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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 983年12月
主任委员 马继孔

副主任委员 方 谦 刘建华 吴允中 I石天行j 王田有(专职)

委 员 徐文楼 周銮书 l俞 林I 傅文仪 李 克 史宇谦

毛云卿 万 木 王朝俊 张运昌 廖延雄 郭 皓

彭铎余心乐

1991年7月
主任委员吴官正

副主任委员 孙瑞林 周銮书 张 伊(专职)

委 员 朱英培 华 桐 王明善 熊向东 饶少云 刘初浔 黄启曦

熊印辉 陈溪能 黄定元 杨淳朴 胡仲权 郑光荣 陈文华

高介福

1996年8月
主任委员舒圣佑

副主任委员 黄智权 王 飚 谢 军(专职 1997．4．15起)
委 员 雍忠诚 王明善 黄定元 叶 春 熊向东 黄启曦 傅敏先

吴颐轩 郑如春 李国强 杨淳朴 黄庆来 刘初浔 朱祥清

1999年3月
主任委员 舒圣佑

副主任委员 黄智权 王 飚 谢 军(专职)

委 员 雍忠诚 王明善 黄定元 钟键华 梁凯峰 黄耀春 傅敏先

吴颐轩 范光祺 李国强 朱张才 黄庆来 危朝安 刘伟平

刘积福 刘爱才 曹二俚 熊盛文 缪 兵 韩景昌 徐明华

伍自尧 徐俊如 陈达恒

《江西省志》总纂人员
总 纂谢 军

副 总纂 范银飞 刘 斌

总纂室主任刘柏修

总纂室成员 俞红飞 何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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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国

稿刊行。

修志，国

果甚微，

间，中国

，中共中

组)的活

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先后颁发文件，重加倡导，修志遂成全国热潮。中共

江西省委因势利导，于1983年12月批准成立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指导
全省各地修志，组织省志编纂。1988年1月省人民政府正式部署《江西省志》编

纂任务。到1993年3月，全省大多数县、市已完成本届修志任务，新编《江西省
志》的各种专志也陆续纂定付梓。

《江西省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全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实事求是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正确估价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体
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

《江西省志》由省地方志编委会统一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和审稿编排，由省
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头承编。为便于组织协诃，加快编纂进度，突出江西特点，

增大信息容量，提高使用价值，节约经费开支，《江西省志》采用丛书结构形式，

侧重考虑各专志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分拘泥于全书的整体性。全书由大事记、各

专志、人物志组成，各专志一般设序言、凡例、概述、专业内容、人物、大事纪年、

附录和编后，分则自成一体，合为全省通志。志目设置方面，不强求“事以类从，

类为一志”，基本上一个部门一志。例如，工人、青少年、妇女、工商、华侨等组织
和台联、侨联、科协、文联、社联等团体，本应统合为社会团体志，为便利编纂，现
多数分别立目，科协、文联、社联则依次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志中

记述；旧政权志、苏区志、人民代表大会志、人民政府志，理当归并为政权志，考

虑到旧政权与人民政权有本质不同，政权与政府有别，苏区又是江西的一大特
色，故而分设四志；此外，从突出优势产业着眼，将铜业、钨钽铌业从冶金工业中

析出，将纺织、陶瓷、烟草业从轻工业中析出，各自设志。内容方面，一些全局性

内容和交叉性内容，允许各专志从本专业角度适当记述；科技、教育既在科学技

术志、教育志中作宏观展示，又在许多专志中作微观反映。断限方面，全书通贯

古今，详今明古，侧重近现代，尤重当代。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业或事物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但不“一刀切”，有些专志视实际需要适当延伸。层
次方面，大多数专志只设章、节、目，但某些内容丰富、层次复杂的专志，则设篇、

