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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邳州市自明清以至民国，前后

六次修志，记载了历代重要史料，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可惜尚无一部反

映财政方面的专志。我市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财政，在极端艰苦的

情况下，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需要。解放后，政治、经济、文

化发生巨大变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政治团结安

定，经济繁荣昌盛，促使邳州面貌日新月异，建设成绩斐然。财政作为政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坚持改革、

精心理财工作实践中取得一定成绩。为了填补历史空白，存史资志，在为县

志提供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核实史料，编写出第一部社会主义<邳州

市财政志)，便于财政人员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确是一部总结邳州市财政工

作的重要历史资料；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化建设工程。

志书上溯明代，下迄1992年。通合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以翔实

的史料，完备的体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了四百多

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财政活动。财政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重要工具。新

中国与旧中国财政的区别在于：旧中国财政分配主要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

益服务；新中国财政，侧重反映“生财、聚财、用财”之道，立足于发展经济，促

进生产取得财政收入，着眼于交援工农生产和教育、文化、科技事业发展安

排财政支出，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对工作中的失误，也实

事求是地加以反映，以便吸取教训，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财政的职能作用，

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我作为管理财税工作的公仆，纵观志稿，作此序言。

郑全举
一九九六年七月

(本序作者为邳州市副市长)



凡 例

一、<邳州市财政志>上限部分章节适当溯自明清，下限断至1992年，

大事记及附录延伸至1995年。本着通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邳州

(县)400多年的财政史料。

二、本志分章、节、目、子目4级安排归属，共设6章23节。采用志、

记、表、图、录等形式编写。以志为主，志前冠以概述、大事记，中间各章节、

横列门类，纵述始末，志后殿以附录。全志侧重记述财政体制、收支管理及

机构人员等内容。税务部门属财政局(科)期间的机构、人员、大事纳入本

志。

三、全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纪年方法，当代采用公元纪年，历史年

号沿用通称，夹注公元纪年。

四、志中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邳县民主政府”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邳县民主政权。

“邳县国民政府”指国民党统治下的邳县政权。

五、史料涉及货币名称、金额及计量单位，民国及其以前按当时通用名

称和单位。1949年～1954年旧人民币以万比一折为人民币，1955年后采

用人民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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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市位于江苏省最北部，北界山东省，与郯城县、苍山县和枣庄市毗

连，东临新沂市，南接睢宁县，西邻铜山县。在北纬34。10 7～34。40 7，东经

117。42 7～118。10 7之间。南北长约54公里，东西宽约38公里。土地面积

2047平方公里。1992年，辖36个乡镇和4个园、场、圃。耕地面积171．2

万亩，人口146．46万，其中劳动人口74．6万。

邳州市历史悠久。相传为夏奚仲所迁国都，商建为诸侯国，周为下邳

邑，秦建下邳县，汉置下邳国，魏晋改置下邳郡，北周始置邳州。后历朝或建

军(宋代地方行政建制单位)，或置州。民国元年(1912)，改州为县，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期间，析置为邳县(在邳北)和邳睢县(在邳南)。三十七年，两

县解放，邳县和邳睢县分属山东省台枣专区(后改属临沂地区)和江苏省淮

阴专区。1953年1月，邳县恢复原建制属江苏省徐州专区o 1983年3月，

地市合并属徐州市。1992年10月，撤县建邳州市，定为江苏省县级市。

历史上境内洪涝灾害频仍，形成“洪水走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

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广大人民，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经过四十多年努力，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92年，全市

工农业总产值29．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6．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5％。农业生产充满生机o 1978年建成国家商品粮基地和省优质棉、白蒜

生产基地，当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5万吨。工业发展迅速，1992年，全市有

78家市办工业和8770家乡镇办工业企业。银杏、白蒜、山羊板皮、草柳编

制品、断线钳、绸缎等26种商品销往亚、欧、美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项

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均国民收入1 033元，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提高，逐渐

向“小康”迈进。

邳州财政，明清时期为封建制度下的财政，其收入形式是向人民按土地

作业和人口、户口征收田赋和杂税，征收以实物为主，也征用劳力；支出则以

满足宫廷和封建官僚机构需求为目的。其中，镇压人民反抗的军事费用，是

支出的最大款项。明崇祯年间，军饷、辽饷、练饷等名目日增，征额累加，至

崇祯末年，辽饷、剿饷练饷征银多达1630万两，致使民不聊生，流亡日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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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十室九空”悲惨景象。清初田赋有所减免。然境内连年洪水为害。康熙

