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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财税志

主编 陈良松

副主编程德荣

义乌市财政税务局编
一九九四年



988年建成的市财税局办公大楼，在市区保联西街



19“年建成的义东财税所综合楼，在甘三里镇

改革开放后，财税

干部不断增加，1982年
起连年建造各财税所综

合楼。图为两个财税所
的用房

1988年建成的义亭财税所综合接，在义亭镇



副市长陈正兴(右二)与陈良秘(左二)刘朱法(左一)程德荣(右一)正在研究小商品市
场税收征管

帚开协税护税先进表彰大会，沈堂伟局长(居中上坐)在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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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省税务局批准本市小商品市场财税所和穰城财税所为应用微机试点单

位。图为市场财税所税干在操作。

税法宣传活动——税收与法制宣传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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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在国运昌盛，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大好形势下，义乌建县两千两百多

年以来的第一部财税专志成书出版，这是义乌财税系统引以为庆的一件大

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义乌财政税务工作，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

及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财税人员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在困民

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志书重点记
述建国后义乌财税事业的发展，尤其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财税战线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的业绩。由于

这部财税专志是建县以来的首部专志，为了使财税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较全

面地了解义乌财政税务的历史．也记述了民国时期义乌的财税情况，民元

以前的赋役亦根据旧县志材料作简略叙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昨天一今天一明天是紧密相联的。只有鉴古知

今，才能继往开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多次

讲到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早在1981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学点历

史，因为“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财税工作者也应该学一点财税工作的历史，只有对“昨天"的情况有深

刻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繁重工作，也才能勇挑起“明天”的重任。这部专

志，不仅能使我们了解义乌财税工作的过去，而且对研究现状，解决现实工

作中的问题，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资料。

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我们继续前进的负担。我

们不仅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能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而故步自封。历

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

问题的智慧。并在进程中给予人们一些前车之鉴。我们应当正确运用历史

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运用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改革精神．

做好新时期的财税工作，去迎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

潮。

沈堂伟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记述有关义乌市(县)财政税务的资料。

二、记述详今略古。时间上限以事物发端和目前所能掌握的确凿资料

而定，下限为1992年年底。
‘

三、计量单位多数保留原有名称，部分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四、数字一般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于1987年年初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主要是公元纪年月日及

数量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农历)纪年月日及顺序数用汉字。

五、1959年底至1968年5月，浦江县曾并入义乌县。为使记述前后口

径统一，便于对比，并县时期关于浦江部分一般不予记载，难以剔分的于文

中说明。

六、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5月8日为界；“建国

前”、“建国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准。

七、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回收旧币，旧换新比例为10000：

1。志中金额，除注明“旧币”外，均为新币。

八、本志资料源自多方面，主要是省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其次是市

财税局保存的文件和统计报表。所有入志资料均经反复核实。



概 述

义乌于秦王政(始皇帝)廿五年(公元前222年)始建乌伤县。唐武德七年(624)改

称义乌县。1949年5月8日解放。1988年5月撤县建市。地处浙江省中部，东邻东阳。

南界永康、武义，西连金华、兰溪，北接诸暨、浦江。市境东、南、北三面群山环抱，南北长

而东西狭，面积1102．8平方公里。境内低山、丘陵、岗地、平原错杂，地势自东北向西南

缓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无霜期243天．年平均气温17℃上下，报端最低气温～

10．7℃，极端最高气温40．9℃。年降水量1100～1600毫米，因分布不均，历来易遭旱

灾和局部洪涝。东阳江从东到西斜贯市境，长39．75公里，浙赣铁路自东北到西边贯穿

市境，1982年开始建复线，1992年已大部建成，成为浙中交通枢纽之一。公路以稠城镇

为中心，东经东阳到嵊县、宁波，西到金华，东北到诸暨、杭州，西北到浦江、桐庐，市内

乡乡通公路，1992年底，通车里程373公里。除少数山区和高山村落外，机耕路已通到

村。1992年末，实有耕地面积35．61万亩，总人口63万人。

财政属经济范畴，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物质需要而直接参与社会分配的工具。

是国家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财政又是一个历史范畴．财政的产生如

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一样，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夏代贡赋出纳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早期国家财政的建立。从秦开

始，全国设立了统一的理财机构，颁布了统一的田制。实现了统一的瞅税征收制度．财

政支出和管理铕0度，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财政。以后历代相沿，屡有变更。

古代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大宗。财政支出有军事支出、皇室支出、俸禄支出、水利

支出等。财政体制，秦以来，国家财政集中在中央，唐代“安史之乱"后，把一切喊税收入

分为三部分，给地方留一部分，备地方支用，其余按规定分解中央和诸道节度使。这就

是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制度。以后历代相沿。明代起改为“起运、存留”两部分．起

