例和章、节、目形式，全志共九章三十六节。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称谓：历史朝代及纪年均用公元纪年。国

号及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

．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

年五月解放上饶区境前(后)，称解放前(后)。

五、本志起用纪年为：建国前用原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建国

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

六、本志对历史地理名称，各级政府职官称号等，均以当时历史

习惯称谓。

七、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统计表格数字进行补充，表随文

附，以求更全面反映史实。
’

八、本志文字中所有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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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金额单位均按当时币制单位，建国后以现行人民币为单

位，需要使用旧人民币为单位时，则用括号加以说明。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本局档案和地区档案馆，及各县市财政部

门，尚有部分是通过有关部门提供搜集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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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上饶地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俗称“赣东北”，地处闽、浙、

赣、皖四省结合部，是江西省的东大门，亦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

上饶地区的行政区划，1949年全区解放之初，辖二市十六县，以

后几经变化，现全区辖上饶市和德兴、上饶、广丰、玉山、铅山、

弋阳、横峰、余干、波阳、婺源、万年等十一县。总面积2279 1平方公

里，总人口为561．57)-人。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我国最早出现的财政分配形

式是捐税j它始于夏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以后各代王朝，

直至清代，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地方财政收入，统收统支，

尽收尽解。民国初期，在名义上划分了国家与地方收支范围，但对县

级财政无具体规定，实际上地、县政务经费依赖省拔，地方开支全靠

附加。直至民国24年(1935)始有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的明确

规定，但在民国29年(1940年)以前，县级财政仍处于省级财政的附

庸地位，民国30年(1941年)以后，虽然实行了省、县财政划分，规

定了收支系统，建立了预、决算制度，但由于政财困乏，收不敷支， 。

制度仍同虚设。
～‘

解放后，上饶地区财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

建设的推进，地、县财政得到了较大发展。1953年建立县一级财政，

1959年创建地区一级财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一级财政也

应运而生，并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财政管理体制上，为了适应



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中央和地方在财

政收支划分上曾采取过九种办法。总的趋势是由高度集中管理体制，

逐步转变为宏观控制下的分级管理，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到

1985年，全区预算的编制、执行，预算监督，预算分析，以及预算会

计工作和年度决算的编报、审批，年度预算的调整，追加或追减，都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为组织预算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加强预

算管理的同时，全区预算外资金，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到19

85年全区预算外资金已达1 0601．7万元，相当于当年财政预算内收入

的62．54％。从1983年起，向全区分配下达以预算外资金为征集对象

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收任务。

历代王朝，都治袭赋税制，赋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清代，

统治阶级不惜民财，挥霍浪费，加之连年战乱和灾害，苛征杂敛，赋

税尤重。
’

’

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仍以田赋为主，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工商税

收则占一定比重。地方财政由省核定收支，不足部分自行增加捐税弥

补。故地方政府巧立名目，捐重于税。各县田赋附加，名目繁多，莫

可计算，又复按亩摊派，漫无限制，民国23年(1 934)年地丁附加高

达180％，米折附加高达1 62．5％，此外还有货物捐、烟户捐、殷实

捐、人口捐，甚至滥发花票，预征附加名目众多。

新中国成立后，财政收入来源由单一变多元，其中来自国营经济

的收入占主导地位。1985年全区工商税和企业收入占全年财政收入的

81．64％，1957年全区来自国营企业收入只有2000元，1985年达到165

I．67)-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79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施

行，调动了地县二级财政增收的积极性，全区财政收入1985年比1953

年增长45．73倍。

览



历代向农业征收的田赋，在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农业税，它虽仍

是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在征收管理上一直贯彻执行“稳定税

负、藏富于民”的政策。1958年由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按常年产

量征收，二十多年来单产、总产成倍增长，但常年亩产和税率一直未

变。同时为减轻农民尤其是老区、贫区农民负担，除每年对自然灾害

造成损失酌情给予一定减免照顾外，还先后实行了起征点减免和老区

特困乡减免政策。

不同的社会制度反映不同的社会支出，在解放前的历代政府财政

支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清代财政支出主要以官俸支出为

大宗，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也以政务支出为主，解放后的财政支出则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要用于发展国民经济，逐步提高和改

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985年全区财政支出比1953年增长了近

20倍，经济建设支出增长了1 7．38倍。 “六五"时期，金区各项财政

支出中行政费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 3．36％。． ·

为促进生产发展，广开财源，从1981年开始，上饶地区财政将用

于工商企业的基建投资，企业技改资金等，实行有偿投放，滚动使

用，并将部分支农资金改为财政支农周转金，实行低息有偿投放。1983

年地区财政局正式组建了财政信用机构，对全区国营及集体所有制工

交企业、商办工业、场办工业、乡镇企业单位从事技术改造，技术和

设备引进配套，新产品开发，农业多种经营等，在资金上给予扶植，

对促进全区的经济发展、培养财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后，作为国家职能部门，担负了对行政、事业、企业单位的

财务管理，这是国家赋予各级财政部门的光荣任务，也是财政部门应

尽的责任。财政部门对全区行政、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的财务

管理，根据收入情况大体实行了金额管理、‘差额管理、企业化管理等

殳



办法，同时对部份事业经费实行了部分有偿使用，循环周转的管理办

法和对公费医疗实行定点医疗、经费包干，超支或结余与t-位、个人

利益挂钩，并实行门诊现金结算制度。这些办法，虽然不尽完善，但

调动了事业单位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减轻了财政负担，推动了各项事

业的发展。

国营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是社会主义财政的基础。金区在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国家财政大量投资，逐步建立起

一批国营企业，到1985年已建立起冶金、机械、电子、煤炭、电力、

轻工、建材、食品、化工、造纸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基础，

国营商业网点遍布城乡，流通渠道四通八达，已初步形成“多渠道、

少环节、开放式”的商业流通网络：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在各个

历史发展阶段，实行了不同的企业财务管理办法和制度，国营商业企业

财务隶属关系，就历经六次上收下放。随着改革的进程，企业的分配关

系也不断发生变化，国营工业企业在实行企业基金制度的1979年，应

交财政利润占实现利润的8 l％，企业留成占1 9％，实行第·步剩改税的

1 983年，应交财政收入为实现利润的49．9％，企业留利净额为36．2％，

第二步利改税的1 985年，应交财政收入占实现利润的45．83％，企业

留利j争额占33．76％。

上饶地区国营农业企业大多是1958年干部上山下乡兴办起来的，

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体制，1978年全区农垦

企业盈亏相抵：争亏损达202万元，1978年以后，普遍推行“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盈利留用，亏损不补”管理办法，并在农业企业内部先

行推行联户承包责任制和家庭农场经营承包责任制，．同时增加对农业

企业的财政性投入，改变单一的农业经营结构，企业由此得到较快发

展，企业普遍扭亏为盈，1985年上交税利达16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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