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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社会主义财政税：蔡志，是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安

定，人民安居乐业，正是盛世修志的良好时机。

黄岩解放以来，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征收制度和机构设置等方面曾经过若干次变革。

我们编写这部财政税务志的目的，主要在于反映当代现实，服务四化建设，有益后世；同

时也反映近代财政历史．希望能给现在和今后从事财税工作的同志，提供借鉴．

这部财政税务志的编写工作开始于1986年8月，从收集资料到完成初稿，正好化了一

年时间．为了充实内容，编写组曾把初稿发到局机关备职能单位，广泛征求了意见。根据

大家补充的资料，又经过几次修改，于1988年5月正式定稿。志稿确定后，经过局党组审

查同意，并送请县志办公室领导审阅。

参加本志编写工作的有王治扬，朱乃亚、章矫等三位同志，由朱乃亚负责主编．

编纂财政税务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编辑水平又低，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热心研究财税问题的同志和读者谅解．

《黄岩县财政税务志》编写组

1988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十章专题组成．概述简略反映全县财政工作总的情况．大

事记采用记事本末体，记录重大事件．章节按财税工作的主要内容设置。

二，本志使用语体文，保留少量古籍原文．

三，历史纪年按县志行文通则书写。

四、本志断限为1986年12月底。

五、为了不使志文过于冗长，凡是可以用数字反映的，都在有关章节附了表格．

六，本志资料来源见。后记”．

七，人事任免记述到正付局(科)级为止．

八，附录均按原文，编者仅作标点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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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县第一人民医院I]诊大楼



这是1958年loft至1964年底的六年期间，由国家财政投资2837 1 7万元兴建的黄

岩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潘水库．它的大坝高度为35 5来．最大库容为6 9I亿立方米

使黄岩，温岭．椒江和临海西岑乡的100多万亩农日受益。

这是国家财政投资兴建的佛岭水库



1984年ION全体财税干部统一着装



局工会组织财税干部开展文娱活动



局工会在组织财税干部进行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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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黄岩解放以前，财政税收是历代统治阶级用来榨取人民钱物的王具。从豢汉至盟清，

封建燕朝都把对士地征收帮按入丁征收的斌税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清代对随蓿手工业．

商业的逐渐发展，还征收牙税、当税、子口税，厘金等。民国时期的税收名圈更加繁多，

按照税种曼《分势中央收入糨地方收入。属于中央收入蛉，前期是盐税、统税，抗战开始后

主要是盐税、货物税、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过分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烟酒税)．

属于地方收入的有田赋及网赋附加、契税，营业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牌照税，

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筵席及娱乐税等。田赋附加有军攀特捐、自治费捐，建设辩捐等18

项，潮赋附加占田赋正税的50弼，真是苛捐杂税多如牛蔼。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和民

族工商业者身上，搞得生产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县，乡上下勾结，层层中饱，

要钱、要物、要人(壮丁，民夫)，苛求无厌，恕人民雄商苦难懿深溜。

黄岩人民具有英勇的斗争精神，坚决反对反动政权的苛捐杂税，反对榨取人民的血汴去

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起来抗丁抗斌。据浙江省Elj粮处编印的1948年第3期《浙江财粮通讯》

记载，1948年黄岩县应蔹耀赋程赣蔹公粮襁谷116544石，截至当年12月底仅薤起4529蠢，

征起数只占应征数的3．9铀．事实上这种抗赋斗争年年都有发生．

1949年5月29日黄岩懈放，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县人民政府即着手建立县财政

辩。翌年，又建立了县税务局，一面整理|窭嫒，废除蔻搦杂巍，一诞迅速开展税收静诬ll殳

工作，及时组织财政收入，积极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

(=)

建国37年以来，黄岩财税工作的变化是脱大的．

解放初嬲的1950年，金县财政憩收入仅430。?万元，其中农数税占总竣入的56。芗场；

工商税收占总收入的42．7够；其他收入占0．6"h：企业主交利润是察自．

1956年生产潦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财政总收入达到909．1万元，比

1950年程了一番多。财跋收入粒结构也起了变笼，农鼗税占收入的38。1％；王赛税收鑫慧

收入的55．8％；国营企业上交的利润占总收入的1．3历；其他收入占4．8％。

1966年财政总收入为1882．5万元，比1956年又翻了一番多。农业税占总收入的比蘸下

降羁20。6薅；置巍税收占总收入的55．7彩；嚣营垒监上交剩溜占总收入的20。矗棼；盐税占

3．2哆务，其他收入占0．1％．

1976年财政总收入为2071．2万元，比1966年仅仅增长lo％，平均每年递增1呖．

党酶十一鼷兰枣全会以君静1979年，全蒜财政总瞧入达銎|4524。9万元，冬1976年仅仅

1



相隔兰年的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到1986年全县财政总收入上升到10543万元，突破一

亿大关，}L1979年增长133％。辫致牧入赫结构瞧起了缀大的交化，农监税只占慧ll殳入的

4．6％；工商税收的比重上升为83．6．；务；企业上交收入占总收入的6．59％；盐税和其他收

入占总收入的5．21％．

37年来，财政收入规模麓不断扩大，一方嚣为国家裁累了建设资金，勇一方蘧也为蕊

速发展黄岩的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财力．

．
(兰>

r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1950年至1986年，黄岩财政总支毒为39951万元，英审罴手发展文教置生事监15408

万元，占总支出的38．57％；用于发展农林水利事业6017万元，占总支出的15．06％；用于

基本建设4940万元，占总支出的12．37哆务；用予抚恤及社会救济1403万元，占总支出的

3。51％；雳予城市维扩、环境绦护襁知青安置方瑟翡1664万元，占慧支篷静4。2舜。以上

五项支出的比重达到73．71％，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三的支出是直接用于发展嫩产和改善

全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人民

群众谍禧秘静特征。

到1986年底，在教育方面，全县有普通中学69所(其中高中8所)专职教师1654人

(其中高中教师213人)；六年制小学550所，教职T3357人；农业、职业中学3所，专

职教舜125入．在盈生秀豫，全丢有县级医院3个，邃级簇院6个，乡(镇>医院58个，

专科防治站、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检所各1个．共有床位875张，卫生技术人员1694

人．农文化艺术方面，有魄影院14个，’影剧院15个，放映队43个，文化馆1个，图书馆1

个，乡(镇)文讫结59个，广播放大站s王个，电视转插螽1个。

(匿)
●

展望将来，黄岩财税工作将在祖网经济腾飞的进程巾，作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黄岩具有雄厚的经济税源条条，而熙潜力很大。轻纺、化工、食晶、机械，

建材、电力等工妲江类基本齐全，它靛交纳静产晶税帮增毽搅今屠每年将pal0弱泼上静

幅度增长；商业批发和零售企业交纳的营业税每年将以20％左右的幅度增长；随着经济

效益的提高，集体企业交纳的所得税每年也将以lO叻左右的幅度增长。产品税、增值税、

营监税稻集露企妲所得裁等疆种巍牧占财政总觳入懿沈鬟每年将达弼85够以上。

第二，具有一支将近300人的财税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勤勤恳恳

地工作。政治索质稻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他们是保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随着法纪教育的酱及稻税牧薤牧管灌裁度静完善，金监稻令人赢醺家交纳税收

的自觉性不断加强。偷税、漏税、抗税、欠税的现象将减少，应征税款能够及时组织入席．

赞岩财税的翦景无限好，让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舷道上臆飞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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