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d擎序 言

．，、。翌‘警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充分
享誓詈收望纂兰宝竺作用，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毒政算；
三二霎二耋要竺竺雾”；为做好帮县财政、税务资彝葛薹≥萎篓、兰器_
妻裂喜零喜喜曩祟税妻詈竺曼孚和现状，麦蕞；爻芸薹翥薹薹主磊：
祟?集会爹妻霎兰飞囊兰妻?釜一部署下磊姜’≥?赛姜嚣荽豢雾、毒
主≥妻嚣善兰慧喜兰竺写竺兰孝成县志财税茹券篡茹磊翥二蔷_蓑裹k-
霎主耋譬：县竺篓主毒。本志在选用史料；磊笃兰薹霉f出量亲≥蓄篙
篓姜妻竺则，，：萼苎嚣，尊重事实，以本县菇袁主姜；，依嘉：可罢蓊．亨
茎三睾三，、主嫠乏用的原则，记述了民国时期爵麦磊。菇葛羔嘉罢毒
要诞当三烹苎量煮紫县财税事业发展的重大成就，并力枭。搽磊运’暴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内容丰富。本志几经修改，莫薯妄篡≤爵蠹霉



了大量心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资料搜

集还不够齐全，加上我们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不高，志书中错误缺点

肯定不少，希望广大财税干部和关心我们r作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今后重修时补充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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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1912年，下迄1984年，记述民国时期和建国

后本县财政、税务演变发展史实。对财政税务起源沿革方面略作上

溯，至于人事更迭，记述至完稿时的1 985年4月。 ，曲．

二，本志设概述、财政、税收、农业税、机构沿革等五章，二十

一节；首列序言，凡例，大事纪，采照，后列编后记，编写领导小组

和编写人员名录。

三，本志按章、节、目、项四个级次排列。 “目”的标码用汉字

一、二、三⋯⋯； 耵项”的标码用阿拉伯数字l、2、3⋯⋯。某些

项下再分点的标码用阿拉伯数字加外圈。

四。本志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述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中。文中纪年，民国时期按旧时习惯名称，

在开端或距今较早年代，括号内加注公元，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志中牵涉不同时期的币制，按真实记述，民国时期币制名称

与计数单位，照当时实际使用货币记载，注明有银两、银元、法币，

金圆四种；计数单位有两、元、万元。解放后一律以人民币为准，

1955年3月以前的旧币制，均按规定折换比例，折成新币值(即现行

人民币)计算，金额单位以万元计算，对数额较小者，如查抄物资统

计表，以元为单位。均在表上或行文中注睨单位。 ’

六，本志史料主要来自省、县档案馆及本局文书档案室，财政决

算，各类统计报表及有关同志提供资料，经核实整理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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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 县财税大 事 年表

时间 大事目录 内 容 记 要 备 注

改地丁银为正 改地丁银一两，加省税、地方附加和征收

1912 税，地方附加为副费每两征银币=元六角六分二厘，全县田赋征
税 银币七万六千九百十八元。

严东关设统捐 二月，由省议会议决：照原厘金局地点设

1912 局 严东关统捐局。该局以征收茶叶、百货捐为大

宗。

设立金衙严属 ≮j八拜≯蔼德县城区设立金衢严属酒捐兰溪
1913 酒捐严州征收分局 征收局严州分局，直接查缸征收酒捐。

田赋征收处成 设立建德县田赋征收处，主管赋税征收事

1927 立 宜，1981年，机构更名为田赋管理处。

为清查地粮编 为清查地粮，编造丘地图册，自民国二十

1934 造丘地图册 一年(即1932年)七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三

年二月底基本结束。

1934

旱情严重田赋l 五至八月，全县无雨，禾苗

征起甚微 旧龟裂，溪河断流，两熟无收。
|正附税七千九百六十二元，占应
惧政府经费来源无着，向严州中
防八千元，以田赋抵押。

建德县管理公 七月一日，成立“建德县管理公款公产委

1935 款公产委员会成立员会”，经管全县城乡公款公产事宜。

建德县财务委 年初成立建德县财务委员会，负责全县区

1938 员会成立 乡财务审查监督工作。

设立所得税机 三月一日，财政部浙江区所得税如事处建

1939 构，开展征收业务 德分处设立，为本省开创直接税征收业务。

·毒争·

池赋“一，墨钞款槁起卫借枯征U行部年数银大全．征国



1949

接管建德县和}‘赵梁接管“建德县税溺稿征处”，改名为}
寿昌县税捐稽征处f建德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李锡英接管“寿昌县I

