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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首先，我对《泗阳县财政志》的出版问世表示衷心祝贺!这是泗阳县财政局及其

编者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一个贡献。

盛世修志，历来是承前启后的千秋大业，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

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泅阳县与全国各

地一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出现了

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全面进步的大好局面。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

响经济。经济上的繁荣昌盛，为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奠定了财源基础；财政收入较快

增长又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了经济——

财政——经济的良性循环。这就给编修财政志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泗阳县财

政局遵照上级指示，于1988年秋成立了《泗阳县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组建了编

写班子，制订编写计划，克服重重困难，跑遍本省、市、县各级档案馆及有关部门，广

泛收集资料，精心组织编写。在泗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经过八年的努力，

几易其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方论证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修改和充实。最后经泗

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定稿付印，并作为泗阳县地方志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泗阳县财政志》的诞生，是泗阳县财政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的一件大喜

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财政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经济范畴。国家财政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

阶级社会的产物。财政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人类社会分裂为对

立阶级，出现了国家以后才产生的。换言之，剩余产品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和存在，

是财政的产生和存在必须具备的两个前提条件，因此，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

任何社会形态下的国家财政都是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依靠国家的权力参与社

会产品的分配所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而这种国家财政分配关系又是构成社会产

品分配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国家财政又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分配关系，是

社会经济关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又是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性质的生

产关系，必然有什么性质的财政分配关系。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全过程来看，迄

今为止，我国除了原始公社制度以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与其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国家财政。但是，不管什么社会形态

的国家财政，都是为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都体现为国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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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对社会物质资料的一种占有关系，都是国家权力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因此，任

何社会形态的财政，对国家、民族的兴衰，社会经济的繁荣或凋敝，都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

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这个情况表明，财政工

作的好坏，必然要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可见，通过对财政收、支、管、平

等手段分析，不仅可以剖析各个时期的阶级关系，而且可以成为透视历史的一面镜

子。

《泗阳县财政志》是泗阳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具有自己特色的财政专业志，它在

发扬地方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新认

识、新体裁、新方法，如实地记录了近三百多年来泗阳财政的兴衰更替和成败得失。

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和专业志的特点。该志遵循贯通古今，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

则，侧重民国，溯及清代，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泅阳县地方财政发展

历史。上限起自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下限断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88

年，部分章节因事而异适当上溯下延。全书分为概述、大事记、机构及人事、财政体

制等八个部分，基本以事项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排成章节，以文字记述为主，有的

随文插列图表，以求文省事明，完全符合志书的要求。

《泗阳县财政志》编写的特点是，横陈纵述，横陈史实，纵述沿革，以横为主。纵

述财政机构、体制、政策、典章制度的沿革和人事更迭以及历史发展规律，详记其真

理、谬误、是非曲直和盛衰起伏；横记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分配关

系、财政制度与收支管理等。既述成就、功绩，也记挫折、教训，褒贬共载，经验、教训

皆寓于记述之中。这不仅具有“存史、资政、教育”作用，且对今后泗阳财政工作的深

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依据；对研究近代泅阳财政的演变。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新形势下财政理论，充分发挥财政筹集资金、供应资金、调节经济和监督管理

的职能作用，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等．都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泗阳县财政志》是众手合成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共泗阳县委、县

政府加强领导，各方支持，诸方鼎力相助的成果。全体编纂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自豪感，日以继夜地工作，特别是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在

编纂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令人十分敬佩。

身逢其时，躬逢其盛，有幸书此小序，以示祝贺出版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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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全志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存真求实，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下限到1988年底，个别章节延伸至1990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编写。志首列图片、序、凡例、概述、大

事记，内设财政机构及人事、财政体制演变、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财政

学术团体、先进集体和个人共六编、29章、108节，卷尾设附录、编后记，表随文而

置。全志分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各编、章根据需要设总述或无题小序。

四、本志地名、机构、职务等均用当时称谓。专用名词过长者第一次出现用全

称，再次出现均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简称“一五”期间⋯⋯等。

五、本志纪年，建国前使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民国三年以前，泗阳县统称桃源县不加括注(今泗阳县)，民国三年改桃源

县为泗阳县。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局资料室，省、市、县档案馆，有的从有关史料、县志

和专业志书中摘录。对志中所引之词及附录的重要历史文件中之字词，为保持历史

资料之原有面目。未作任何删改。所用资料，一律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数字统计均使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用名称不用符号。涉及货币名

称和金额单位，均按当时的流通货币和计量单位，同一时期多次出现的货币名称和

金额单位首次出现加括注(×币．下同)。建【日后财政收支数据，均系每年财政收支

决算数，并按1 955年人民币改制后记述，以利历年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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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f，一、＼ ／

清代田赋，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桃源县田赋征收分为七则：一淤二

沙三岗四邻水五灾熟六荒灾七租地。嘉庆10年(1805)桃源县田赋种类有：本色米、

折色麦、折色银、本色物料、漕粮、河夫银、地丁银、耗羡银、闰月银。清代后期，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列强纷纷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与列强订立许

