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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盐学会温州分会成立纪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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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于江苏盐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苍南县盐务管理

局工作，后调县纪委工作，最后，奉调温州市盐务管理局任职，主管全市盐务工

作，可谓我与盐业结成了不解之缘。如今，《温州市盐业志》即将付梓，嘱我作

序，义不容辞，欣然命笔。

我国盐产资源丰富，分布面广，盐类产品较多，有井盐、岩盐、池盐、海盐等，

其中海盐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位置。

浙江产盐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产盐。唐朝中期，浙江省盐产初具

规模，就温州而言，永嘉已成为“全国十监”之一，并设盐官管理盐业。五代至北

宋末，温州盐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并以永嘉场为中心，向南北扩展，形成了天富

北监、长林、永嘉、双穗、南监五场。随着产盐区的不断扩大，盐产量也大大增加。

宋乾道末年(1171—1173)，温州盐产量高达194400石。

历代官府十分重视盐业。俗语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其中盐，不仅是人民生活必需品，而且还可医治百病。现代医学专家把食

盐加碘作为当今世界消除碘缺乏病，保护儿童智商，提高人I：1素质的最好方法。

盐的用途极其广泛，除民食、治病等外，还用于工业生产，尤其是化工用盐，需要

量相当大。

盐税历来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唐代盐税收入相当可观。据《新唐书·

食货志四》云：“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宋、元、明、清，以至民国，盐税在国家财政

收入中，虽然远远不及唐代，但它仍被各朝政府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

一。如清末民初，向外国借债，就是以盐税作为抵押的。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广大盐业干部职工，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恢复和扩建盐

场，不断提高制盐工艺水平，提高原盐产质量，为国家增加盐税收入发挥了积极

作用。1950年，全地区盐税收入，占全区工商各税收入中的15．58％o 50_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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