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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从1928年3月建县至今60多年，没有编写出版过一部财政专

业志。现在，我市财政局编写的《启东县财政志》出版问世，从而填

补了我市财政专业志方面的空白，是可喜可贺的。

《启东县财政志》一书，以其丰富、翔实的资料，朴实，易懂的

语言，比较流畅的笔触，总结回顾了启东60多年财政发展的曲折历

史。它根据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从财政方面反映了国民党、汪伪统治

下的启东，经济萧条、苛捐杂税、人民生活贫困的状况；比较详细地

记述了我县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我县财经工

作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各项方针、

政策、法令，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完成粮赋、税收等征收任务，为

保卫根据地，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十分详尽地记述

了解放后我县财政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积极组织收入，合理安

排支出，加强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支

持促进我县各项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只有鉴往知今，才能继往开来。《启东县财政志》对于我们继承

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推进我市经济

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将起到重大影响。可以相信，广大读者，

特别是财政战线上的同志，必将从这本志书中吸取教益，积极探索新

时期财政生财、聚财，用财之道，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

出更大的贡献。

启东市市长

壹咿童暹灿掣M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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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一、本志在撰写中坚持详近略远、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

二．．本志上讫1928年3月，下讫1990年12月。民国时期记述本县

民国政府、汪伪政府及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为便于区别，凡述及民国

政府、汪伪政府的均加定义。由于解放前财政方面的资料不全，大多

数章节只记述启东解放后的财政情况。除大事记外，民国、汪伪政府

的部分财政情况在有关章节的附录中记载。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全志按县财政的职能和管

理体制共列10章41节57目；在文体上采用编年体和记述体相结合的编

篡方法，并辅以有关图表。为便于纵览，在文首列《概述》、《大事记》o

四、乡镇，公社及地名、官佑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惯称。民

国时期的记时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称“建国前(后)"，系指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后。

五、本志中建国前的财政-次支数据出自民国政府的《江苏省鉴》和

有关档案资料，建国后的数据均出自县财政决算。由于科目名称历年变

动较大，故对统计表上的会计科目根掘。990年决算资料作相应调整。

六、本志中的数字除序数用中文大写外，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

单位除供给标准外一律采用公制。

七，建国前的货币仍用原货币名称，1949～1955年3月1日使用的

旧人民币币值，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缩小为万分之一o ．

八，财政、税务工作有密切的联系，鉴于工商税收及革命战争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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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牺牲的税务人员由本县税务局记述，本志不再重复。

九，本志编写于启东撤县建市之后，由于记述的内容极大部分属

于县的时期，故仍称《启东县财政志》。在具体记述中，1989年11月

前称“启东县’’，后称“启东市"。为与“南通市秒区别，1989年11

月后凡涉及南通市的一律在市前注明“南通，，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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