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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百年更迭，千年轮回。沐浴着温馨而又充满激情的新世纪曙

光，《吴县财政志》付梓出版了，作为吴县有史以来首次编纂的一

部财政专业志，她是各级领导重视关心和社会各界支持帮助的

成果，也是吴县无数财政人特别是写志办同志集体智慧和多年

心血的结晶，是吴县财政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子

孙的实事、好事o

“财政是庶政之母"o任何一个政权组织的建立和巩固都离

不开强有力的财政支撑，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

定、安全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

障。吴县人杰地灵，物产富饶，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独特

的区域优势孕育了厚实的财源底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吴县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吴县财政工作

不断进步，在促进吴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为编

纂财政志书工作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o

《吴县财政志》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

基本原理，本着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以历史发展事实为

依据，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较系统地反映了民国元年以来吴县

财政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客观地叙述了吴县财政体制的历次演

变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省最早建立乡镇财政、90年代在

全国率先实行“会计委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实地记录和反

映出各个时期吴县财政工作的面貌、特色和特点，有助于从事和

关心财政工作的同志全面、系统地了解吴县财政历史，也为他们

选辑、运用史料提供佐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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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知兴替。透过一行行文字和一串串数字，吴县财政

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从中也不难看出财政工作与政权建设、社

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关联程度；几乎可以这样说：《吴县财政

志》实际上就是一部吴县财政事业日趋成长、不断壮大的发展

史。又是数代财政人孜孜以求、苦苦探索的奋斗史。感谢那些不

留姓名的文字数字的记录者，更感谢众多鼎力相助、精心编纂

《吴县财政志》的同仁们，因为他们的辛勤劳作使我们能真切体

味到吴县财政百年的往事，真实触摸到不同时代律动的脉搏，真

正感受到作为当代财政人肩负的责任。

继往开来创新业。值此新世纪开局之际，恰逢行政区划调

整，吴县撤市建区，分设吴中、相城两区，进而与苏州城市直接融

为一体。在这历史性转折时期，《吴县财政志》的出版面世，为昊

县财政的发展轨迹作了一次完整的诠释，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也必将给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交替，在体会幸福与自豪的同时，更多地

悟出了一种责任和追求；新的世纪，新的起点，财政工作任重道

远，让我们承接过去的辉煌，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开拓创新、勇

往直前，去续写财政事业新的篇章o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由于受史料搜集所限，加之理财人

写志也是勉为其难，本志差错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赐教、指

正。

蘑P’

2001年lO月



凡 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反映吴县(市)财政

的历史与现状。立足当代，详近略远。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限原则上为公元1912年，下限至2000

年。大事记上限作适当追溯，下限延伸至2001年2月28日，撤销

吴县市设立苏州市吴中区、相城区。

三、本志所记载的内容，以历史上吴县(市)所辖的地域范围

内发生的人和事为准。民国时期包括现苏州城区，建国后包括震

泽县。

四、本志体例，采用章、节、目结构，横分门类，纵向叙述，辅

以图表。

五、本志所述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简称“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简

称“中共"o本志纪年，民国前用朝代年号，民国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o“解放前"、“解放后"，则以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为界。

六、1993年10月，陆墓镇改称陆慕镇o 1995年6月，吴县改

称吴县市。

七、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颁布的法定计量

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有换算值的，用括

号注明其换算值。

八、为了增强有关数据确切的可比性，本志中的收支比较

值，原则上从1953年建立县级财政总预算起。历年收支数据均以

每年的决算上报数为准。

九、本志资料，录自文献、史料、档案，均经核实。为节省篇

幅，一般不注明出处o

j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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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市地处太湖之滨，环抱苏州城，东邻昆山，南连吴江，西衔太湖，北

接无锡、常熟，全市总面积2963平方公里(含所属太湖水域1600多平方公

里)o境内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江南著名

的“鱼米之乡”o

吴县历史悠久。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

制，建立吴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县境北部析置海虞县(今常熟市)，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又将东部分置长洲县，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

