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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这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

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

政通人和，百业振兴。恰逢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财政承担更

重任务之时，我市第一部财政部门的专业志书——《盐城财

政志》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可喜

可贺!
7 。

，

．：

《盐城财政志》以文字记载为主，口碑回忆为辅，查考历

史文献、资料和书籍并互相佐证，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记述了

盐城财政发展过程的起伏、转折及概貌，从而反映了本市财

政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纵览该志，我觉得有三个比较明显

的特点：其一，述而不论，把观点体现在内容上，寓褒贬于事

实之中，基本做到详而不芜杂，略而不失遗。该志分别在不

同的章节中记述了民国和日军占领时期，盐城人民辛勤耕。

耘、艰苦创业、不断开发，但经常遭受水、旱、兵灾，缺衣少

食，物价飞涨，备受掠夺的悲惨境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期间，英雄的盐阜老区人民胸怀全局，不仅积极参军，踊跃

支前，而且争先恐后缴公粮、筹军粮；建国后工农业生产不

断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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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长，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筹集了大量

资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财政工作的主要脉络和

历史轨迹。其二，详略得当，突出行业特点，体现地方特色，

反映时代风貌。书中重点反映本市财政收入、支出及管理的

变化情况，同时针对本市来自盐业生产的财政收入曾左右

过本地财政收入态势这一实际，特辟出专门篇幅反映盐税

收入的变化情况，显示出了沿海地区财政收入的个性特点。。

其三，严守志界，避免相互交叉。按照横分门类、纵写史实的

要求，详记本市史实。鸟瞰全市大势，不过多地记述各县和

基层的内容。对税收的记述．除财政部门负责征收者外，一

般只记述收入的变化及主要因素，至于应属税务志记述的

税种、税率及征收管理，该志从简或未及，这是比较得当的。

。5这本志书在记述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不溢美，不隐过。恰当地记述成功与失误，做到思想性、

，．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使其具有教育意义和实用价值，对
，

新时期的财政工作可起到资政、教化和存史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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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录、财税系统革命烈士英名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三、本志按章、节、目归类；目以下以黑体字显示，不如。
标码。 ～

四、本志文体除部分引文外，其余均为白话记述体。

五、本志计量名称、单位·民主政权时期的按原口径记

载，建国后以现行统一口径记载。对1955年3月1日前的
． 货币金额，除已加注外，一律按规定比率折合现行人民币计

量。’
’．．·

六、本志记载史实、统计数字，民主政权时期的按原行

政区划，建国以后的部分已按现行区划作了适当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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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市地处苏北平原，东临黄海，西毗淮阴，南连扬州、

南通，‘北接连云港，海堤内总面积14983平方公里，在1983

年建市并实行市带县行政管理体制以后，下辖城区、郊区、

东台市和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丰六县，共有191

个乡镇，1987年底的总人口为739万j是一个正处于发展

． 之中的江苏省直辖的海滨城市。 ，。’ t
．，

盐城古为“淮夷之地”，自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置盐渎县以来，迄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两千年多

、来，栖息在这块海滨大地上的劳动人民，辛勤耕耘，艰苦创

业，不断开发：汉初“煮海(盐)利兴，穿渠通运一；晋时“以鱼

． 盐为业"；元代因盐而兴，成为全国上等之县；明、清年间，境

内已形成大小数十个集镇，商业j纺织业颇兴；本世纪以来，

这里一直是本省乃至全国的重要粮棉产地之一。 ．

盐城是一座光荣的城市，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

要的历史地位。1940年10月，东进北上的新四军与挥师南

下的八路军，在大丰县境内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皖南

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

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领导人民浴血奋

战，英勇杀敌，并建立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

盐城”即为革命史实的真实写照，盐城人民无不引以自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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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骄傲。在抗日战争时期，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当代著名 ，

