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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由浙江省人民政府

主席谭震林委任税务局长委任状

澄潭财税所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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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有百政而财为母"，财政乃关系国家盛衰的大政，国家赖以生存

发展的基础。而县级财政则为一县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建国40多年

来，新昌县财政税务工作在经历曲折发展进程中，为提供国家建设资

金、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时期，新昌县的建设日新月异，经济繁荣昌盛，财税工作更是成绩

斐然。

财税战线的同志趁编修《新昌县志》之机，努力搜集了各个时期财

税活动的大量史料。除提供新县志的有关篇章外，还编纂成《新昌县财

税志》一书。这是本县第一部财税专业志，记述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

财政税务活动史实，富有新旧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教训，可供财税工作人员“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起到“存史、资政、教

化”的作用。

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服务于斯的“县人”，对《新昌县财税志》

的出版不胜欣慰，故乐为作序。

原新昌县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现县 俞辉华
志顾问，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

1 992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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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解放后，新昌县在各方面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安定团结，

经济上蒸蒸日上，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盛世的到来，为我们修纂

各类地方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早在1 983年，县委、县府就作出了关于

编纂《新昌县志》的决定，几经曲折，县志现已付印。与此同时，不少部门

组织力量，在为县志提供分志稿的同时，编写了号业志，《新昌县财税

志》就是其中之一。县财税志的编成，是我县财税战线所取得的一项重

大的文化成果，值得庆贺!

《新昌县财税志》上溯清代乾隆年问，下迄1989年，记述了各个不

同历史时期的财政体制和赋税管理情况。志书简述民国时期及清代的

史料，详写建国后的新制度和贯彻执行财政税收新方针、政策的史实．

符合详今明古原则。《新昌县财税志》将为我们研究本县财税事业的现

状和历史，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发挥重要作用。

《新昌县财税志》是全县财税系统广大财税干部共有的财税史绩，

也是修志人员心血的结晶。希望财税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继续发扬修

志的艰苦奋斗精神，为搞好财税工作，振兴新昌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新昌县县长、县志编委会主任’ 陈录堂
现县政协主席、县志编委会副主任

1 992年冬



序 三

新昌县《财税志》是本县第一部财政税务专业志书。志书的编修始

于公元1 985年夏，成书于公元1 993年春÷历时七年。

县财政是本地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志书涉及范围广，总揽一县经

济概貌。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本县的财税工作在历经曲折的发展过

程中完善其职能，为国家建设事业，为发挥地方经济，为提高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作出贡献。专志“利今世而惠后人"，使我们对古今财税专

业状况能大体了然，基本史实展卷可得。志书出版，有益于积累资料，保

存文献，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有益于自觉运用财政税收经济杠杆，为社

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为振兴全县经济服务。专志也是一份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税收区别于资本主义财政税收的专业教材，对于向

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编史修志过程中，我们得到省财政厅、绍兴市财税局的大力支

持，得到兄弟县局、县内有关单位和财税战线的老同志的热情帮助，对

此，我们深表感谢。

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将造就财税战线的新一代风流人物。我们深

信，风华正茂的年青一代，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出比前人更加

辉煌的财税史绩，为《新昌县财税志》续写更为绚丽的篇章，永世流传。

财政税 务 局 局 长 朱仲德

一． 碧露磊磊誊、岛怠瑟娄镊要陈永1终
财政税务局副局长一r童幢
《财税志》编写领导小组组长

。砥珂

1993年春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按照“详今明古”、“求

实存真”、“述而不论”的原则编纂而成。

二、本志记述财税专业的历史和现状，着重记述县级财政基础资料和独家资

料，努力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以存史、资治、教化。

三、本志上限努力追溯所记事物发端，下迄于1989年，详记民国时期和建国

后县财政、税务演变发展。人事更迭及大事年表记述至1990年末。由于编纂、印

刷、出版过程时间较长，部分资料延伸到1992年。

四、本志首列序言、图表、彩照，中设财政、税收、机构人事三篇。共十四章。以

章、节、目、项四个级次展开叙述。后歹}j大事年表、资料辑存、编纂者名单等。

五、文中纪年采用习惯法，王朝纪年和民国纪年均附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

元纪年。

六、古代至民国时期币制及计量单位，按当时实际情况记述，必要时注明现行

比值，解放后一律以人民币为准(1955年3月以前的旧币均已折成新币计算)。表

上金额单位在文中注明。计量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记述。计量上的亩、石、市担，下