年)，吴越将南部地分置吴江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划长洲县东南部建立

元和县，与吴县、长洲三县同城而治。后又划吴县东山、西山建太湖、靖湖两

厅01912年(民国元年)，复并三县两厅为吴县0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析

城区和郊区置苏州市，周围乡村为吴县，全县下辖8区27镇21乡(后小乡逐渐

合并)01950年lfl4日，苏南行署训令：建立太湖区行政办事处(相当于县级

机构)，吴县东山、西山两区，武进县之马山以及太湖中所有大小岛屿划为太

湖办事处管辖，驻地东山镇，4月15日正式成立对外办公01951年6月撤销。翌

年7月1日，重建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太湖办事处o 1953年5月1日，苏南人民行

政公署太湖办事处改建震泽县。1958年改乡为公社o 1959年撤销震泽县，并

人吴县。当时，全县有3个镇35个公社o 1983年政社分设，辖2个镇37个乡o 1988

年11月，浒墅关镇(原保安乡先前并入)和枫桥镇的何山、狮山两村，划归苏

州市郊区管辖01994-年5月，唯亭、胜浦、跨塘、斜塘价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
枫桥镇划归苏州新区01995年6月，撤县建立吴县市02000年辖29+建制镇以

及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吴县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人口sr7万o

1肼4月27日吴县解放，建立人民财政，从此县财政进入了新天地。建
国50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吴县财政部门在县(市)

委、县(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改革开放主旋律，遵循“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总方针，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开拓，主动投身经济建设，建立

了经济与财政的良性循环机制，谱写了吴县(市)财政新篇章。

一、财政管理体制不断完善，财政分配关系逐步理顺

建国后，为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财政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改

革和调整，采用过多种管理形式，正确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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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更好地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强化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逐步向分税制顺利

过渡。吴县(市)县级财政的管理体制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高度

集中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分成和包干的管理体制、分税制管理体制。吴县

(市)的乡级财政，也经历了探索、试点、建立、健全等阶段，采用过与之相适

应的多种形式。在不同时期，根据集权与分权的需要，在国家和上级统一部

署下，结合吴县(市)实际情况，从1978年建立公社财政到1985年建立乡镇一

级财政，大致经历了从收支型一管理型—综合管理型三个过程，使乡镇财政

所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财政的基层单位和乡镇政府的职能部门。统一管理

乡镇一级财政的收支，运用分配手段，通过筹集资金、供应资金和监督资金

的活动，较好地完成本乡镇的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同时增强了全县(市)财

政的预算平衡能力，促进了全县(市)财政管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二、加强财政管理。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社会经济和事

业不断发展

建国后，吴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始终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分别轻、重、缓、急的程序来

安排支出预算，积极支持促进生产，努力涵养财源，坚持和贯彻量财办事，采

用各种有效措施，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不断提高有限的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能；同时妥善处理好县级财政与乡镇级财政的关系，调动县、乡

两级财政的积极性，确保县、乡两级财政的积极平衡，促进全县经济建设的

发展，做到生财有方，聚财有道，用财有度，造福社会，造福人民；JJn强财政工

作的科学管理和严格的财政监督，就能更好地完成财政收支任务，使资金得

到高速度的集中和更加合理的分配和使用。50年来，吴县(市)财政收支持续

稳定增长，为吴县(市)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财力

保障01953年全县财政收入1785．14万元，支出166．80万元；至1966年财政收

入上升为2253万元，财政支出651万元。1978年后财政收入增长迅速，1982年

首次突破亿元关，达到1．21亿元，成为全省7个超亿元县之一o 1987年又跨上

2彳乙多元新台阶02000,'4z全市完成财政收入146978万元，财政支出78063万元，

分别为1953年的82．34倍和468倍。

吴县是全国较早建立乡镇财政的县之一o 1977年省确定吴县为公社财

，德
；

、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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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试点县，1978年全县全面建立o 1981年省政府发文推广吴县经验，决定在

