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财政史料丛书一笙一磊篁二分翌

建国后●江苏省历年财政工作报告

方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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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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资料则更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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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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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辑第X分册”，以免时期、

内容之间混淆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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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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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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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萃，便于为后人资政和研究使用，故不向社会普遍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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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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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古汉语中

可以通用而现在不通用的，一般仍按原件列；数字按原

件列，有些因限于当时的统计条件，勾稽关系有的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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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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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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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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册所编<江苏省历年财政工作报告>分两个部

分：(一)主要收录江苏省财政厅(局)1953—1990年的年

度工作报告，包括工作总结、工作报告、工作概况或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等总计31份，即列有31个年份。由于历史

原因，尚有1964、1966、1967、1968、1969、1970、1975等7个

年份空缺。(二)同时收录建国后各个不同时限的阶段性

总结7份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工作情况、江苏财

政十年、江苏省四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58—1961年)、江

苏财政三十年、三十五年来的江苏财政、发展中的江苏财

政(1949—1988年)、建国后江苏财政概述(1950—1990

年)。

二、上述各个年份和各个不同时限的工作总结，是在

各个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对财政工作的利弊评价，

都明显地保留着历史的痕迹，现一律原文照录，以保持原

貌。
‘

三、报告运用的年度财政收支数字，均为当时掌握的

数据资料，与其年度财政决算数字不尽一致。
’

四、1955年3月1日起全国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

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1954年以前的总结

报告中所列的人民币，均为旧币，未按新币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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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1953年财政工作基本总结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1953年是我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全党又开

展了“新三反”斗争、增产节约运动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

传，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国民经济建设取得

了巨大成就。本省国民经济也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上涨和各项运

动的贯彻，有了很大的发展，公私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53

年本省工业生产比1952年上升21．33％，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

营、公私合营比重由1952年的34．8％，上升为37．58％，粮食生产

在战胜了严重的霜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后，也争取了较1952年增

产8％左右的收成。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人民购买力大大提

高，因而商品流转额也较1952年上升34％，国营、合作社、公私合

营商业比重由1952年的53．67％上升为61．3％，私营商业比重虽

然下降，但营业额比1952年仍是增加的。一年来的财政工作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收入任务，并保证了各项

主要支出。

本省本年度总收入为70611．15亿元(农业税是约计数)，完成

年初核定预算的100．32％，完成八月调整预算的9r7．76％。其中工

商各税完成核定预算的96．13％，完成调整预算的93．7l％；农业

税完成核定预算的103．17％，完成调整预算的102．79％；企业收入

完成核定预算的110．9％，完成调整预算的112．99％；其他收入完

成核定预算的146．13％。完成调整预算的119．68％。本省本年度

总支出为26041．35亿元(包括节约上解1000亿元)，实际支出为核
3



定预算的84．13％，为调整预算的85．78％，其中经济建设费类为

调整预算的77．14％，社会文教费类为调整预算的85．17％，行政

管理费类为调整预算的89．03％。年终结余为5918．16亿元，除去

应完未完工程经费426亿元，必须于1954年度继续开支外，实际

结余5492．16亿元。

在收入方面，除工商各税外，均超额完成了任务。完成或超额

完成收入任务，主要是由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贯彻，全党的重视

和努力，积极改进征收方法，控制税源，组织收入的结果，工商各税

虽未达预算数字，但由于全党的重视和努力，应收的亦基本上收起

来了。在支出方面，结余的数字较大，其主要原因是：深入贯彻了

增产节约运动，大家动手，精打细算，节省了一般管理经费，削减了

可缓办或不办的事业开支。如在工业投资方面停办了扬泰输电工

程、苏北农具厂，缓办了天生港电力工程；在卫生支出方面调整预

算时缺167亿元，年终不仅是弥补了缺额，而且结余522亿元。其

次是：预算较大，编制不足，定额较高，超过实际需要，如社会救济

费预算太大，行政经费编制不足6455人，中教工资定额高85亿

元，综合医院、县市医院补助标准均较高。再次是：因计划批准迟，

设备订购困难和其他原因而未完成计划，如水利、地方工业等支

出。另外。少数单位不重视执行计划致未完成任务也是原因之一。

一 第二部分几项主要工作的检查

一、关于收入 ，
，

(一)工商各税工作 全年工商各税收入45350亿元，较1952

年上升27．43％，如剔除所得税与税率提高、税目增加等因素，则

较1952年上升28．75％，与国民经济上升情况大体相适应。在执

行计划中，虽然上半年较松，所得税未征足，但下半年由于全党的

努力。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领导、有重点的开展了反逃税斗争，使

上半年逃税漏税欠税补回约1066亿元。有力的打击了资产阶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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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嚣张气焰，加强了稽征管理工作，逃税漏税欠税现象已较过去减

少，因此，我们认为1953年的税收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从税收

计划执行的结果来检查税收计划的编制，不少地区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趋势估计不足，存有保守思想，如第一次各地自编计划仅达