i税捐稽征处’’，改名为寿昌县人民政府税务局。f

各区税务所的 建德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建立后，并设乾

1950 设立 潭、洋溪、大洋三个区的税务所和三都税务

站。寿昌县设大同、更楼二个区的税务所和李
村、航头二个稽征组。

建立新税制 1月30日，政务院颁发《全国税收实施要

则》，建立新税制。全国施行的有十四个税种，
1950 本县开征的有货物税、工商业税、利息所得

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特种
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税九种

税制修正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公布《关于税制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
1953 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对原工商业税作了若

干修正，并于1953年1月1日起施行。税制修

正后，本县开征九个税种。

财政、税务机f 4月12日，建德县税务局、财粮科合并，

构的合并 ．【改名为建德县财政局，5月5日，寿昌县财
1958 f粮、税务、房管、保险四个单位合并，改名为

．寿昌县财政局，各区税务所同时更名为区财政
⋯’

’税务所。

建德、1寿昌两 是年十月，建德、寿昌两县合并，寿昌财

1958 县财税机构合并 政局并冬建德县财政局。

试行工商统一 9月13宦，国务院颁发《工商统一税条锣l

税 (草案)》和《工商统一税条例施行细则(草
1958 案)》，对工商税制又进行了改革，全国保持

九个税种。建德县开征的有六个税种。工商统
一税手lO月1日起施行。’

试行工商税 。1972年，财政部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商税条例(草案)》，对工高税制进2步作了
1973 改革，自1973年i月、1日起施行。税制改革后，

全国保持九个税种，建德县开征的有工商税、

工商所得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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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建德县位于浙江西部和杭州市南部，钱塘江上游，地处新安江

畔。1 958年由建德、寿昌两县合并而成。现系杭州市属县，县城设在

白沙镇，县辖六个区、三个镇、四十个乡，全县面积2，32 1平方公里，

铁路，公路，水路直达县城，交通方便。1984年，全县总户数108，768

户，入口44．5万多人，其中农业人口37．8万，城镇(指吃商品粮)人

口66，549人，占总人数14．95％。耕地面积28．2万亩，人均耕地0．64亩。

1983年底全县有蓄水一百万方以上水库22处，十万方至百万方水库95

处，一万方至十万方水库763处，塘库总蓄水量8，800万方。

三国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分富春县置建德、新昌县。建德

县城设在梅城镇，新昌县城设在大同乡古城山村。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新昌县改名寿昌县。建德、寿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据旧志

载；晋太康年间原建德县仅有347户，北宋年间(公元920)仅有574

户，至南宋迁都临安(现杭州市)，人口渐繁。历经兴衰，地瘠民贫。

素为历史上鲠直清官谪贬之地，范仲庵，陆游等人曾在严州任过职。

本县境内山多田少，索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无霜期长，生产内容丰富，为综合性农业经济地区。历来

工商业不发达，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要位置。农业以生产粮食

为主，农、林、牧、副等经济特产均有生产。但在漫长的历史年月

中，历代统治者残酷剥削掠夺，过着花天酒地奢侈生活，不顾广大人

民死活，致使水早灾害频繁，生产方式落后，耕作粗放，广种薄收，
，17，



粮食产量低，经济贫困，世代农民终年从事粮食生产，仍然得不到温

饱。1 946年全县粮食耕地293，543亩，粮食总产量1 0，896万斤，亩产371

斤，人民口粮水平低，经济收入人均只有40多元，过着糠菜半年粮的

贫困生活。

1949年5月，建德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

极改变生产关系，贯彻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并从财力物力上

支持生产，从而使我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1966年粮食亩产上

“纲要”(即800斤)，1972午亩产达千斤，1979年摘掉长期以来缺

油缺粮的帽子。同时，工业得到较大发展。1984年末，全县乡以上办

工业生产单位341个，职3523，046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8个，

职_726，754人，集体工业企业293个，职工16，292人，在集体工业中，乡

镇办工业企业236户，职_-／29，109人，1949年全县工业产值290万元左

右，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14．1 1％。至1 975年工业产值比重占50．32％。