经济学家曾在这里战斗过、工作过：盐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

。工作，当时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相当的特色。在一切

服从于革命战争的原则指导下，盐阜区行政公署的财经部

门履行职责，充分地保障了军政供给，出色地从财政方面完

成了坚持对敌斗争和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任务。为完

成这_政治任务，盐阜区行政公署一是从当时当地的客观

环境、条件及其各种特点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并实施根据

‘地的财经工作方针及政策，坚持发展生产、培植民力，坚持

区别对待、合理负担，兼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

阶层的利益；二是认真开展查田定等，及时改革田赋征收制

．度，在相对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有效增加根据地政府的财

政收入l三是坚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经

。济；四是从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出发，不断改进和 ，

完善财经机构，并逐步建立起统筹统支制度、预决算制度、

金库制度、供给制度、粮食制度和检查监督制度；五是积极

改善和加强各级政府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一一。 ．’

‘

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盐城成为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专

署把。确保军需供给"确定为本区财经工作的首要任务。为

胜利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全区认真贯彻执行1947年华中财

。经会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全党当家静的三大方

针，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努力改善经济状况，大力开展缉．

私护税，在照顾人民负担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

入j同时，节流与开源并重，几度缩编裁员，清理资财；整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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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严格财经纪律，反对贪污浪费，以各种方式紧缩财政

，开支，解决财政困难。在解放战争中，全区人民继续发扬抗

战时期的光荣传统，胸怀大局，在踊跃参军支前的同时，积

极送缴公粮，预筹(借)军粮，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

和全国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盐城财政逐步建立、健全和

．、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

．‘

。，。|
·一’

⋯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盐

城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

就。．工业生产以纺织、食品、机械、电子为主，化工、建材、皮

革、造纸等也都有相当规模。到1987年，全市已有124个工

业产品被评为部、省优质产品，市江淮动力机厂S195柴油

一机、市拖拉机厂东风一12型手扶拖拉机、市无线电总厂燕

。’舞牌系列收录机等一大批拳头产品在全国畅销不衰，并纷

纷跻身于国际市场。全市工业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增强，速度

加快，批量投产的新产品数量连年增加，科技含量不断提

高．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盐城是全国六大优质棉基地

之一。棉花产量从1981年起连续七年居全省第一位．出口

量居全国之首；粮食产量居全省第三位；啤酒大麦产量居全

省第_位；蚕茧产量居全省第二位；猪牛羊肉产量居全省第

三位；水产品产量居全省第三位；水果产量居全省第一位。
’

535万亩沿海滩涂资源丰富，正在向科学开发、综合利用的

’方向迅速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全市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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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明显增强。到本志下限的1987年，当年实现国民生产
‘

总值61．5亿元；国民收入54．’5亿元，比1987年增加2倍、

多；工农业总产值102．2亿元，分别比1949年和1978年增
， 。加22倍和5倍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已上升到67．3％；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的产值

、已达到50％。与此同时，盐城市城乡市场建设加快，商品购

销两旺，1987’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21亿元，社会商7．

品零售总额达33．8亿元。在主要社会事业方面，教育事业．

在改革中继续发展，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办学规模不断扩

大，教育结构不断优化，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全市九年制义、

．务教育普及工作加快，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师范教育都得

到了加强，中等教育结构趋于合理，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进

一步发展：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医疗及防疫的基础设施和技

术力量都得到了改善和加强，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各种传染．”
’

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全市的科技事业得到进一步重视， ．

．各类科研机构和科技力量不断充实和加强’，科技成果的推

广应用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市政建 r

设方面，1987年底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12．5平方公里，36
‘ 个县属镇和大部分重点集镇的建设规划已经完成，基础设．

。施建设正在抓紧展开，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日益改善，城乡人
一

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观。- 一一。
二：

”

’一．．为了支持和保证地方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

展j财政部门在全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各项

财政收入，科学合理地安排和管理各项财政支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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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1987年，本市累计入库

年入库4．4亿元，比1950年增加21．8

作为沿海地区，本市盐税收入入库累

计超过9亿元(不含收入体制上划的14年中上解的部分)，

占总收入的16．2％。作为农业地区，本市农业税收入累计

完成8．3亿元，占总收入的14．9％。上述盐税和农业税年

收入绝对额虽然在增加或基本稳定，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全

面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在朝着

优化的方向逐步发展。到1987年，本市盐税收入的比重已

下降为9．7％，农业税收入的比重已下降为8．7％(建国初

期曾接近70％)。与此同时，本市作为发展中地区，来自工

业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在逐年增长，逐步取得了左右财政收

。入态势的地位。1987年，这方面收入的比重已上升为58％，

成为本市财政收入的主体。此外，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乡镇财政建设的加强，本市乡镇财政收入稳步增长，1987

