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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反映吴江县财税历史面貌为宗旨。详今略古。断限时

间，下至1989年底；上限，因受资料所限，故文中各处并不统一，

一般起自清末。

二、本志以章、节、目、子目为层次。共设8章3 1节，另设概

述及大事记，融财政、税务内容于各章。有关重要内容，如纳入各章

不够妥贴的，则散见于大事记。目的序号用一、二、⋯⋯表示；子目

用(一)、(二)、⋯⋯表示；子目以下的层次，一般用活体字表示。

为便于查阅，特对工商税收一章及基金一节的目录列至目。

三、本志主体采用记述体，以文、图、表相结合。大事记兼用编

年体及记事本末体。1949年4月29日～9月30日列人中华人民共和

国时期。除概述及各章小序外，其余均以事分类，以时为经，。只记事

实，不作评述。 ‘．

四、时代称谓及历史纪年。清代以前按朝代年号，用汉字，如清

雍正四年(1726)；民国时期按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如民国2年

(191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本志为吴江解放后)，用公元纪

年，如1989年。对同·节内重复出现的同一朝代纪年，只在首次加

注公元年分，以后从略；对同一自然段内已出现过的同一朝代称谓，

后者从略，如前句“民国元年一∥后句“民国2年刀简为2年。

五、有关几个历史时期的称谓及时间界限。本志中解放前、’后以

1949年4月29日吴江解放为界。本志称民国建立(1912)至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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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4月为北洋政府时期；16年4月～38年4月为国民政府时

期，其中26年11月～34年8月为沦陷时期，对29年～3jfl年8’月这

一阶段又称汪伪时期；34年8月～38年4月称抗日战争胜利后；t对

解放至1956年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1966年6月～1976年10月

这一阶段称“文化大革命刀时期；对1978年以后，称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六、货币名称、单位、金额。解放以前均以当时通用货币表示，

不加换算。民国时期的货币单位“元刀，24年(1935)10月以前为银

元，24年11月～37年(1948)8月18日为法币(其中沦陷时期是

伪币中储券)，37年8月19日以后为金圆券。解放以后，对1955年

2月底以前的旧人民币金额，’一般以10000元折作1元新人民币。除

个别地方外，文中对货币名称不再加注。

七、本志引用的原文加引号，一般于页下注明出处。为尊重史

实，对吴江历史上的习惯简称仍予沿用，如忙银与漕米简称’’忙漕刀。

对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如里、尺、石、斤等)以及历史地名、行政区

域，仍用当时名称。旧制2里为今1公里，3尺为今1米；旧制石、

斗、升、合、勺等为十进位，1石米为旧制150斤，谷为100斤(抗

日战争胜利后为108斤)；旧制2斤为今1公斤。北洋政府时期的

“市’’相当于今天的镇。引文中数字保留原貌，其余数字的用法按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的国语字[1987]第1号文件规定。

八、本志解放以后的财政收支数据以财政部门资料为依据。



序

(一)

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吴江县与

全国各地一样，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财政收支也稳步增长。欣逢盛世，既予我们以良好的修志条件，也予

我们以历史使命。
’

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但要懂得

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刀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

天的修志工作，又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

马克思曾经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也是行政权力机

构的生活源泉。中国历代统治者莫不重视赋税。财税既属历史范畴，

又属分配范畴，纵观历史，社会经济的兴衰，无不在财税上得以反

映。近百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加快，财税

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文革一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今天，财税的机制和作用更为重要。遗憾的是， 自清光绪五年

(1 879)以来，吴江县并无方志问世。为了使财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发展变革有一个较系统的记载，编写财税志实有必要。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编写财税专业志又无先例可循，更见其

难。为编好财税志，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中共中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为指导思想，如实记述和

反映历史，努力使志书体现时代风貌、吴江特色和财税特点。

历史如镜，鉴古知今。从《吴江县财税志》的记载中，人们可以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

由于资料残缺，编者水平有限，本志难能完美，但五载辛劳，五

易其稿，已尽努力。

《吴江县财税志》的诞生，作为财税战线上的。老兵’’，欣慰之

余，思绪万千，为它作序，意犹未尽。但愿它能以自身的特色而体现

其生命力，为“方志家族刀增光添彩。

耳明览埤左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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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序

吴江县地处长江金三角，东临上海，西滨太湖，南接嘉兴，北靠

苏州，素称“鱼米之乡’’，盛产丝绸，经济比较发达。

财税源于经济，又作用于经济，并始终服务、服从于政治。本志

所载， 自晚清至民国时期，科敛无度，民不聊生，既反映了财税对经

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也显露了旧政府的腐朽本质。解放后，随着经

济的发展，吴江县提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渐增，用于县内的财政支出

日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财税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在调节经

济，促产增收，开源节流，推进全县各项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均起到

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因而，把这一切发展变化记载下来，留传下

去，显得尤为必要。 ．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财税方面的史事繁多，因受篇幅所限，难能

全部入志。编者在编写时力求使志书严谨、朴实、科学，从收集到的

400多万字资料中，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反复研讨，几易其稿，以

20多万字编写成志。基本上做到了忠实地、连续地、分门别类、以

时为经记录了吴江财、税的发展，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财税体制的演

变、税源的变化、财政收支的增减、财税观念的转变，以及在财税领

域发生的重要事件。诚然，在取舍上难免有失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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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旨在帮助人们从财税这一方面了解吴江的过去，从中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探索和寻求规律，启迪未来，供后人借鉴，而有益于