运部分解中央，存留部分包括留布政使、府、县三级。清代裁改部分存留为起运。

民国建立。北洋政府时期。本县财政总收入中田赋占88％。县财政附庸于省，收入

匕交，知事公署经费和司法经费由省按县等级定额下拨。还有县自治团体经费，来源有

田赋附加、县财产租息、地方捐税；支出用于县自治机关经费、教育经费、警察经费。
1



国民政府成立后，由省核定年度收支，收大于支部分解省。i935年7月．秘埂煌建

县财政。县预算收入只编制按财政体制规定属于县的部分。1935年7月至1 9．10年J 2

月，县预算收入中，田赋附加和各项地方捐税占61％．各项补助收入占20％；预筑支出

中，党务、行政、财务费占26％，公安、保卫费占25％，教育文化费占29％。1942年建坐：

县自治财政，同年义乌沦陷，此后，县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虽开征苛捐杂税，强制摊

派，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得借债度日，1942"-'1944年的财政决算皆赤字。1946年

7月，财政再次改制，目的是使县财政较为宽裕。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农村

经济衰落，市场萧条．通货膨胀，1947"-"1948年的财政收入完成极差，支出却有增无

减，保安经费和警察经费支出(尚不包括“绥靖”经费)从沦陷前的25％上升到37．6％，

而教育文化经费支出则从29％下降到15％。充分显示出国民党政府财政税收的反动

实质。

解放后，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县财政坚

决贯彻执行中央各项财政经济政策，坚持改革，精心理财．把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结

合起来。克服1959年前后“大跃进”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接着在十年动乱中，尽可能

避免和减少由于林彪、江青一伙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也能确保财政收支任务的完

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方针，坚持改革、开放和搞活政策，在积极参与和配合经济体制改革．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努力进行财政自身的配套改革，使义乌财政形势开创一个欣欣向

荣的新时期。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共义乌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把培育市场，发展

商品经济作为本地发展经济的根本出路，制订了一系列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发

展商品经济。1982年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兴旺的市场，带动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发展．

促进国营和集体工商企业的改革步代，促进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1992年的工农业总

产值367067万元，为1981年26295万元的13倍；社会商业国内纯销售总额85814万

元，为1981年10764万元的7倍；小商品市场的销售额从1982年700万元，跃到1992

年的20．54亿元。1992年的财政收入达到11702万元，为1981年1990．4万元的4．88

倍。

财政反过来又作用于经济。财政支出根据中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理财方针，

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1950"--,1992年．财政

总支出60574．7万元，占财政总收人57．45％。其中用于基本建设占4．15％，支持企业

挖潜、革新、改造和新产品试制占4．78％，支援农业占12．67％．用于城镇建设和维护

占3．12％，用于文化、教育、卫生、广播电视、体育、科学、公费医疗等占41．35％，用于

工业、交通、商业及其他部门事业费占3．68％，用于行政管理费占17．96％．职工干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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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价格补贴占3．18％，治理环境污染占0．87％。1950"～1992年累计净上交中央

和省44141。3万元，占财政总收入41．86％。财政的投资，有计划地建立了在国民经济

中占主导地位的国营经济，支持了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保证了人民政权行使其职

能所需的经费供给，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显示出“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实质。

古代的义乌是“山枝坡蔓，包络溪谷，约其界围仅二百，计其间可畎亩耕镓地复不

能十之三，无美材嘉果之产，无佃渔薮泽之利，无商贾工巧器服之资料．土女长少与夫

老独废疾者，聚食之口啻十余万数。’’(《[嘉庆]义乌县志》)在自然条件差，生产力低，人

口多的状况下，农民不仅要受地主,N}JU，还要向封建国家政权缴纳繁重的赋税，无偿从

事沉重的徭役。宋代“邑之课额，惟酒为重”，”明代，“敛财调发，不经不时”，“因兵增敛．

民不堪矣!”清代，虽减除了一部分明代加征的兵饷，但开征了一些新税。光绪年间因筹

集庚子赔款，除加重原税负外，又开征了不少新税。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时主要税收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苛捐杂税

层出不穷。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服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需要，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发动内战，镇压人民革命。除抗日战争时期以外．

税收成为筹措反革命战争军费的主要手段。除了提高旧税负外，还不断开征新税。县政

府也任意开征杂税和附加，甚至恣意摊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苛捐杂税．统一税政，建立新税制。1950年颁布《全

国税政实施要则》，1953年修正税制，1958年，1973年两次改革工商税制。1983年第一

步利改税，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农业税方面，1950年公布《新解

放区农业税条例》，1958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本市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发布的各项税收条例和省制订的实施细贝U，切实加强征收

管理，大力组织应征的税款及时入库，保证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同时．发挥税收的杠

杆作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振兴义乌经济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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