七年至二十八年，“水涝灾眚，岁岁见告”(见<邳志补>)，邳州积欠田赋征银

14．4万两，夏麦3．4万石。历任知州因催征不力被撤职者30多人。“邳民

凋敝，一二遗黎菜色流离，村墟灌莽相望”(见<邳志补>)，致有州人陈肇宪乘

康熙南巡至邳时上书吁请减赋之义举。

民国建立，财政收支划分国家和地方，田赋沿清代旧制，增征省、县附加

各税。二十一年，县为供给保安队开支，未呈省厅批准，擅自征收保卫亩捐，

按每亩纳粮的四分之一征收。后省、县附加各税日增，附税超过正税。至二

十四年，省附加各税超过省正税47．2倍，县附加各税超过县正税15．7倍。

二十五年后又增征各种特捐多达21项。捐税冗繁，民负日重。由于田赋征

收舞弊现象严重，县虽有整顿田赋之举，但积弊已深，见效甚微。当时，“中

稔以上。征不过原额六七，而民间所输则未尝稍减，中饱于粮差者十二三”

(见<邳志补>)。是年，县财政预算收入259 124．56元，各项支出以公安费

最多，为75 986．64元，占总支出的29．32％，教育文化支出占19．63％，卫

生支出仅占5．22％o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频繁的战争，形成三方政权，势力消长无定，

辖区犬牙交错。相对稳定时期，民主政权辖区实行累进税制征收公粮，地多

多征，地少少征。负担稍趋合理。支出实行供给制。国民政权及汪伪政权占

领区。为支付内战军费，横征田粮杂税，强行摊派实物。至解放前夕，通货膨

胀，百业调零，市场萧条，农村经济萎缩，税源枯竭，财政入不敷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

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财政上采取“高度集中、统一

管理”的体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实行低标准供给制o．县财政

全额上交，财政收入列入省总预算。必要性的地方开支，靠筹集适当的农业

税附加和工商税附加进行安排o 1953年，县建立县级财政预算，实行划分

收支，分级管理，收入分类分成体制。后省包干给县级收入，支出结余留县，

调动了地方积极性o“一·五?’期间，由于各种比例关系基本协调，市场繁荣，

物价稳定，财政收入每年以12．42％的速度增长o 1958年到1960年，由于

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有严重失误，造成“二·五”期间县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下

降3．3％o经过3年调整之后，国民经济明显好转。十年“文化大革命”动

乱中，县财政管理受到严重破坏，其中有5个年份下降。1978年后，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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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调整取得成效，县财政收入开始上升。1980年，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

灶吃饭”办法，收支划分明确，自求平衡，地方财权扩大，经济责任加强，是

年，县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7．3％。1982年，实行“全额比例包干”体制。翌

年，县包干留成比例为82．3％。县建立乡级财政，县对乡实行“定收定支、

收支挂钩、超收分成、减收减支、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执行结

果，37个乡镇中25个超额完成收入任务。1988～1992年，实行“总额分成。

收入递增包干”财政体制，县财力逐年增长。1992年，县财政收入4 963万

元，比上年增长13．4％。

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体现了

国家与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主要有财政部门组织征收的

农业税(含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以及税务部门组织征收的企业

上交利润和工商各税。工商税包括：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国营企业

所得税和营业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建筑税、盐税、资源税、

城市土地使用税和其他工商税收。

新中国改革旧赋税，称农业税。根据现行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

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农业税划为地方预算固定收入，税收主要用于发展

农业，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o农业税实行“稳定负担”政策。县于

1952年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使税负趋于合理。

1956年，统一实行比例税制后，至1962年4次调整计税产量和税率，税率

由1957年的14．75％降为1962年的8．98％，1979年．给全年人均分配水

平在43元以下的生产队减免农业税。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农业税实征

额在各税收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从1964年的43．5％降为1992年的

11．97％。农业实行稳定负担政策，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农村经

济的发展。．

国家建立新的工商税制始于1950年，是年县执行新税制，发挥了税收

的杠杆作用，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o 1958年，改革工

商税制，改进征收方法。1972年简化税制，按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征税轻于

对奢侈品征税的原则，免征粮食税、面粉税、植物油税，免征社队企业工商税

和所得税3年。后又经过多次改革税制，促进了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发展o

1980年，全面改革税制，促进了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历年

工商税制改革，税源日渐充裕。1992年，工商税收实征4 533万元，比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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