多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为筹集清政府赔款费用，田赋附加等方面的额外之征，

层出不穷，江苏省实行亩捐。每亩加征20文至80文不等。此外，还实行“规复钱

价”，其税率多为银每两复征200文。光绪年间，地方官吏多以省自为政，争相以附

加粮捐作为地方经费。

民国时期初年沿袭清朝税制，但田赋附加名目繁多，成倍增长。1912年北洋政

府虽明文规定地方征收田赋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30％．但实则使附加征收合法化

和随意性。江苏省仅田赋附加一项就有105种之多，民国13年(1924)泗阳县附加

项目17种：省附税、县附税、征收费、警备费、义务教育费、户籍测量费、自治费、选

举费、地方费、警察费、地方公益费、漕米罚金、卫河租罚金、民田罚金、省亩捐、游击

队捐、卫米罚金等。是年征收正税60439．15元(银元，下同)，附加162645．2元，附

加是正税2．69倍。民国18年(1929)5月27日省财政厅视察员沈定久开列的田赋

收支清单中记载泗阳县征收田赋正税13665．482元，而地方附加高达463130．135

元．是正税的34倍。国民党当局对农民理应施行休养生息，兴利除弊，省刑薄敛．振

兴农业，改善民生，非但不如此，反而加重农负，造成民生凋敝，社会不宁，难以查清

荒乱逃亡，空有粮名在册。

清代、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分上解支出、人员经费支出、祭祀支出、杂支四大

类。道光9年(1829)桃源县财政总支出银20586．5两，其中地方支出占52．6％，上

解支出占47．4％。地方支出中县统治机构人头费、祭祀费占地方支出达99．86％，

孤贫和科场费仅占总支出0．09％，无分文支持县经济建设支出。清末．征收的米麦

历年上解布政使司3329．37石．占征收额98．8％，县留用1．2％。民国期间财政支

出人员经费增加较多．特别是警察、保安经费增加更甚。民国13年(1924)国家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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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60439元(银元，下同)，实际上解73103元，而县实际总支出92735元中只有

16825元是从国税中列支的，其余资金来源全靠地方附加及杂捐杂税。在县实际支

出中用于保安方面达50379元，占县实际总支出54．33％。国民政府时期财政支出

比清代、北洋政府时期项目较全，其中新增了党务费、教育费、经济建设支出、卫生

支出等。民国36年(1947)临时门决算支出为173607180元(法币，下同)，其中用于

保安支出39751500元，占总支出22．9％，但省分配的保安方面的支出预算指标高

达118220000元，占预算总支出37．33％。

(二)

抗日、饵放战争时期，财政一切为了战争需要。解放区民主政府，根据不同情

况，制定不同的财经政策。泗阳县抗El民主政府刚刚建立，军需无着。采取了“土地

升科’’，向地主富农筹粮，以解决供养问题。嗣后，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根据和

平建国纲领和本地区施政纲领，解放区除了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

税外，还实行了减租减息，籍以改善民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公粮田赋征收上，

为了做到合理负担，积极推行统一的所得累进税制。1949年6月20日淮阴行政区

发出指示：对公粮田赋征收，贯彻阶级负担与合理负担相结合的政策，体现阶级上

的差额，即重征地富、扶植中农、照顾贫农等扶持生产政策。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的财政支出主要分成两大类：战勤经费和后勤经费。在两

类支出中又区分为经常性支出和临时性支出。无论哪类支出，都有具体供给标准，

实行统收统支，每月将其收支结存情况。向华中财经委员会报告，由财经委员会视

各单位情况调度余缺。

(三)

新中国建立后，无论从各级政府的财政机构建设，还是财政收支等方面，都很

快地走上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轨道。建国初，为稳定市场物价，制止通货

膨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政务院及时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方针和政策，采

取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将国家财政分为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管理。地

方财政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按统一标准，由中央财政核拨．年终结余

上交。县(市)级财政列入省财政预算。这一英明决策．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的各项任务。泗阳县从1953年起，财政实行预决算制度，从此县政府事权与财

权得到相对的统一。

新中国建立后。泗阳县财政收入都在逐年稳定地增长，1949,--,1988年，累计实

现财政决算收入57785万元，平均年递增lo．35％，1988年财政收入是1949年的
一5一



46．5倍。由于工商业的大发展，财源结构产生巨大变化，财政收入构成也随之变

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末年，农业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78％，工商税收入占22％，

到“六五’’时期末，农业税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4％，工商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

94．3％，这一方面既反映了财源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又体现了党和国家利用财政

调节的杠杆，不断减轻农民负担。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泗阳县经济发展更快，

“六五"时期，财政收入每年以25．5％递增速度增长，“七五”头一年首次突破5000

万元大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财政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不是“竭泽而鱼”，

而是在国家财经政策许可范围内，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1979～1988

年，泗阳县财政按政策让利给企业计5444．5万元，减免税款4452．4万元，10年间

留给企业自我发展的财政资金近l亿元，大大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后劲。

新中国建立后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维持政府“机器”运转，支持工农业生产，

发展社会事业。1950,---1988年，泅阳县财政累计总支出(含上解)54994万元，其中

本级财政累计总支出50175万元，占累计总支出91％，净上解4819万元，占累计

总支出9％。在本级财政总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支出13226万元，占本级累计总

支出26．4％，用于文教科卫等社会事业27170万元，占本级累计总支出54．2％，用

于行政管理费支出7663万元，占本级累计总支出15．2％，其他方面的支出仅占本

级累计总支出4．2％。从支出项目和结构比例看，充分体现了新中国财政是“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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