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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修志，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走上安定，经济呈现繁荣，

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为编写地方财税志创造了良好环境。

财政税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在目前把改

革、开放搞活推向前进中尤显得突出。她对促进社会安定，调节生

产和市场，保证改革的Jlbn,$,J进行起着一定的作用。近几年，我县的

财政税务事业得到一定的发展，财政收支逐年递增，税收政策和措

施逐步完善。为了以史为鉴，明察工作中的得失，汲取经验和教

训，促进财税工作，我局在县委、县府和县志编写委员会的指导下

于I 986年8月组织了人力，进行了《淳安县财税志》的编写工作。

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尊重实事求

是而详今略古的原则，经过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如今一部有一定

内容含量，资料翔实，记载从民国元年(I 9 2年)至I 985年的我县

财税历史，并且有一定思想性、资料性的志书，已奉献在人们眼

前。但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

者、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改。并在此，向为我们提供资

料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淳安县财税局孝支部书孽李庭才
淳安县财政税务局局长

I 989年5月9 H



凡‘ 例

÷、本志系记述民国时期和解放后本县财政、税务及机构的演

变发展史实。’对财政、税收的起源和沿革略作上溯。
’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起于I 9 I 2年，下限为I 985年，文中纪

年，民国时期，按民国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但只注首次，以后

重复同样纪年不再加注。解放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三、本志按章、节、目、项四个层次编列，章与节的标题前冠

以“第×章” “第×节”，以下的序次，目标以一、二、三⋯⋯，项

标以(一) (二) (三)⋯⋯项以下分点，标以1．2．．3．⋯⋯，再分

点标以①、②、③、⋯⋯全志共分为三章八节。

四、本志币制，按真实记述，民国时期照当时实际使用的银

两、银元，法币、金圆券四种，使用起{：乞!时限，民国元年(I 9 I 2)

至民国二十四年(I 935)为银元，民国二十五年(1 936)至民国三

十七年(I 948)上半年止为法币，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为金圆券。

计数单位有“两"、“元”、“万元”；解放后一律以人民币为准，

953年3月以前的旧币制均按折比折成现行人民币值，计数单位分

为”万元’’、“千元”、和“元”。计量单位，民国时期分为“召’、

“斗”、“市升”、“市斤"，解放后为“市斤”，“百市斤”。

五、淳安县系原淳安县、遂安县于I 958年I 1月1日合并而成。

其l 949年至I 957年的财政收支均分别列明，唯I 949年至l 952年限于

资料仍合列明。民国时期的财政、税务依史料而定，能列明的均分

别照列，唯地方性的苛捐杂税的名目，依原淳安县列述，原遂安县



的一因史料残缺不全，二因名目大同小异，故未列名目只列征收

数。 。

．

本志文中的“本县”两字，一般是指原淳安县。

六、解放后的财政收支所列的金额数字，本志与县志有关项目

的极少差数，是因本志在统计口径上和对有关项目取舍所致。、
一

七、本志史料主要来自省、县档案馆、县公安局和本局档案

室，经核实整理而成斯志。



述

本财税志，．是我县有史以来首次编写的单项独立志，．它纪实了

民国纪元以来的财政、税收的基本状况。 ．t

一

‘财政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

形式。财政税收政策的优劣和政第的实施，关系到国力的盛衰、社

会的安危、．人民的利害。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后一个王

朝，但军阀混战，军事割据，国无宁日，然军阀割据地盘各自采用

田赋与苛捐杂税而搜刮民财，以致民不聊生。其时淳安县公署设有

财政科，但无财政收支预算制度。其田赋由县财政科田赋征收处办

理，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八年共征田赋银元：淳安县计868．056元，

遂安县计600．732元。捐税机构民国三年(I 9 l 4年)设有威坪统捐

局，．自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八年止，共征收茶捐I，66 I．957元，货捐

，l，000，559元畲计2，662，5I 6元。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于民国二