章、节、目。版式方面，除统一封面、扉页和正文的字体、字号外，其他均依据不同
专志的具体情况确定。

本书各专志中涉及全省的山川、面积、人口等基本材料，以地貌、人口两部

专志的记述为依据，其他资料分别在各专志末详列所自。引文出处和需注释的

内容一般在行文中用小字交代，注文过长又不便在行文中交代的用页末注。

本书各专志按脱稿先后发排，原则上一志一册，少数篇幅过小、不宜独立成

册的则两志合为一册。除个别涉及机密的专志内部发行外，其他专志均公开发

行。

《江西省志》总纂室

1993年3月(1997年6月修订)

1．江西省大事记

2．江西省行政区划志

3．江西省地貌志

4．江西省地质矿产志*

5．江西省气象志*

6．江西省地震志

7．江西省测绘志*

8．江西省动植物志*

9．江西省人口志

10．江西省土地志

11．江西省经济综合志

12．江西省农牧渔业志

13．江西省农垦志*

14．江西省林业志*

15．江西省水利志*

16．江西省煤炭工业志*

17．江西省冶金工业志

18．江西省铜业志

19．江西省钨钽铌工业

志*

20．江西省轻工业志

21．江西省二轻工业志

22．江西省纺织工业志*

23．江西省烟草志*

24．江西省石油化学工

业志*

25．江西省建筑材料工
、lk志

《江西省志》丛书志目

26．江西省陶瓷工业志

27．江西省机械工业志

28．江西省电子工业志

29．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30．江西省电力工业志*

31．江西省建筑业志*

32．江西省乡镇企业志

33．江西省交通志*

34．江西省铁路志*

35．江西省民用航空志*

36．江西省邮电志

37．江西省商业志*

38．江西省供销合作业

志

39．江西省粮食志*

40．江西省对外经济贸

易志*

41．江西省口岸管理志

42．江西省旅游志

43．江西省财政志*

44．江西省金融志

45．江西省城乡建设志

46．江西省环境保护志*

47．江西省经济计划志

48．江西省统计志

49．江西省物资志

50．江西省物价志
51．江西省工商行政志

52．江西省审计志

53．江西省标准志

54．江西省计量志

5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6．民主党派江西省地

方组织志
57．中国国民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8．江西省工人组织志
59．江西省青少年组织

志

60．江西省妇女组织志
61．江西省工商组织志

62．江西省侨联志

63．江西省台联志
64．江西省政协志

65．江西省旧政权志

66．江西省苏区志

67．江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志

68．江西省人民政府志

69．江西省民政志

70．江西省外事志

71．江西省台港澳工作

志

72．江西省侨务志

73．江西省档案志*

74．江西省劳动志

75．江西省人事志*
76．江西省公安志*

77．江西省武警志

78．江西省检察志*

79．江西省法院志*
80．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81．江西省劳改劳教志*

82．江西省军事志*

83．江西省教育志*

84．江西省科学技术志*

85．江西省社会科学志*

86．江西省文化艺术志

87．江西省艺文志

88．江西省新闻志

89．江西省出版志

90．江西省广播电视志*

91．江西省卫生志*

92．江西省医药志

93．江西省体育志

94．江西省风俗志

95．江西省宗教志

96．江西省方言志

97．江西省方志编纂志

98．江西省人物志

(加*号者已出版)



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但不“一刀切”，有些专志视实际需要适当延伸。层
次方面，大多数专志只设章、节、目，但某些内容丰富、层次复杂的专志，则设篇、

章、节、目。版式方面，除统一封面、扉页和正文的字体、字号外，其他均依据不同
专志的具体情况确定。

本书各专志中涉及全省的山川、面积、人口等基本材料，以地貌、人口两部

专志的记述为依据，其他资料分别在各专志末详列所自。引文出处和需注释的

内容一般在行文中用小字交代，注文过长又不便在行文中交代的用页末注。

本书各专志按脱稿先后发排，原则上一志一册，少数篇幅过小、不宜独立成

册的则两志合为一册。除个别涉及机密的专志内部发行外，其他专志均公开发

行。

《江西省志》总纂室

1993年3月(1997年6月修订)

