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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级机关所在地——梧桐镇鸟瞰

1994年10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左

三)参观茅盾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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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匀z9月30日桐乡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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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1日桐乡市国家税务局迁入新地址办公



裥乡县税务局循环红旗劳动竞赛授奖大会

《桐乡市财政税务志》评审会议成员合影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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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9日

桐乡市财税系统行

风建设评议动员大

会

1997年4月税法

宣传活动

1996年4月桐

乡税收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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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角遗址

位于石门镇，距

今6905+-155，属

马家浜文化早期

类型。下图为罗

家角出土文物。

牛骨

一木榫卯结构

陶釜

稻谷



桐乡市博物馆

桐乡体育馆

桐乡高级中学



河山东浜头村依托村办企

业建村

方格簇养蚕

桐乡市巨石玻璃纤维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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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代以来，崇德、桐乡共修县志19部，但未有财税专业志著作，

财政税收状况多以“食货”见于县志，内容或重复或遗漏，缺乏连贯

系统的记载o

一个政府有哪些财政收入，收什么税，怎样收，收多少，以及收

入用于哪些方面，都体现当时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方针政策，对社

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编修地方财政税务志，把财税

状况有系统地予以整理记载，不但对财税工作有借鉴作用，也是一个

地方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侧面反映，有助于进一步展示县情o

《桐乡市财政税务志》是第一部桐乡财税专业方面的地方志，其

记叙内容起于后晋，止于公元1995年，纵跨1058个年度，共八编。

编纂者遵循胡乔木同志“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的指导性

意见，对所采集的资料整理、鉴别，通过研究，融会取舍，是有值得

称道之处的。(一)全志以财税内部联系为脉络，首列财政四编，以

财政体制开端，继叙财政收支、财政信用和财政管理，构成完整的专

业史体系。中列农业税赋、工商税收两编，以税收负担为中心，记叙

税收制度、征管、税源和利弊，突出了主要财政收入。最终编列组织

人事、财政税收与社会经济两编，．使财政税收这一范畴得以完整体

现。各编内部横排纵叙，脉络分明，可谓体例严明，归隶有序o(二)

志为资料书，贵在真实。当今编志，对历史资料已难以确证其真伪；

即使近期资料，也往往由于来源不同而有差异。编纂者查究、比较，



序

，如有可疑，则并注另一资料；重要图表均注明出

体现了资料选择的客观性o(三)财政收支是政府的

状况多以数据反映。此志于数据编列中，勤于考核研

示其本来面目，明清时代财政收支定额，原资料条理

正确理解，此志分项列表，一目了然；建国后有部分

缴省、中央金库，县决算未能全额反映，此志列专表

地方财政贡献；分产业税收收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负担重要资料，但历来税收收入资料不划分产业统

抉，终于制成桐乡市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四)财税服务于生产为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桐乡

守之有恒，历来重视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党的这一重

专编记叙建国后财税系统服务社会促进生产情况，为

志仅见的新篇章，是此志又一特色。

，数十万言难尽其意。编纂者虽尽力而为，仍有一些

明，应详而未能详，缺陷、差错难以全免，寄希望于

喜拊，
199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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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一、根据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的要求，努力做到资料

丰富．，内容真实，结构合理，文字简洁。

二、本志以财政、税收职能作用为主线，取材以与财税职能联系

密切程度定繁简，努力反映财税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

三、桐乡市古为崇德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建县。本志以此

为上限，各事资料缺乏者依资料可能而定，下限定为1995年。

四、明宣德五年(1430)析崇德东境六乡置桐乡县，其间，1662

年至1913年崇德又曾改称石门县o 1958年11月两县合并称桐乡县，

后于1993年3月撤县建市。因此，本志对两县分治期间的记叙，称

崇德(或石门)的，单指崇德(或石门)县；称桐乡的，单指桐乡

县；称两县的，合指崇德(或石门)和桐乡两县o 1958年并县后称

桐乡县或桐乡市(县)；，用桐乡市(县)泛指建国后跨越分治和合并

时期的情况o
”

五、本志文体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o、
、

汉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凡是在《简化字总表》中已经简化了的繁体字，不再使用；凡

是不符合《简化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也不使用。

数字以有关部f-i 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为准则。

六、本志所用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指事件发生时习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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