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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

桐城自古就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竹帛传真，古风盎然。新编《桐城县志》还曾以一流的质量，在全

国志坛脱颖而出，喜执牛耳。《桐城市财政志》是桐城市地方志专志系列丛书中一部涉及面广、比较重要的

专业志，也是桐城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专门记叙财政历史的志书。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财政

是经济的综合反映。这部专业志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桐城财政历史的发展过程，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桐

城各个历史时期理财的面貌，提供了财力分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背景和依据，以及发挥财政、税收经济杠杆

作用的经验和做法，内容翔实，分类科学，编写严谨，可以借鉴历史，指导现实，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桐

城服务，也是存史备考、有益后世的一件好事。

桐城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和江淮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钟灵毓秀的家园由于勤劳聪慧的桐城人民

的辛苦劳作，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桐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始终位

列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甲级方阵，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这都与财力的不断积聚是分不开的，也同善于理财

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桐城理财的经验来看，生财是基础，聚财要有方，用财讲效益，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是基

本原则。我们对财政体制、税收制度、财务会计管理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积极探索和改革，有效调动了各

方面的积极性，对培育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经济繁荣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桐城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国民

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桐城完成财政收入创历史最高记录，为全市的发展提供了更

多财力基础，这是桐城人民，当然也是财政工作者孜孜以求，努力奋斗的结果。这一切，理所当然地都被郑重

地载入了《桐城市财政志》当中。

省委、省政府在推进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要求桐城继续当好全省县域经济的排头兵。这就给我们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发展要靠财力作后盾，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地方财政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渠

道之一。作为秉承先人文化、肩负发展重责的当代桐城人，更要抢抓机遇，开拓奋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主动深化财政各项改革，勇于创新，在更高的起点上，争取在财力保障、预算分配、财政调节、机构改

革等方面有新的举措和突破，保持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以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们相信，《桐城市财政志》的出版，无疑将对经济、财政、税务工作起到积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我们也热

忱地期望各级领导、经济部门的专家学者、供职此方的广大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和财会人员，从桐

城财政历史的轨迹中，找出有共性和有用的经验教训，以此志为鉴，为桐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创辉煌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桐城市委副书记、桐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高级工程师)



凡 例

一、本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统合古今，全面记述桐城财政的历史与现状。上限

按各篇内容起记于事物发端，重点记叙民国时期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下限一般至2003

年，有些内容、数据，适当延伸到封笔时为止。

二、体例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述方式，志为主体，图(照片)列卷首，表随文出，录附书末。行文

主要为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结构排列，分为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以总述、大事

记为总摄和索引，篇首分别简述各篇内容，各章之前撰写扼要引言，均起提纲挈领的作用。《编后记》节录修

志过程，并附有本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修人员名录。

三、本志注重反映地方特点、专业特点、时代特点和县级城市的理财特点，在篇目设置时，对有上述特点

的内容作了详细叙述。全志分为财政体制、财政收人、财政支出、财源建设、财政管理、财政监督、组织人事、

特记——文明创建与对口帮扶和文献资料共8篇29章65节。

四、所列统计数字的口径，清代和民国时期以旧志、财政年鉴、档案资料为依据；建国后，以县(市)人民

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算和县(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以及桐城县(市)财政局的统计资料为准。

五、对各朝代的历史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各个时期的机构、官职均沿用当时

的称谓。
．

六、所用货币名称，按各个历史时期的币制原名记述。建国后，一般按1955年3月新版人民币币值，少

数为说明当时的情况，仍按旧版人民币币值记述。计量单位一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编写，个别仍按原资料的记载表述。

七、志书使用的各种专用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书写时用简称。志书引用的史料不注出处。

八、因本志属县级财政专业志，故未单独列出人物篇，仅在组织人事篇对人物及表彰情况加以阐述。人

物简介部分，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只记叙桐城县(市)财政局的正科级干部(不含财税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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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桐城，位于安徽省中部偏西南、长江北岸、大别山东麓。东邻庐

江、枞阳县，西毗潜山县，北接舒城县，南抵怀宁县和安庆市郊区。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桐城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即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周置桐国，为楚

附庸。秦为舒县地，隶九江郡。汉魏六朝时期，先后称舒县、枞阳县、阴安县和吕亭左县，建制不定，隶属多

变。隋开皇八年(588年)改称同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年)改为桐城县，隶盛唐郡，此为桐城县名之始，沿