全省全面建立公社财政。1985年，吴县又率先建立乡镇一级财政。全县(市)

乡镇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2813万元，增加到200(0的9．蚓乙元，增长了35．05
倍。

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内，吴县(市)是个农业大县，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

地之一和全国农业现代化及省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县之一。农业经

济在全县(市)的经济中占有很重的位置。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

吴县(市)财政认真落实各项农业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了农业基础

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巩固了基础财源o

1953，2000年，预算内安排农业支出52484万元；1978—2000年，预算内农业

支出总额达50318万元，占建国以来农业支出总额95．87％o

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培植支柱财源。建国初期，吴县仅有小型私营工业

企业85家，工业总产值212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19．29％o为支持工业发

展，财政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和增拨流动资金，在利用、改造旧企业的同时，积

极发展新工业企业。为加快建设步伐，1958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128万

元，其中投资于工业的为127万元。从1969—1972年，财政投入资金914万元，

占同期基本建设投资的94．72％o 1968—1994年，预算内累计安排企业挖潜

改造资金支出5225万元o 1987年，全县建成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医药、轻

工、食品、工艺、丝绸、纺织、建材等10多个工业行业，总产值37．95亿元，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85．9％。2000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46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92．79％o

县(市)财政对文教科卫事业的投人也逐年加大o 1950—20tX)年预算内

共支出文教科卫事业费144058万元，占同期财政预算内支出总数的

32．36％，2000年预算内支出20926万元，为1950年预算内支出的169嘴。其中
1995．2000年共支出文教科卫事业费93285万元，年均支出15547．5万元。财

政资金的大量投入，促进了文教科卫事业的发展。所有镇区学校都扩建、新

建了校舍，其中近50％为新建。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办学能力日益增强，教育现代化工程全面启动。科技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

中心，加快组织实施各类科技项目，全县(市)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不断增

加，卫生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财政系统积极参与全县(市)重大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多方组

织资金，配备人员，密切配合各有关部门如期完成各项工程。如支持阳澄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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泖地区改造，太湖水利工程建设，新建吴县化肥厂、石灰氮厂等支农工业，建

造太湖大桥，创办西山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等；20世纪90年代新建市级

大、中、小学校9所、医院3所等等，为全县(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

展发挥了财政的积极作用。

三、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加强会计工作管理

财政局作为全县(市)会计管理的职能部门，认真宣传、贯彻会计法律、

法规，建立、健全各级会计机构，抓好建章立制，开展会计人员业务培训，提

高了会计人员素质，推进了会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较好地发挥了广大

财会人员在加强经济管理，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o

1983年秋，财政局举办苏州大学工业会计大专函授班。1984年秋，建立

苏州财经函授职工中等学校吴县函授站o 1999年成立苏州市中华会计函授

学校吴县市分校。2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的各类财经人才，使全县(市)会计

工作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四、财政系统干部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在做好财政业务工作的同时，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学政治，学文化，

钻研业务，人员素质得到全面提高。财政系统党员的比重由1982年的

32．5％，上升到2000年的42．9％；共青团员比重由1982年的21％，上升到2000

年的28．6％；在文化程度方面，具有大中专学历的由1982年的14．5％上升到

2000年的68．9％；在会计专业技术职称方面，由1982年的42．2％，上升到2000

年的78．6％o

吴县(市)对乡镇会计工作的管理起步较早o 1988年，角直镇财政所创建

了全国首家会计服务站，1990年又完善为会计管理站，1994年，全县(市)全

面建立会计管理站。角直镇会计管理站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

领导的肯定。

吴县市的财政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全市人民认真贯彻党中央路线、方

针、政策的结果，是财政系统的全体职工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不断开拓

进取的结果。新世纪已经来临，他们将以崭新的姿态去开创财政事业新的未

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