39000亿元。省因对各地情况了解不够，对计划的核定亦有不尽

合理之处。

1953年的税收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

在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以前，这个阶段主要是贯彻执行修正税制，进

行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在机关内部开展“新三反”斗争。

通过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加强了干部反复调查研究工作的观念；

通过“新三反”斗争，制定了税务机关政治工作方案，提出了三大纪

律十一项注意草案，改善了干部工作作风，并召开了税工代表会

议，鼓励了士气，这都给以后的税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

由于某些干部对“新三反”认识不够完整，在反掉强迫命令作风之

后又产生缩手缩脚不敢向资本家逃漏行为进行斗争的现象。再加

上修正税制的错误，资产阶级非常嚣张，逃税、漏税现象极为严重

(估计全省1952年所得税逃税漏税500亿元到1000亿元)。后一

阶段是在八月中央财经会议到年底，这个阶段在各级党委直接领

导下，进行了批判修正税制错误的教育与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学习，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我们开展了有重点的反逃税斗争，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1953年所得税估征工作，从而税务干部的政治思想

水平大大提高，纠正了多年在税务机关中存在着的“公私一律平

等”的错误思想，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严肃的执行了税法，

使过去逃税漏税欠税大部收回，使税务管理工作深入一步，提高了

税务干部的管理能力，但是对私营商业、对农村税收的管理问题还

没有得到解决，私营商业营业税所得税和农村税收的逃漏还很大．

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要缺点。

， (二)农业税工作1953年的农业税收超额完成了任务，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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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细粮238749万斤(包括代金与经济作物)，尾欠与事故均较1952

年减少，缩小了代金与棉花比数，掌握了现粮。在执行政策上，巳

改变了1952年本省部份地区因定产偏高、减免不当而影响农民的

生产情绪的局面。今年夏秋之间。我们对土地产量进行了适当的

调整，使农民负担趋于合理，消除了农民对农业税负担顾虑，提高

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如不少地区的群众说：“去年订产，订得鬼喊；

今年调产，人人出劲增产。”在减免方面，因夏季江北极大部分地区

受灾严重，为了鼓励农民积极抗灾，我们在夏征前及时的向群众宣

布“夏秋分担“补种照同一地区灾成计算，改种夏季照全部失收计

算”等减免办法，这一措施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在此同时，我

们又密切结合生产救灾工作，深入调查摸底，核实灾情，征收时在

各级领导的重视与直接掌握下，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说

服教育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当减者减，当免者免”的要求。通过以

上各项工作，我们不仅是超额完成了征收任务，而且也贯彻了农业

税政策，稳定与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党、人民政府与农

民群众的关系。 。 ：

1953年的农业税征收工作，虽较1952年有很大进步，但也存

在有如下几个主要缺点： -，

1．由于缺乏征购合一的经验和领导思想上麻痹于秋季的丰

收，部分地区急于结束秋征去进行统购，因而，工作布置草率，限期

紧迫，没有向征收干部具体交待政策界限与工作方法，致在今年秋

征中部份地区宣传教育不深入，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又复抬

头。减免不当，送粮组织不严密，共发生大小人畜伤亡事故49起，

个别地区尾欠仍然很大。

2．本省江南地区因与统购工作同时进行，征收时间推迟，由

于工作的繁重，征收时间拖得较长，开征期间又恰遇阴雨连绵，部

分粮食水份较大。

3．由于对夏荒估计过重，在群众无夏征习惯的江南地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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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夏征，结果征收数量虽小，但征收费时，增加了农村工作的负担。

并引起农民对生产小麦的顾虑。

4．省财政厅对秋征工作的业务指导不够，秋征细则颁布较

晚，松江、苏州地区的水份要求多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面

”工作的顺利进行。
‘

(三)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完成2468．92亿元(包括1952年补

缴124亿元)，超过调整预算的12．99％，在计划的完成中上松下

紧，上半年仅完成计划的26％，余均在下半年完成，内十二月份就

完成了26．07％，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上半年产销不正常，

某些企业计划偏小，致实际利润未能及时全部入库，下半年由于增

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企业经营情况有了迅速的改善，除建筑企业外

余均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 一
·

1953年企业管理工作的成绩，主要是通过制度建设，清产核

资与资金的调拨管理，推动了企业单位的经济核算制，从而加速了

流动资金的周转，呆滞材料的处理，节省了资金，增加了财政收入；

通过外勤检查，使我们具体的掌握某些单位的经营情况，促使有关

企业部门领导的重视。在贯彻财政制度，财政纪律与对企业单位

财务管理的改进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上的缺点是：1．对企业单位情况掌握很

差，心中无数，未能充分发挥财政监督作用。2．对县市的企业财

务管理工作缺乏领导，一年来未开过一次业务会议。

(四)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中剔除上年度结余与上级补助收

入，超过年度核定预算113．22％，超过调整预算数49．42％。超收

的原因是：对此项收入的财源估计不足，注意不够，因而计划编得

较低，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各地均积极的注意挖掘财源，如清理

各地散存的小公家务与积存物资。因而大大的超过了计划。
一 二、关于支出 。- ，

一年来在支出的监督上，是做到了保证主要支出，削减了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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