用至今未变。宋代历属同安郡、德庆郡、安庆郡。元代属安庆路。明初属宁江府，后属安庆府。清代属安庆

府。民国三年(1914年)属安庆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属安徽省第一行政督察区。1949年2月桐城解放，

析东南乡大部分地区为桐庐(后改枞阳)县。1952年始，隶属安庆地区。199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

桐城县，设立桐城市。

明代，县内年征田赋、税课悉数上缴；所需经费，由省库下拨。据史籍记载，明洪武年间，县内田赋分夏税

和秋粮，夏税纳钱钞银两，秋粮纳米、麦、蚕丝、棉布等。弘治年间，县内税课项目有商税、门傩课、酒醋课、契

本墨课、鱼和芦课等。年征额：商税956锭(钞，下同)，门傩课l，308锭，酒醋课121锭，契本墨课2锭，鱼课

13，955锭，芦课4，000锭。

清袭明制，县级财政仍尽收尽解，但牙贴、当税及部分营业税由县署掌握支配。清代以明万历年间清丈

的田亩，整理的田赋册籍所定的赋额为基数起征田赋。清顺治二年(1645年)，减免全县田额十分之七、兵饷

十分之四。顺治六年，再次减免丁税1，784个，荒地10．95万亩。康熙九年(1670年)，原额漕粮一石，增征
’

耗米4斗。嘉庆后，县钱粮征收和上解数量逐年增加。清道光五年(1825年)税课项目有商税、鱼课、麻铁羽

毛课、房地矾课、芦课、牙贴、质贴、牲畜交易税等。其中商税全年征银41．6两，鱼课56．9两，麻铁羽毛课

329．5两，房地矾课186．7两，芦课4，417．6两。清末，县内税种有厘金、契税、牙贴税、酒税、质税、牲畜税、

清宣统三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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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行地方自治。民国初期，桐城为省财政报账单位，无财政自主权。县内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田赋、其

它各税以及附加等。财政支出项目主要是行政费、教育文化费、经济建设费、保安警察费、社会救济费、卫生

费、公粮和其他支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县财政收入2，766．25万元，其中田赋收入963．5万元，占

总收入34．83％；契税收入1，800．77万元，占总收入65．10％；屠宰、烟酒牌照、营业税及牙税共计1．98万

元，占总收入0．07％。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县政府第二科主管田赋及工

商各税征收；县金库负责资金管理和经费发放；县会计室编制、审核地方财政预决算；县财务委员会主要履行

财政监督职能。征收、保管发放、监督和审核四权分立。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主办和监督全县财政事务

的机构有县政府财政科、县财务委员会、乡镇财产保管委员会等，原县金库业务则由县银行代理。民国三十

三年(1944年)，县财政收入l，217．8万元，其中自治课税收入334．6万元，分配给县的国税收入66．2万元，

国税附加收入21．4万元，规费收入1．2万元，财产及权利收入2万元，惩罚及赔偿收入0．3万元，补助及协

助收入26万元，公粮收入643．2万元，其他收入122．9万元。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后，国民政府将急剧

上升的年费开支转嫁给地方财政。当年县岁人预算高达21．06亿元，其中税收占77．2％，财产孳息收入占

4．38％，特别课税收入占1．9％，其他收入占16．52％。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县财政岁入预算猛增到

10，732亿元，其中税收占78．94％，财产孳息收入占4．54％，其它收入占16．52％。此外，还征收特产捐2．05

亿元。

’

(四)

1949年2月，桐城解放。4月，民主县政府内设财粮科，乡设财粮员，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1950年1月，中央政府颁布统一的税制，并实行中央、大区、省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由省统收统

支。1950--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收入完成796．4万元，平均年收入265万元；财政支出为

147．2万元，年平均支出为45．7万元。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实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

干”的体制。县财政有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支出分正常支出和专项拨款支出二

类。1953--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财政收入完成1，744．1万元，平均年收入为349万元，比三年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增长32％；财政支出为932万元，年平均支出为186．4万元，比三年恢复时期增长308％。

1958年，改革财政体制，下放财权，执行“以收定支，5年不变”的政策。县内各项财政收支一律按隶属

关系，列入各级财政预算。1959年，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和税务局合并，成立财政局，实行“总额分成，比例