年入库数已经达到16582万元，占县(市、区)全部财政收入

的47．7％，比重趋增的势头此后仍在进一步发展，这也是

本市财政收入结构趋于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财政支出方面，本市从1949年到1987年共实现

38．6亿元，其中1987年为4．3亿元，比1950年增加158

倍，年均递增14．3％。在累计实现的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

费支出12．3亿元，占31．9％I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15．3

亿元，占39．7％；抚恤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费支出 3．4亿

元，占8．7％；行政管理费支出5．4亿元，占14％；从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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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开始列支的价格补贴支出0．8亿元，占2．1％；其他支出

1．4亿元；占3．6％o本市的财政支出。，在1982年全省实行

财政预算包干体制以前，每年均由省财政核定下达(包括追

加)支出预算指标，保证了本地发展生产和社会事业的基本

需要，尤其是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提供了较多的财力支
． 持。1982年实行财政预算包干体制以后j本市的体制分成．

． 财力增加较多，当年就达到19268．9万元，比上年的可用

财力增长21．2％，财政支出也比上年增长8．9％，扭转了
‘

包干前一年(1981年)可用财力和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时下‘

降的局面。在到1987年底的六年中，本市体制分成财力年’
． 均递增17．9％，财政支出年均递增17．2％，大大高于财政

包干前历年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六年中，本市财政对企业

挖潜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教育、科技、文化文

’物、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有效
．n 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等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 ‘I|一

”

7，，在建国以来财政发展的同时，本市各级财政机构逐步 ．

健全，干部队伍逐步壮大，知识结构逐步优化，政治业务素

质逐步提高，财政工作者在支持生产经营、促进各项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埋头苦干，献智出力，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尤其是在建立盐城市以后，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理财领域，明确理财思路，干当

年，想来年，规划后三年，千方百计地把财政的发展建立在

～7比较稳固的基础上。在理财的操作上，全市各级财政部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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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发展生产、搞活经营和扩大流通。与此同时，财政

部门还不失时机地用足用活各种优惠政策，积极配合落实

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给企业放权让利，有重点、有区别

地支持了纺织、轻工、机械、电子、建材、化工、煤炭、交通、物

资流通、商业供销等主要行业或部门的骨干企业、企业集

团、税利大户或拳头产品，全力以赴促进增加经济总量，既

+为争取财政平衡奠定基础，又为财政的继续发展积蓄后劲。

当然，盐城市还是个处于初步发展之中的城市，财政还

面临着不少困难，尤其是过去长期以传统农业为主，第二、

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基础及致财源基础依然薄弱，

财政增加对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投入的难度还比较

大：面对这一现实j全市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正在从本地

实际情况出发，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真抓实干，努力为全市

财政的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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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财政机构

第一节民主政权时期的财经机构．
’

1940年10月初，根据中共苏皖区党委的指示，盐阜地

区成立了中共盐阜地委(又称第四地委)。与此同时，为完成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建立巩固的华中抗

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部署，新四军东进北上，与挥师南下的

八路军于10月10日会师于本市大丰县境内白驹镇狮子
’’

口。10月中旬和下旬。盐城县、东台县和阜宁县抗日民主政

府相继成立，并各自开展财经工作。 ，

1941年元月下旬，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军部设财

4经部，朱毅任部长，李人俊、骆耕漠任副部长。财经部下设计

。政科、总务科、粮食科和秘书室。与此同时，苏北区成立盐阜

．区盐务管理局，下设新淮盐场办事处和专管境内小盐场的
‘

直属税务所。同年9月，在胜利粉碎日伪向盐阜区发动的第
， 一次大。扫荡’’后，盐阜区行政公署宣告成立，下辖盐城、盐

东、建阳、阜宁、阜东、涟东、淮安等7个县和涟灌阜边区(设

办事处)。在行署与盐阜军分区联合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下，
， 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行署下设财经处，骆耕漠任处长，吴

一达人任副处长。此后，行署财经处在逐步建立各种财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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