1．江西省大事记

2．江西省行政区划志

3．江西省地貌志

4．江西省地质矿产志*

5．江西省气象志*

6．江西省地震志

7．江西省测绘志*

8．江西省动植物志*

9．江西省人口志

10．江西省土地志

11．江西省经济综合志

12．江西省农牧渔业志

13．江西省农垦志*

14．江西省林业志*

15．江西省水利志*

16．江西省煤炭工业志*

17．江西省冶金工业志

18．江西省铜业志

19．江西省钨钽铌工业

志*

20．江西省轻工业志

21．江西省二轻工业志

22．江西省纺织工业志*

23．江西省烟草志*

24．江西省石油化学工

业志*

25．江西省建筑材料工
、lk志

《江西省志》丛书志目

26．江西省陶瓷工业志

27．江西省机械工业志

28．江西省电子工业志

29．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30．江西省电力工业志*

31．江西省建筑业志*

32．江西省乡镇企业志

33．江西省交通志*

34．江西省铁路志*

35．江西省民用航空志*

36．江西省邮电志

37．江西省商业志*

38．江西省供销合作业

志

39．江西省粮食志*

40．江西省对外经济贸

易志*

41．江西省口岸管理志

42．江西省旅游志

43．江西省财政志*

44．江西省金融志

45．江西省城乡建设志

46．江西省环境保护志*

47．江西省经济计划志

48．江西省统计志

49．江西省物资志

50．江西省物价志
51．江西省工商行政志

52．江西省审计志

53．江西省标准志

54．江西省计量志

5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6．民主党派江西省地

方组织志
57．中国国民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8．江西省工人组织志
59．江西省青少年组织

志

60．江西省妇女组织志
61．江西省工商组织志

62．江西省侨联志

63．江西省台联志
64．江西省政协志

65．江西省旧政权志

66．江西省苏区志

67．江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志

68．江西省人民政府志

69．江西省民政志

70．江西省外事志

71．江西省台港澳工作

志

72．江西省侨务志

73．江西省档案志*

74．江西省劳动志

75．江西省人事志*
76．江西省公安志*

77．江西省武警志

78．江西省检察志*

79．江西省法院志*
80．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81．江西省劳改劳教志*

82．江西省军事志*

83．江西省教育志*

84．江西省科学技术志*

85．江西省社会科学志*

86．江西省文化艺术志

87．江西省艺文志

88．江西省新闻志

89．江西省出版志

90．江西省广播电视志*

91．江西省卫生志*

92．江西省医药志

93．江西省体育志

94．江西省风俗志

95．江西省宗教志

96．江西省方言志

97．江西省方志编纂志

98．江西省人物志

(加*号者已出版)



西省志》丛书

江西省财政志
主编 华 桐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10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省财政志／华桐主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10

(江西省志丛书／舒圣佑主编)

ISBN7．．210．．02181—．7

I．江⋯Ⅱ．华⋯in．地方财政经济史江西IV．F81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2284号

组稿编辑 胡习川

责任编辑 胡习川 辛康南

美术设计揭同元

江西省财政志

华 桐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印张：77．25插页：10

字数：1400千 印数：1—3200册

ISBN7—210—02181—7／F·311 定价：1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万美林

杜兴邦

钟联兴
雍忠诚
熊兆周

主 编 华 桐

副主编杜兴邦

程槲玲

黄思圣

星光

万家福万昌生华桐孙恪庄
杜斌陈岁松李锅根谢望祺
饶良芳段侍光黄思圣盛世课
傅El生程明龙程林玲潘永珠

戴子钧

雍忠诚戴子钧谢望祺黄思圣

专任编辑余EI蓉(省志办)
复 审魏钢强(省志办)

《江西省财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黄思圣

常务副主任程林玲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在柒孙恪庄帅益民齐慧敏敖仁辉

萧东里黄思圣梅葭祥曹敦佐程桥玲
参加短期搜集资料人员 曾忠士 涂序德董乐华
其他审稿人员 李树辉赵玉祥 管荣升俞兆鹏 毛祖逊

方明明吴亚平何世清梁南江夏建刚



万美林

杜兴邦

钟联兴
雍忠诚
熊兆周

主 编 华 桐

副主编杜兴邦

程槲玲

黄思圣

星光

万家福万昌生华桐孙恪庄
杜斌陈岁松李锅根谢望祺
饶良芳段侍光黄思圣盛世课
傅El生程明龙程林玲潘永珠

戴子钧

雍忠诚戴子钧谢望祺黄思圣

专任编辑余EI蓉(省志办)
复 审魏钢强(省志办)