包干，一年一定”体制。1962年，实行“核定比例，超收分成”体制。

1958--1962年，“大跃进”时期，财政收入完成2，564．4万元，平均年收入512万元，比社会主义改造后

期增长48％，比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一倍；财政支出为1，791．2万元，年平均支出为358．2万元，比

“一五”计划时期增长92％。

1960年1月起，县内全面建立公社一级财政，县对公社财政实行总额分成办法，即公社年度预算分成收

入抵作其预算支出后，结余上解，差额由县财政拨补，后随财政体制改革，作了相应调整。

1963--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纠正“大跃进”高指标、高征购的错误做法，从实际出发，调整负担，

发展生产，从而调动城乡生产积极性，财政收入完成1，794．8万元，平均年收入598万元，比“大跃进”时期每

年增长16％，比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每年增长68％，财政支出为960．5万元，年平均支出为320．2万元，比“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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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期下降9．6％。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桐城的财政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害，财政收入极不稳定，时高时低，

1966--1976年，共完成财政收入8，300万元，年平均收入760万元，比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每年增长

27％，其中农业税收完成3，185万元，占收入38．4％；工商税收完成3，760万元，占收入45％；企业收入完成

1，331万元，占收入16％；由财政直接征收的其他收入，由于经征人员脱产闹革命，有税无人收，1965年征收

10万元，而1968--1975年，8年仅征收14．8万元，平均每年只征1．85万元，1971年仅征0．8万元。

粉碎“四人帮”以后，桐城的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财政人员深入企业和农村，从生产、资

金、成本、盈利等经济指标的分析人手，立足本职，促进生产。1978年，实现财政收入918．8万元。

(五)

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的决定，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桐城财政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

快财政改革步伐，为振兴桐城经济服务，财政工作出现了新面貌。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为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改革，在工业企业中，先后推行了“企

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等办法，并于1983年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1984年又进行第二步改

革，增强了企业活力。1986年，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1988年又实施了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工效挂钩。至

1993年，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全面实行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征管体系。1997年对全市企业进行改革改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7年，全市乡镇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20．81亿元，利润总额

11．16亿元，市内纳税达到1．26亿元。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迅速扩张，民营经济成为最强劲

的增长点。至2000年，全市共有5家企业进入全省乡镇企业50强、6家企业进入安庆市乡镇企业10强行

列，市龙达集团等3家企业取得了二级资质。至2003年，全市乡镇企业呈现出新一轮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2．27亿元，出121交货值8．8亿元，市内纳税1．68亿元。个私企业在市场行为规范、发展

环境优化的情况下，也得到进一步发展。2003年，全市共有个私工商户15，000户，从业人员52，342人，私

营企业674户，个私企业总产值13．05亿元，销售额和营业收入13．02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6．12亿元，年

创汇2．52亿元。

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地方财力。1982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实行“划分收支，分

级包干，一定三年”财政体制。自此，按照“总额分成”办法，收入上缴中央23％，县分成77％。同时，调整国

家与企业间的财务关系，国营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允许从实现利润中抵缴挖潜、革新、改造贷款；集体企业允

许在税前归还挖潜、革新、改造贷款，增长的利润减征所得税。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

干”体制。区、乡(镇)财政改为“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定三年”的管理办

法。1986年起，乡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收全留，短收自负”的管理体制，以调动基层财政部门增

收节支的积极性。1988年起，为缓解县级财政困难，逐步改变县级落后状况，省政府对县级财政体制做了进

一步改进。1994年1月1日，安庆市开始对县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997年起，为改变“鞭打快牛”，支

出吃市财政“大锅饭”的局面，桐城市对乡镇实行“划分税种，分级包干，上交递增，补贴递减”的分税制财政

管理体制。将乡镇范围内的财政收入按税种划分为市级固定收入、乡镇固定收入和市乡共享收入，收入以

1997年国民经济计划数为基数，支出以1997年1月份在册人数和各项支出费用标准计算，确定基数，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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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出基数相比，收大于支的为上交乡镇，按比例逐年递增上解，递增上解比例按上解额分档确定；支大于收

的为补贴乡镇，其差额为补助额，按10％确定递减额，以后年度按递减额，逐年递减补助。为促进乡镇分税

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顺利实施，1997年5月起，全市各乡镇、街道均设立乡镇国库或联合金库。2002年，受乡

