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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志·财政志》编辑办公室的同仁从1990年至

1996年经七年努力，圆满完成了编辑出版工作。在七年

中，我们最先用二年半的时间在各地广泛搜集资料，以

后在编写过程中又陆续进行资料的补充搜集工作。把许

多散存于各地、各部门的各种档案、史书、报章、杂志

中有关江苏省财政的史料搜集起来，将原来零星分散的

史料集中、系统、完整地组织起来，这是一次很难得的

集纳机会，也是一次极有价值的行动，真是百载难逢。

总计搜集到的资料少说也有几千万字，而且有些确实是

千金难求。第一，这些史料内容相当珍贵，譬如清廷军

机处录副的江苏财政奏折及御批，太平天国的天王减赋

诏旨，辛亥革命以来的民国政府历年财政收支数字，革

命根据地老同志珍藏的文物和回忆口碑。第二，这些史

料搜集颇不容易，譬如清廷奏折是商请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的专家精心筛选出来的，清末民初两套财政说明书

是从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古籍部中分别遴选的；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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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资料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和各

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中数以万计的案卷、报刊中

逐件觅得的，有的从某一线索辗转求得，有的靠老人座

谈回忆指证，有的还远到台湾委托亲友寻找，有的与外

省协作交换而来，真是煞费苦心。第三，这些史料涉及

方面广泛，在时间跨度上系统资料起讫一百五十多年，

个别资料jH,4更长；收支项目上包括各类各款，以及具有

江苏省特色的厘金、捐输、漕运、盐课、关税等款项。

但是，由于志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度，加之修志的原则

是详今略古，因此，建国前的史料在使用时只能摘其要

点，入志不多不详。现在，志书已经出版，这些弥足珍

贵、搜集匪易的史料，弃之可惜，留之无处，一朝散

失，难求再得；如若束之高阁，后人要用，卷帙浩繁，

茫茫字海，何从入手?编辑办公室的同仁有鉴于此，报

经江苏省财政厅领导同意，复得省人民政府领导支持，

将所集史料遴选要者，分门别类，整理编辑一套《江苏

财政史料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作为《财政志》

的补充和配套书，以保存其历史价值，发挥其存史资政

作用，为今后财政新人留下可作参咨的史料，这是我们

几个财政战线老兵所作的最后奉献。

《丛书》是江苏省的财政历史资料的汇编，包括各

个历史时期江苏省辖属财政收入、支出、管理的史料汇

集，而非编者著述。

《丛书》分时期汇辑，共分三辑，十分册。第一辑

为清代(主要是1840年以后，也有部分史料是184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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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包括太平天国，分四册；第二辑为民国时期，

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解

放区，沦陷后的日伪统治区在内，分三册；第三辑为建

国后，下限至1990年，与志书同，分三册。每辑根据摘

取史料的多寡，分别门类或依据史料性质编成分册，或

一题一册，或数题一册，先编成先出版，后编成后出

版，但每册均分别标明“第×辑第X分册”，以免时期、

内容之间混淆。

《丛书》体例不求统一，视各种史料的状况而定。

在形式上，或以文字档案为主，或以数字统计表为主；

在取材上，或原貌全录汇编，或删节精要摘编，或综合

要义组编。但不论何种形式，均力图保持史料的真实，

反映历史轨迹，有些则为节省篇幅而删蔓存菁，以求简

明扼要，不予褒贬评论。对于史料中的某些称谓及提

法，均按当时存档件中原貌不作改动，亦不加注，请阅

者注意鉴别。对于一些可取可舍的、性质重复的、每年

例行的公文、存史价值不大的史料，仅录其一二为范

例，不再一一收录。对建国前的史料一律改为横排，酌

分段落，计量数字改用阿拉伯数字，并加常用标点符

号。

《丛书》是史料。其来源虽然来自各地档案馆、图

书馆、博物馆，但就其文件性质绝大多数是属于文书、

报告等档案，少数是报刊资料和史书记载，史料真实可

靠。

《丛书》编印目的，是为江苏省财政系统内部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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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保存史料。也可以说是江苏省财政史料的微缩按
萃，便于为后人资政和研究使用，故不向社会普遍发