1．98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0376．45万元，其中农业产值15684．7’2万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38．85％，工业总产值24，69 1．73万元(包括村及村以

下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61．1 50／0。建国三十五年来，本县、工农业

生产大幅度增长，财政税务事业得到，较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

大成就。 、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税捐是属于财政范畴。财政是

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财政政策的

实施，关系到国力的盛衰，人民的利害，社会的安危。自秦汉以来，

统治骱级就利用税收职能，敛聚民财，施政养兵，以维护其统治地

位。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同历史上统治集团一样，虽曾实施过若干

客观上于国于民有所裨益的财政税收政策，但以其顽固推行“攘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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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故立“万税一而“剞民"，以致民不聊生，经

济衰落，财源枯竭，财政濒于解体。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财税的性质，贯彻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针，使财税

工作，为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积累资金，巩固人民政权服务。
’

建国三十五年来，本县财政税收体制经历了一系列整顿改革，不

断加强业务建设，使财税机构组织，干部队伍，税收政策，稽征管理

适应了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要。

农业税实行轻税政策，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税负逐步减

轻。1949年征收农业税数，占总产量19．1 O／o，至1961年税负为8．1％o，

1977年税负为4．1％o，自1979年以来，实行农业税起征点减免，至1982

年止，四年内减免120．7万元。1984年农民税负占实际产量2．4％’。同’

时j对农林特产农业税大幅度调低税率，减轻税负，推动了农林特产

品的发展。

为有效支持工商企业挖潜革新，七十年代开始对工商企业发放

”小型技措贷款”。1974年为推动二轻集体和乡、镇企业发展，发放

无息贷款152万元。1980年11月成立建德县联合投资公司，筹集资金

’652万元，至1982年末统计，支持工商企业挖潜革新项目72个，发放

贷款655万元，为企业增加产值6，055万元，’增加利润514万元，增加税

款528万元。1984年利用地方机动财力，积极支持现有企业的技术进

步，努方发展消费品生产，全年安排挖、革、改项目68个，发放资金

553万元，比上年增长二点四倍，是本县历年来发放财政贷款最多的

一年，增强了县办工业发展后劲。
·】9·



自1979年以来，运用税收经济杠杆，采取多种措施，对茶叶实行

减税返利，对国营、集体企业挖潜革新项目的贷款，采用税前归还贷

款，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增长利润减半征收所得税等，五年来减税返利

达二千万元左右，由于经济的发展，税款仍然继续增长。1979年金县

工商税收额计1，78'7万元，至1984年计3，724万元，增长1．08倍，五年内

平均每年递增15．82％。

经济头定财政。建国后本县财政工怍着眼于生产，财政资金的分

配，税收政策的实施，把支持发展生产，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放在首

位。自1950年至1984年，全县财政总支出26，004万元，其中：用于经

济建设投资12，339万元，占支出敦的47．45％。

在积极支持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充分运用财政职能，开拓、搞活、

培养财源，增收节支，财政收支逐年增长。1949年县财政全额收入

155万元，至1984年收入达5，053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0．47％；县财政

支出，1950年计30．4万元，至1984年计2，212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3．03

％，基本适应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三十五年间，本县财政除在“大跃进"、 “文革”年代，有四年

未完成财政收入任务，支出三年发生赤字外，其余都正常地完成各项

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大力

支援发展生产，积极促进搞活经济，端正理财思想，遵循生财、聚

财、用财之道，发挥创新精神，开拓财税工作新道路。随着城乡经济

的发展，财政收支有较大幅度增长，自1979年至1984年县财政总收入

平均每年递增14．42％，其中：企业收入年递增11．81％，工商税收年

递增15．8 o／o。县财政支出，自1979年至1984午平均每年递增13．84％，

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平均年递增9．450／o，文教福利支出平均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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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行政管理费支出乎均年递增24．44％。县财政收支的增长，

标志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全县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不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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