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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49年5月5日本县获得解放。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国家财政也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我县财政三十余年来，根据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在财政体制上经历了由“统收统支，高度集中”和多种形式

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一的发展过程，但始终体现了人民财政“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本县的财政收支规模也不断扩大。县

级财政收入，如以1 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基数，至1 982

年，增长达二十四倍以上；同期的财政支出也增长近二十倍。按照体

制规定应上交的资金也增长九倍以上。财政的收入来源，从解放初期

主要取之于农业，逐步转变为主要取之于社会主义工商企业。至1982

年，农业税占金额预算收入的比重下降到5．76％j而主要来自社会主义

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商各税收入的比重上升至85％。解放以来，县

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支援农业，企业挖潜改造以及教育，科学，

卫生事业等四方面的资金，占总支出的70％以上，鲜明地展示了由供

给型财政向建设型财政转变的进程。

·。解放三十余年来，县财政在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正确处

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

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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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也曾

出现过某些失误和困难。如从1958年开始的几年“大跃进”中，受高

指标、浮夸风的影响，财政收入“放卫星”，以致有虚收实支、 “一

平二调”的错误，以后在三年调整时期进行退赔。在靠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浩劫中，特别是1974年至197。6年的“批林批孔”期间，连续三

年未能完成财政收入任务，依靠上级核减任务、提高分成比例或增加

补助，始求得县级预算的平衡。1976年的财政收入，竟倒退"至_1969年

的水平。但就三十多年的总趋势看，生产持续发展、财政收入同步增

长的大好形势是无可否认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

经济与财政收入进入了一个新的腾飞阶段。自从1980年实行“分灶吃

饭"的财政新体制以后，本县财政收入于1982年突破了一亿元大关。

县财政每年均有较多的结余，为进．-步发展生产建设积蓄了一定的机

动贼力o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解放之初，根据中央对新解

放区的税收“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

则，一方面积极组织收入，以保障供给；同时，一律废除民国时期的

各项地方性苛捐杂税，与民休养生患。一随后，即着手建立新税制，

统一全国税政，相继公布各种税法。当时，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故采取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把税负落在许多点上，尽可能从多

方面组织收入，同时调节各种经济成分的收入，以配合国家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中央强调税收制度的经济杠杆作

用，要使之成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具，实行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与此同时，为了

适应生产和流通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根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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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对工商税制作了若干修正。‘1956年对私改造基本完成，自此

以后j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二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一

对工商税制也相应地作了多次简并≮调整和‘改革。自1959年r至1 966、

年，先后停征了利息所得税、集市交易税和文化娱乐税。至此，我县

实际开征的只有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车船使用

牌照税等五个税种。1 973年着眼于简化稽征手续，又进行了税制改革，

全面试行工商税，在基本上保持原税负的前提下，合并税种，并再一

次简化税目、税率。

由于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经济的日益发展，征纳关系与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时期显然不同，因而，在税收的稽征管理上也相应地采取了

若干适应新情况的措施。国家税收机关在大力组织收入的同时，还着

重帮助社会主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加强经济核算，以促进其创造更

多的社会纯收入，由此而进一步扩大了财政工作的作用范围。

三十余年来，税收管理体制与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也由高

度集中转向分级管理，多次修订了有关规定，以便各级地方政府能在

规定的权限内，因地制宜，及时处理好税收征免问题。对此，我县曾先

后作出若干规定，对照顾困难，培养财源，特别是扶持社队企业的发

展，曾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不仅要求税收能更

多更好地组织财政收入，以保证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之所需，

同时还要通过税收这个经济杠杆，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经济体制改

革服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1979年以来，在税制上

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我县解放三十余年来财政税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党领导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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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形势不断发展，情况日新

月异，改革之风，方兴未艾，经济腾飞，不难预卜。值此政通人和，

万象更新之际，我们坚信，财税工作也必将开创新局面，更好地为

“四化一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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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政收支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是我国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按照国
～

家法律的规定，组织财政收入；统筹安排，合理分配资金，保证地方

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是地方财政最主要的职

责。本章就解放以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本县财政收支情况，作简

要的记叙。
h

7第一节 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变革．
t“，，

我县自1 949年5月解放至1 982年这三十三年多时间里，根据不同

万史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按照中央和

省的有关规定，县级财政管理体制，有多次变革，兹分述如下：‘

△高度集中，统收统支

(1949一一1953)

建国初期，为了支持解放战争继续进行到底，医治战争创伤，迅

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其特点

是：一、一切收支项目、收支办法、收支范围和收支标准都由中央统

一制订；二、一切财政收支统一纳入国家预算，收入全部上缴中央，

支出全部由中央拨款，年终结余上缴中央；三、国家的财权和财力集

中于中央和大区两级，主要集中于中央。

．我县于1949年5月暂时沿用经省税务局略加修订的旧税法开始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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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并征集公粮、公草，收入全部上缴。支出从1949年6月份起，按月

造送月份经费决算书，报经浙江省第十专员公署财政处核销。主要的

经费支出为：行政费、．教育费，监犯费、财务费，优恤费等五款，并

以人员经费支出为大宗。’政府工作人员多数为供给制，少数为薪给

制。前者按国家统一规定供应伙食及生活必需品；后者基本上保持其

原有工资水平。鉴于当时物价尚未稳定，为保证薪给制人员的生活，

采取按折实单位发放工资。折实单位牌价，由银行每日公布。‘

本县1 950年的经费，仍采取按月报送月份支出决算书的办法。经

费支出科目增为：行政支出，公安支出、司法支出、教育文化事业支

出、卫生事业支出、农林事业支出、民政事业支出、财务支出等八

款。同年4月又增加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及粮务支出两款，共计十款，

称为中央经费。同时，将地方一些零星收入，如规费收入、公产学产

收入，罚没收入等项，归地方自收自支，用于乡村行政、小学教育、乡

村邮电及优待军工烈属等费用，称为地方经费，其数额甚微，仅为中

央经费的3％左右。自5月份起，经费核销机关更名为浙江省绍兴专

员公署财政科。
。

’

1 951年体制无重大改变，惟因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为动员青年参

军，支出中增加动参经费一款。 ．
|__ ：

1952年本县始编年度决算。决算分省款和地方款两大部分。·省款

支出分四大类：社会文教费类、党派团体补助费类，行政管理费类’』

其他费类。地方款称为乡镇财政，其收入来源有：’工商业税附加收

入、规费收入、公学产收入、罚没收入：其它收入及上级补助收入

等，其中上级补助收入占50％以上。地方款支出项目有：交通支出、一

市政建设支出、文化支出、教育支出、训练支出、新闻支出，卫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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