存：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文字和形
式将本书史料进行翻印、翻译、转载和出版。

《丛书》编录的史料中，凡有明显舛错的，在编录

时即予改正；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确定的，以口代替；属

明显错别字者，直接作了改正；有些字、粤在烹銎雹!
可以通用而现在不通用的，一般仍按原件列；数字按碍
件列，有些因限于当时的统计条件，勾稽关系有的不葺
准确，或口径、时间上不一致，因而与其他史料会有差

别，编者又无法鉴别校核，读者在运用时请自鉴别。对

无成文时间的史料，凡有根据可判的，用判定时间；凡

无根据判定的，则付阙如。

《从书》由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编写组负责编

辑。从1997年开始编纂，计划在1999年完成。
一

《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热心同志

的支持、帮助、指点，谨致谢忱。限于水平，定有疏漏

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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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抗日根据地

和解放区财政史料





编辑说明

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江南和江北指挥部供给部直

接管理财政的供给o 1940年，苏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

皖东根据地的新四军挥师东进，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合，

在南起长江、北抵陇海铁路、东临黄海、西跨苏皖边境这

一广大地区内，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并随之建立起抗日民

主政府，设置财政和税务机构，开始征收田赋、公粮和税

收，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块

根据地合并成苏皖边区政府，以后成立华中行政办事处，

都设立财经机构，建立起解放区人民政府的财政。抗日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财政，既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

了重大贡献，又为建国后的财政奠定了基础。本册汇辑

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江苏财政史料。

一、地域范围：江苏抗日根据地，是指华中抗日根据

地的江苏部分，包括苏南、苏中、苏北和地跨苏皖两省边

境的淮南、淮北等五块抗日根据地。陇海路以北的江苏

地区，分属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不在本史料收录范

围。江苏解放区，是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苏中、苏北、

淮南、淮北四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苏皖边区，全区共73个



县市(其中：江苏51个，安徽19个，河南3个)，面积8万

平方公里，人口2300万。共分8个行政区，其中：第四、第

八行政区位于津浦铁路西，即淮南、淮北的路西地区，其

财政史料未予收录。解放战争期间，1江苏解放区大体上

均以津浦路以东的6个行政区范围为基础。“渡江战役”

后，苏南解放区的有关史料已收录在内。 ，

二、时间跨度：自1940年至1949年，为时10年。1949

年10月建国后，由于苏南、苏北区的财政工作基本继续采

用解放区的做法，同时考虑到资料的完整性，财政统计以

年度数字为准，故本史料的截止时间定为1949年底。

三、史料出处：本史料是根据江苏档案馆馆藏的有关

文书档案和已出版的江苏党史、军史、财经史料、图书、地

方志、专业志以及老同志回忆录、口碑等史料，择其精要，

摘编而成。现将依据的主要史料开列于后：<华中抗日根

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

编>，<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料选编>，<中

共党史资料丛书>中之<苏南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

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江苏党

史资料·江苏淮北人民抗日斗争史稿>，<中共江苏党史大

事记>、《新四军丛书·苏南抗日斗争史稿>，<安徽革命根

据地财经史料选>，<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淮北抗日

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江海奔腾：》(南通财经史料

专辑)，《民国江苏权力机关史略>(江苏文史资料(第67

辑))，《洪泽县革命史料选辑>第七辑《抗日战争时期淮宝

县专辑》，《泰县财政经济史>，《江苏粮食志>，《宝应县



志>，盐城、江都、如皋、大丰等市、县的<财政志>、<财税

志>，<江渭清回忆录>，以及南通、溧水、高淳、江宁等市、
县财政部门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财税史志征求意见稿、

送审稿等。

四、编辑方式：参照志体要求，以事分类，横排竖写。

但由于战争年代和战争环境的特点，其主要时间是以各

战略区为单位各自为战开展活动，因而留存的财政史料

以分散的、间断的地区资料居多，因此只能以战略区为单

位按地区、按时间顺序编写。

五、由于战争环境的不稳定，史料散失颇多，很难寻

补，而且有些史料是转辗抄录存留下来的，加以编者水平

所限，定有疏漏错误之处，尚祈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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