十四年(I 935)。我县始建财政收支预算制度，财政收入以国地税划

分，县级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附加捐和各项捐税，然国民党政

府，消极抗日，而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其间，

捐税机构设置重叠，．苛捐杂税名目丛生，以田赋正税而随征的附加

捐的名’目达22种之多，民国二十九年(1 940)田赋正税征收

计37，359元而随征的省附加捐计47，l 94元，占正税的一点二六倍，

随征的县附捐计85，I 63元，占正税的二点二八倍。地方性苛捐杂税

之名目，自民国十七年(1 928)划分国地两税界限起，，连同以前原

有之捐税达32种之多。苛捐杂税征收额，民国三十六年(I 947)淳



安县计52，l 67万元；遂安县计39，646万元。故日：国民党政府以苛

捐杂税而刮民，以致民不聊生，经济衰弱，通货膨胀、财源枯竭、

财政濒于解体。‘

I 949年、5月淳安遂安相继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彻底改变了财政税收的性质，贯彻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针，使财税工作为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巩固人民政权服务。．

建国37年来，我县财政遵循“增收节支，收支平衡，略有结

余"的原则，，保持了各项支出的需要，使我县的国民经济得到相应

的发展。I 949年至I 985年止的37年中，财政总支出、(不含预算外)

『为25，1．59．6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为8，683．6万元，占34．5：％，

教育经费支出为7，278．7万元，占28．93％，．行政经费支出为

4，I 75．8万元，占I 6．6％，其他支出为5’，．02 I．5万元，占I 9．97％，

在其他支出中，。有“二五"期间平调退赔款支出703．5万元；有支

援人民公社、乡镇，生产支出2，07 1．6万元；有抚恤、社会救济支‘

出958．7万元。

建国37年来我县从税收政策上给予减税免税的照顾，以支持生

产，发展经济。为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减轻农民对农业税的负担

白I 949年至I 985年的37年中，共减免农业税3 l 69万市斤，其中，

社会减免I 255万市斤，灾情减免3 8万市斤，其他减免449万市

斤，I 979年实行农业税起征点的办法，我县连续四年共减免l，I 47

万市斤。为扶持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l 980年对春夏茶超收购基数

部份实行减税，这一年计减免税额30．8万元，I 983年按省规定茶叶

税率降低I 5％，我县计减免税额148．4万元。为支持工业企业的生



产发展，实行税前还贷的政策，用税收归还贷款。l 983年至I 985年

三年中实行税前还贷25户企业，共计以税还贷金额达I 29．8万元。

为照顾纳税有困难的工商企业，依照税收管理权限批准给予减免税

的照顾，仅I 983年至I 985年三年中，共减免税款68'0．9万元。‘

建国37年来，在积极支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开拓、培养财

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职能，大力组织财政收入，。使

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以供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自I 949年至l 985年

的37年中，我县全额财政总收入为33，07 1．I万元，其中，企业收入

(即国营企业利润上交)为7，772万元，占总收入的23．5％，，工商

税收为l 8，625．3万元，占总收入的56．3％，农业税为6，I 94．5万

元，占总收入的I 8．7％，其他收入479．3万元，占总收入的I．5％，

依国家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期间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I 953一

I 957)的财政总收入为2，522．8万元，到“六五”计划期间(I 98

—I 985)的财政总收入达到l 0，099．1万元，与“一五"时期比较增

长三倍。但由于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建成．，原淳安i遂安两县的大部

份工农业基础被江水淹没，形成千岛湖的水库，财政收入随之下

降，由I 958年的94 I万元，退到．1 96 1年的457．4万元，以后几年虽

有上升，但都在一千万元以下徘徊，直到I 977年才逐年上升。尤其

是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以来，坚持经济体制改

革和财政、税收的体制改革，遵循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国民经

济有较大的发展，财政收入有较大的增长，l 98 1年至I 985年这期间

的财政收入达到1 0099．I万元，比“五五"期间(I 976一I 980年)

的财政收入6300．9万元，增长60．28％，每年递增I 2％，而这期间

财政收入占解放后的37年中的30．54％，从而，县级财政收入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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