镇中小学教师工资上划市财政管理、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对乡镇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作了进一步完善，

重新核定乡镇收支基数，确定乡镇上交或补贴及专项上解市财政项目、年终结算补助，并明确原则上一定三

年，除中央和省对财税体制有重大变革外，一般不作大的调整。2003年起，建立开发区一级财政，实行“划分

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全留、滚动发展”的财政管理体制。

财源建设方兴未艾。历年来，地方立足于自身，并积极筹措、争取各种资金，大力培植财源。1992年，乡

镇开展了财政收入上台阶活动。1994年以后，桐城县财源建设实行了“以财养税”战略，财源建设出现新的

格局和发展态势。1997年，全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全面启动，至2003年，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

对事业单位，从1984年起采取因业制宜的改革措施，以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1988年对全县事业单位

实行了企业化管理承包责任制试点。1991年，进一步扩大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范围，企业化管理单位

达到31个。1994年，进一步深化事业体制改革，完善企业化管理，对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实行不同形式的

管理办法。对自收自支单位，实行“目标管理、自收自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对差额预算单

位，实行“核定收支、差额拨款、逐年递减、超支不补”的管理体制。

会计改革贯彻国务院批准的、以财政部部长令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会计

核算体系作了全面改革。在吸收和借鉴国际通用核算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桐城市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新老财

务与会计制度衔接办法，以及分行业的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

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1991年，经县政府批准，在县财政局内设置了国有资产管理股，开展了对企业、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存量和在产权变动中国有资产的管理以及接受企、事业单位委托对资产评估进行审定

等工作。1995年，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随后完成了桐城县国有资产产权、清理登记工作，全县登记的资产

总额46，815万元。1999年国有资产“非转经”管理工作启动，当年征收管理费2．5万元。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桐城市预算外资金规模逐渐扩大。1997年颁发《桐城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

将全市预算外资金按照“政府管权、部门管事、财政管钱”的模式实行规范化管理，改变过去预算外资金分口

分单位分散管理的弊病，真正发挥预算外资金“第二财政”的调控作用。1957--2003年，桐城市预算外资金

累计收入50，267．7万元，实现支出49，018．44万元，占财政历年总收入的20．44％，财政总支出的17．71％。

实施公共财政支出改革。2001年，成立桐城市公共财政支出改革领导小组，组建会计核算中心和政府

采购中心，在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进行综合预算编制和部门预算编制试点，改革财政供给方式，实行预算追加

听证制度，积极推进桐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改革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至2003年，全市102户全额预算拨款

行政事业单位纳入会计核算中心实行财务统管，政府采购涉及3大类16个大项的商品和服务，初步建立起

范围明确、分配科学、支出高效、监督有力、管理规范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2000--2003年，全市累计减轻农民负担12，407．4万元，人均185．5元。税改前，全

市农民年均总负担7，596万元，人均113．5元，2003年，全市农民总负担4，340．4万元，人均64．78元，下降

了42．92％。

财政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1979年，设监察股，配合有关部门管理和检查有关破坏财政制度、违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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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的案件。1985年起，开始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1995年以后，在做好三查工作的同时，着力加强

财政日常监督。17年间累计查补各项违纪资金l，742．9万元。财政监督工作的不断加强，加大了对乡镇财

政的监管力度，保证了乡镇财政的正常运行。

地方财政还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社会保障资金，切实加强社会保障力度，力求做到应保尽保。

以上这些改革措施，使桐城市的财政收入保持了快速、稳定、健康的增长。1995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亿元大关，跻身全省亿元县行列，当年实现财政收入10，080万元。1998年，财政收入突破两亿元大关，完成

20，518万元。2003年，财政收入完成29，080万元。这对加快桐城的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城市建设，保障人

民生活和社会稳定，改变城市面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纵观桐城建制以后的历届政府，为了实施政务和行使职能，都把财政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头戏，以培植财

源，维持支出，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建国后，桐城的财政收人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发展经济，保

障支出。1950--2003年，桐城市财政总收入为245，926万元，其中企业收入18，500．1万元，占收入7．52％；

工商税收130，990万元，占收入53．26％；农业税收人43，935．3万元，占收入17．87％；其他收入36，854．6万

元，占收入14．99％；基金收入14，187万元，占收入5．77％；专项收入1，365．8万元，占收入0．56％。桐城财

政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证，这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干群的努力，并得到省市支持

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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