吴江经济的发展。

《吴江县财税志》的编成，是我们这一代财税工作者对历史作出

的菲薄贡献，也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我相信，本志问世后，定

能发挥作用。愿它能得到读者的青睐。

沈五体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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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解放以前，历代财政均以田赋为主要收入。由于境内土壤肥

沃，盛产水稻。“三吴财赋之区尤甲于他省一①，而吴江的赋则(田赋

税率)于全省又属甲等。

全县每年赋役“宋祥符(公元1008^-1016)中，夏税绸绢万余

匹，绵七千六百余斤，丁身盐钱二千六百余贯，秋粮五万二千余石。一

其后，役钱减而秋粮倍加，至元末已增四五倍，到明永乐(1403一-

1424)年问比元末又加倍，达55万余石。后来，秋粮正米及耗米一

起通称平米，至嘉靖(1522～1566)年间半用本色，半用折色银。清

雍正四年(1726)，吴江境内析置震泽县前，全县田赋原额实征(即

应征)平米42．45万石，内科(即课)征本色米、麦、豆21．91万

石，折色银15．35万两②。同治二年(1863)，进行减赋。至清末，吴

江、震泽两县每年向国家缴纳漕米12．97万石、忙银14．35万两(均

为正税额征数，下同)。除厘金外，其余各项工商税收，清末时称杂

税，有牙行税、当铺税(典税)、牛驴猪羊税、盐税等。全年收银，

各税不等，多则数百两，少则几两。

民国建立后，吴江、震泽两县合并为吴江县。原以粮(米)、银

(两)计征的田赋折银元缴纳，年70多万元。同时，以厘金(货物

①清光绪五年(1879)《吴江县续志》首卷序．

②清雍正四年(1726)前的资料，均据光绪十九年(1893)再版乾隆十一年(1746)《震泽县志》卷

十． ．

I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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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为主的工商税收逐渐发展。民国8年(1919)，境内设货物税所

3个，全年税收35．03万元，占全省44个税收机构收入总数的

5．77％。此外，作为地方财政收人的田赋附税及杂捐杂税渐多。抗日

战争前几年，全县每年田赋正税及其附加已超过150万元。抗日战争

胜利后，县内的工商税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形成国家税与地

方税两个系统，其中国税占80％左右。国税仍以货物税为主，占

90％以上，特别是酒类税收，在省内占有较重要地位。地方税以屠宰

税为主，占县级税收50％以上。但从县级财政来说，当时田赋的收

入占70％以上。由于县财政拮据，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解决公教员工

的生活。

解放以后，财税工作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一的总方针，财政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而稳步发展，工商税收逐渐成为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50年，工商税收仅238万元(折新人民币)，

不到县财政收入的25％；农业税收入784万元(以公粮折算额)，占

县财政收入的75％强。1958年以后，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开始在县

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重。1965年，县财政收入中工商税收超过

40％，企业收入占23％，农业税收人比重降到33％。197—5年，工商

税收的比重达到60％以上，农业税的比重不到20％。1978年以后，

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1984年，县财政收入超出亿元，成为全省8

个财政收人超亿元的县之一。1985年，工商税收超出亿元，占县财

政收入的80％以上；1989年达到15282万元，在县财政收入17985

万元中占85％，而农业税和企业收入已不到县财政收入的15％。

人民政府对农业税坚持轻税、稳定负担和鼓励增产的政策，50

年代每年征粮(稻谷)6000万公斤左右，60年代起降至3700万公斤

左右。80年代起，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工商税收成为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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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重要来源。1979年，全县农村工商税收1000万元，到1988

年达到4837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9．14％。

吴江解放以后的40年间，县财政预算内、外总收入19．87亿

元，其中上缴国家14．29亿元，占71．92％。累计预算内收入19亿

元，其中1980～1989年的10年间收入11．8亿元，占62．10％。以

1950年为基数，到1989年每年平均递增7．57％。40年间，除上级专

项拨款外，县财政预算内、外总支出5．58亿元。累计预算内支出

4．84亿元，占同期预算内收人的25．47％。其中1979年以前的30年

间平均每年支出500万元，1980年以后的10年间平均每年支出达

3336万元。县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全县行政社会事业的

发展，增加了开支，特别是增加了对全县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投入。

1989年，全县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2．22亿元，比解放

初全县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70万元增长315倍。1980～1984年的

5年间对公路建设投资880万元。1980"-"1989年的10年间用于水利

的支出1370万元，教育支出1．1亿元。这些投入，为全县国民经济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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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月 1。、．

雍正四年(1726)

吴江县分设吴江、震泽两县。吴江县分管原额田荡面积638805

亩；震泽县分管原额田荡面积679238亩。

· 咸丰三年(1853)

清廷在震泽设厘捐局征收厘捐，以丝绸为主。

太平天国庚申年(清咸丰十年，1860)

七月，太平天国于盛泽设天章机捐局，对过境的绸缎、湖丝，设

卡抽厘，税收极旺。有汪姓将领，因筹饷有功，加升太平天国九门御

林刑部尚书。

太平天国辛酉年(清咸丰十一年，l舶1)

五月，太平军于吴江县开征上忙田赋，每亩180余文，加耗60

余文，后共加至钱350文。九月，开征下忙田赋，正米1．8斗，其中

1斗征实物，O．8斗折银征收。

太平天国壬戊年(清同治元年，1862)

吴江地区的太平军向佃农颁发田凭，每亩钱360文。领凭后，租

田概作自产。

江苏各县实行减赋，

同治二年(1嘶3)

吴江、震泽两县的漕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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