以类推，不在文中一一书写，以省文字。

七、常用专名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约定简称。“建国前”、“建国后”以1949年

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5月22目新

昌解放为界。

八、县域范围和行政区域变化较多，为保存历史本来面目，减少折算困难，各

项统计数据均按当时政区范围编列。

九、地方财政收入中工商税收，不包括本县征收的省属企事业的税收数额。

“税收总额"与财政收入中工商税收数额不相等。

十、资料来自省、县档案馆文书档，历代县志、财政决算及各类统计报表，向有

关同志调查采访所得，经鉴别、核实、整理后载入，本志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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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口 罩
日 永

财 政

第一章概述⋯⋯⋯⋯⋯⋯⋯⋯⋯⋯⋯⋯⋯⋯⋯⋯⋯⋯⋯⋯⋯⋯⋯⋯⋯(3)

第二章管理体制⋯⋯⋯⋯⋯⋯⋯⋯⋯⋯⋯⋯⋯⋯⋯⋯⋯⋯⋯⋯⋯⋯⋯⋯(6)

第一节沿革⋯⋯⋯⋯⋯⋯⋯⋯⋯⋯⋯⋯⋯⋯⋯⋯⋯⋯⋯⋯⋯⋯⋯(6)

第二节预算编制⋯⋯⋯⋯⋯⋯⋯⋯⋯⋯⋯⋯⋯⋯⋯⋯⋯⋯⋯⋯⋯⋯(9)

第三章财政收支⋯⋯⋯⋯⋯⋯⋯⋯⋯⋯⋯⋯⋯⋯⋯⋯⋯⋯⋯⋯⋯⋯⋯⋯(17)

第一节民国时期财政收支⋯⋯⋯⋯⋯⋯⋯⋯⋯⋯⋯⋯⋯⋯⋯⋯⋯⋯(17)

附录：浙江印花烟酒税局新昌土烟特税分局兼上嵊新烟酒稽征分局

岁入、岁出决算数及新昌土烟特税分局兼办上嵊新余(奉、天)

分局岁入、岁出决算数

第二节解放后的财政收支⋯⋯⋯⋯⋯⋯⋯⋯⋯⋯⋯⋯⋯⋯⋯⋯⋯⋯(38)

第四章财政管理与监督⋯⋯⋯⋯⋯⋯⋯⋯⋯⋯⋯⋯⋯⋯⋯⋯⋯⋯⋯⋯⋯(51)

第一节行政事业财务管理⋯⋯⋯⋯⋯⋯⋯⋯⋯⋯⋯⋯⋯⋯⋯⋯⋯⋯(51)

第二节企业财务管理⋯⋯⋯⋯⋯⋯⋯⋯⋯⋯⋯⋯⋯⋯⋯⋯⋯⋯⋯⋯(55)

第三节财政信用⋯⋯⋯⋯⋯⋯⋯⋯⋯⋯⋯⋯⋯⋯⋯⋯⋯⋯⋯⋯⋯⋯(77)

第四节财政监督⋯⋯⋯⋯⋯⋯⋯⋯⋯⋯⋯⋯⋯⋯⋯⋯⋯⋯⋯⋯⋯⋯(84)



第五章乡(镇)级财政⋯⋯⋯⋯⋯⋯⋯⋯⋯⋯⋯⋯⋯⋯⋯⋯⋯⋯⋯⋯⋯⋯(91)

第一节沿革⋯⋯⋯⋯⋯⋯⋯⋯⋯⋯⋯⋯⋯⋯⋯⋯⋯⋯⋯⋯⋯⋯⋯(91)