《江西省财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黄思圣

常务副主任程林玲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在柒孙恪庄帅益民齐慧敏敖仁辉

萧东里黄思圣梅葭祥曹敦佐程桥玲
参加短期搜集资料人员 曾忠士 涂序德董乐华
其他审稿人员 李树辉赵玉祥 管荣升俞兆鹏 毛祖逊

方明明吴亚平何世清梁南江夏建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客观、系统地记述

江西财政的历史和现状，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起到“资治、存史、教化’’

的作用。

2、本志记述的时间范围，一般自唐代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置江南西道起

至1990年止。按照“详今明古”的要求，有的追溯到唐代以前，记述的重点是鸦片战争

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图片至1998年止。

3、本志由述、志、图、表、传、记、录组成。概述置专业志前，大事纪年、附录置专业志

后。专业志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苏区财政、人物共5编33章144节。

4、本志纪年，清代及其以前用农历，括注公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用公历。．民国时期，每自然段首次出现公元时括注民国纪年。

5、本志中的货币，中华民国及其以前为当时通用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

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发行的人民币新币，原来使用的人民币旧币已经折合成人民

币新币。



序、，言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江西省财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91年下半

年。按照上级要求，由省财政厅组成编纂委员会(1994年8月，财政厅所属江西省税务

局分设为江西省国家税务局，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并均升格为正厅级单位后，即为省财

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3家共同组成的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先后抽

调在职干部和聘请离、退休人员10余人专司其事。从搜集资料到制定编目、分工撰稿、

广泛评审、总纂合成，最后定稿付梓，历时6载有余，筚路蓝缕，终于使江西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财政专志得以出版。

《江西省财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体例完备，分

类科学，结构严谨，表述准确，行文流畅，史料翔实，突出了地方特点，系统地记述了上自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下迄1990年长达1200余年江西财政、税务发展、演变的历史

和现状，其问的兴衰起伏，成败得失，皆据事直书，如实反映。它填补了江西史志的一项

空白，为今人和后代留下了一部“存史、资治：教化”的专著，是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个可喜成果。

立足当代，详今明古。这部专志重点记述了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40多年来，江西财政工作几经曲折的发展道路，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江西财政支持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业绩。同时还单独立编，载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江西苏区创建根据地财政，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的艰苦历程。“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通过

这部专志，有助于人们从历史的轨迹中深入了解和研究江西的省情与财情，为今后深化

财税改革，探索新路，从中找到科学依据和有益的借鉴。

江西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唐宋以后，进入经济繁荣、人才辈出的鼎盛

时期，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由于经济发达，江西上缴朝廷的财赋收入，曾在全



国名列前茅。鸦片战争后，江西经济明显滞后，主要是由于清朝廷被迫开放海禁，京广铁

路取道湖南，致使长期以来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赣江——大庾岭黄金通道衰落，使江西

变成了封闭阻塞的内陆省份。1949年5月至9月，江西各地先后解放，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江西走上了振兴之路，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

今，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南北通道京九铁路建成通车，使江西重新获得全国南北水陆交通

枢纽的战略地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作后盾。

这就要求财政部门清醒地看到，由于江西的家底薄，财政资金不能完全满足建设需要的

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因此，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广开财源，增加收入，反腐倡廉，用

好有限资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深信，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全省广大人民和财税战

线的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各级党政的领导下，一定

能同心协力，开拓进取，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谱写出继往开来的理财新篇章。为江西

经济腾飞，再创辉煌，为实现全国人大1996年3月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作出新的贡献。

在专志出版之际，向为本志编纂给予热情指导，鼎力协助，关心支持的部门单位和

专家学者、有关人士，向辛勤笔耕，默默奉献的全体修志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aN旧夺榔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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