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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志书，记载历史，历来是盛世大业。为反映我县财政、税收

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其规律及经验教训，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际此盛世，县

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依照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组织编

写人员，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开始编纂《宝应县财税志》。

《宝应县财税志》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指导思想，本着“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坚持以反映全县财政、税收的专业特点为主，

对解放前的财政、税捐，主要记述机构沿革和赋税史实，也一并记述

解放区的财政、税收。’重点记述解放后财政、税制的演变，财政收支

的管理与监督，税种的开征及运用税收经济杠杆，促进生产，调节收入

的作用，以体现了人民的财政、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时代特

征，力求使该志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个方面得到较好的统一。

在《宝应县财税志》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档案记载为主要

依据，先后查阅了本局文书、会计、统计等各类档案一千五百三十五

卷，又结合口碑等资料，共走访了六十一名老干部和八名旧职员，搜

集资料五万余字，经过反复考证，取其精点，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初，

开始编写。廖荣生同志撰写了概述、明清时期赋税、解放区财粮赋

税、企业财务、农业税征管、工商税收、利润监交与能源基金征集、

人物纪事。王义哲同志撰写了前言、大事记、机构沿革、财政体制、

资金使用效益、行政事业财务管理、公债国库券、税收计划与会计、

财政税务监督、审计、党群团体及职工队伍。郝蓥同志撰写了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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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主文铸同志撰写亍民国时期的财政税捐、公产管理。全书共分六

篇、二十一章、七十节，约二十三万五千字。

编写部门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断限时间较长，史料残缺，加

之我们初次尝试，学识浅微，缺乏实践经验，难免有遗缺和错误之

处，热忱希望各界读者，予以批评斧正。

《宝应县财税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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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全志断限时问，上起辛亥革命(公元一九一一年)，下至一

九八五年。

二、本志分六篇、二十一章、七十节。篇以下按章、节，目、项

四个级次安排归属。 “目"的标码用汉字一、二、三eOO 0000 “项”的

标码用阿拉伯字1、2、3⋯⋯。在有些章节中， “项，，以下有“分

项”，这一级标码用①．②、③⋯⋯。

三、志书对建国前的历史纪年，一般用当时通用记法，并在括号

内加注公元纪年，涉及使用的乡镇名称、地名，俱用当时名称。

四、志中将“中华民国"简称为“民国"9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

称为“国民政府黪。

五、本志所用的货币、计量单位，属民国时期的俱按当时名称计

算。建国后的货币一律按规定比率折为现行的人民币计算，以免混

淆。

六、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但也不排除浅显通俗的文言。

七、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各种图表，以补充文字叙述之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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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宝应县地处苏中，位于运河线，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连年的兵

祸匪患，加上屡经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以及苛赋、徭役，使

宝应人民饱受苦难。特别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承袭清代的税制，名

目繁多，弊窦丛生，民负畸重。从民国初期至民国三十一年，在宝应

县开征的税捐有六十多种。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增加了税捐二十多

种。此外，人民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摊派和杂役。加之国民政府的地

方官吏也营私舞弊，贪污自肥，人民饱尝苛捐杂税之苦。

民国二年(1913)，国民政府颁布“国、地税法草案"及“国家费

用、地方费用标准案，，，‘1赋予县预、决算制定之权。宝应地方财政可

谓已具独立雏型，但省、县收支尚无法律规定，县财政仍流于形式，

未能付诸实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政府颁布“预算法"，并未实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划分省与县地方收支标准，至此，宝应

县才实行财政收支预算制度。民国二十六年(1937)又发布该法的

《施行条例》，对三级财政收支范围作了具体规定。

民国时期，宝应县的财政预算，实际只列收入，不列支出，以支

定收。民国二十四年(1935)宝应县岁入经常门、岁入临时门的收入

额和岁出经常门、岁出临时门的支出额相平，均为四十六万八千零三

十七元。但是，有的年份支大于收。

1943年5月至194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宝应农村建立了民主政

权，那时财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抗战经费，执行合理负担，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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