第二节体制⋯⋯⋯⋯⋯⋯⋯⋯⋯⋯⋯⋯⋯⋯⋯⋯⋯⋯⋯⋯⋯⋯⋯(95)

第三节预算收支⋯⋯⋯⋯⋯⋯⋯⋯⋯⋯⋯⋯⋯⋯⋯⋯⋯⋯⋯⋯⋯⋯(97)

第四节管理监督⋯⋯⋯⋯⋯⋯⋯⋯⋯⋯⋯⋯⋯⋯⋯⋯⋯⋯⋯⋯⋯⋯(98)

第六章债券及其他⋯⋯⋯⋯⋯⋯⋯⋯⋯⋯⋯⋯⋯⋯⋯⋯⋯⋯⋯⋯⋯⋯(103)

第一节概述⋯⋯⋯⋯⋯⋯⋯⋯⋯⋯⋯⋯⋯⋯⋯⋯⋯⋯⋯⋯⋯⋯(103)

附录；民国31年《同盟胜利公债条例》

第二节建国以来发行的债券⋯⋯⋯⋯⋯⋯⋯⋯⋯⋯⋯⋯⋯⋯⋯⋯(106)

第三节 中央向地方借款⋯⋯⋯⋯⋯⋯⋯⋯⋯⋯⋯⋯⋯⋯⋯⋯⋯⋯(110)

税 收

第一章概述⋯⋯⋯⋯⋯⋯⋯⋯⋯⋯⋯⋯⋯⋯⋯⋯⋯⋯⋯⋯⋯⋯⋯⋯(113)

第二章管理体制⋯⋯⋯⋯⋯⋯⋯⋯⋯⋯⋯⋯⋯⋯⋯⋯⋯⋯⋯⋯⋯⋯⋯(116)

第一节县级权限⋯⋯⋯⋯⋯⋯⋯⋯⋯⋯⋯⋯⋯⋯⋯⋯⋯⋯⋯⋯⋯(116)

第二节征收管理⋯⋯⋯⋯⋯⋯⋯一⋯⋯⋯⋯⋯⋯⋯⋯⋯⋯⋯⋯⋯·(122)

第三章工商税收⋯⋯⋯⋯⋯⋯⋯⋯⋯⋯⋯⋯⋯⋯⋯⋯⋯⋯⋯⋯⋯⋯⋯(137)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捐税⋯⋯⋯⋯⋯⋯⋯⋯⋯⋯⋯·00⋯⋯⋯⋯⋯·(137)

第二节解放后的工商税收⋯⋯⋯⋯⋯⋯⋯⋯⋯⋯⋯⋯⋯⋯⋯⋯⋯(159)

第四章农业税收⋯⋯⋯⋯⋯⋯⋯⋯⋯⋯⋯⋯⋯⋯⋯⋯⋯⋯⋯⋯⋯⋯⋯(176)

第一节田赋⋯⋯⋯⋯⋯⋯⋯⋯⋯⋯⋯⋯⋯⋯⋯⋯⋯⋯⋯⋯⋯⋯(176)

第二节农业税⋯⋯⋯⋯⋯⋯⋯⋯⋯⋯⋯⋯⋯⋯⋯⋯⋯⋯⋯⋯⋯⋯(199)

第三节契税⋯⋯⋯⋯⋯⋯⋯⋯⋯⋯⋯⋯⋯⋯⋯⋯⋯⋯⋯⋯⋯⋯(217)

第四节耕地占用税⋯⋯⋯⋯⋯⋯⋯⋯⋯⋯⋯⋯⋯⋯⋯⋯⋯⋯⋯⋯(224)

机构人事

第一章民国时期财税机构⋯⋯⋯⋯⋯⋯⋯⋯⋯⋯⋯⋯⋯⋯⋯⋯⋯⋯⋯(229)

第一节财政机构⋯⋯⋯⋯⋯⋯⋯⋯⋯⋯⋯⋯⋯⋯⋯⋯⋯⋯⋯⋯⋯(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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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赋税机构⋯⋯⋯⋯⋯⋯⋯⋯⋯⋯⋯⋯⋯⋯⋯⋯⋯⋯⋯⋯⋯

第三节国税机构⋯⋯⋯⋯⋯⋯⋯⋯⋯⋯⋯⋯⋯⋯⋯⋯⋯⋯⋯⋯⋯

笫四节县税机构⋯⋯⋯⋯⋯⋯⋯⋯⋯⋯⋯⋯⋯⋯⋯⋯⋯⋯⋯⋯⋯

第二章解放后财税机构⋯⋯⋯⋯⋯⋯⋯⋯⋯⋯⋯⋯⋯⋯⋯⋯⋯⋯⋯⋯

第一节县级机构设置⋯⋯⋯⋯⋯⋯⋯⋯⋯⋯⋯⋯⋯⋯⋯⋯⋯⋯⋯

第二节基层机构⋯⋯⋯⋯⋯⋯⋯⋯⋯⋯⋯⋯⋯⋯⋯⋯⋯⋯⋯⋯⋯

第三节现有机构设置⋯⋯⋯⋯⋯⋯⋯⋯⋯⋯⋯⋯⋯⋯⋯⋯⋯⋯⋯

第四节学会、协会⋯⋯⋯⋯⋯⋯⋯⋯⋯⋯⋯⋯⋯⋯⋯⋯⋯⋯⋯⋯⋯

第三章民国时期的人事⋯⋯⋯⋯⋯⋯⋯⋯⋯⋯⋯⋯⋯⋯⋯⋯⋯⋯⋯⋯

第四章解放后的人事⋯⋯⋯⋯⋯⋯⋯⋯⋯⋯⋯⋯⋯⋯⋯⋯⋯⋯⋯⋯⋯

第一节解放后历届财税机构主管人⋯⋯⋯⋯⋯⋯⋯⋯⋯⋯⋯⋯⋯

第二节现有局、所人事状况⋯⋯⋯⋯⋯⋯⋯⋯⋯⋯⋯⋯⋯⋯⋯⋯⋯

第三节干部培训、考核⋯⋯⋯⋯⋯⋯⋯⋯⋯⋯⋯⋯⋯⋯⋯⋯⋯⋯⋯

第四节干部现状⋯⋯⋯⋯⋯⋯⋯⋯⋯⋯⋯⋯⋯⋯⋯⋯⋯⋯⋯⋯⋯

大事年表⋯⋯⋯⋯⋯⋯⋯⋯⋯⋯⋯⋯⋯⋯⋯⋯⋯⋯⋯⋯⋯⋯⋯⋯⋯⋯⋯

资料辑存

烈士传略⋯⋯⋯⋯⋯⋯⋯⋯⋯⋯⋯⋯⋯⋯⋯⋯⋯⋯⋯⋯⋯⋯⋯⋯⋯

省级以上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

田赋系列资料(部分)：《我国历代田赋制度概述》⋯⋯⋯⋯⋯⋯⋯⋯⋯

浙东：“嵊新奉”抗日根据地，“嵊新东”、“新天”游击区的财经工作⋯⋯

汪伪政府的税捐⋯⋯⋯⋯⋯⋯⋯⋯⋯⋯⋯⋯⋯⋯⋯⋯⋯⋯⋯⋯⋯⋯

日寇入侵新昌的损失情况⋯⋯⋯⋯⋯⋯⋯⋯⋯⋯⋯⋯⋯⋯⋯⋯⋯⋯

增补资料⋯⋯⋯⋯⋯⋯⋯⋯⋯⋯⋯⋯⋯⋯⋯⋯⋯⋯⋯⋯⋯⋯⋯⋯⋯⋯⋯

编后话⋯⋯⋯⋯⋯⋯⋯⋯⋯⋯⋯⋯⋯⋯⋯⋯⋯⋯⋯⋯⋯⋯⋯⋯⋯⋯⋯⋯

(230)

(232)

(232)

(234)

(234)

(238)

(239)

(242)

(248)

(251)

(251)

(254)

(256)

(267)

(269)

(285)

(287)

(290)

(297)

(299)

(303)

(307)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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