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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刖 舌

盛世修志，历来认为是千秋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祖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百业振兴，政通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

蒸日上，欣欣向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万象更新，为编史修志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宜丰县财政志>)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

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的指导下，在各单位的支援

和协助下，经过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用了二年的时间， 编纂成册
‘

的。
’

‘

，

本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建国以

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

一致；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叙事体裁，把

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翔实地记载下来。达到存史j资治、·育人的目

的。

本志编纂工作， 自1 9 8 5年8月开始收集资料， l 9 8 6年8

月底开始编写。在收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共查阅各种案卷、文史资

料1，600余本(件)，阅看文件一亿宇以上，从中抄摘的资料达300多

万字。资料来源，主要是本局和县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珍藏的文

史档案资料；另外，还向专署财政局、省图书馆、省档案馆、’宜春市、

高安、上高等县索取了大量的有关资料。走访了知情老人，还参观访



问了本县各系统有关单位，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特

别是县志办的同志，经常给予具体指导，省、县图书馆、档案馆的同

志为本志编写提供了很多方便，使本志的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

此，谨向各有关单位和为本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致以深切的感谢。

本志主要叙述了公元l 8 4 0年以来，本县财政工作的发展变

化，阐述了财政工作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及其发

展规律。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广泛。根据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的

原则，对古与今、详与略作了较妥善的处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本县

各个时期财政工作的面貌，为保存史料，研究本县经济发展情况，提

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由于知识有限，经验不足，水平不高，加之

有些年份档案残缺，资料不全，故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

家、学者和从事财政工作的行家批评指正，以便重修时加以补正。

《宜丰县财政志》编纂办公室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公元1 9 1 1年，有的章、节因事而异，上溯到

宋朝崇宁二年(公元l l 0 3年)，下限为公元1 9 8 5年。

二、本志卷首除图片、前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外，正

文在大事记之下，共分十章四十七节，约二十五万字。

三、本志以语体文为主，采用记叙文的写作方法，辅以各种图
=b

衣。

四、本志中的货币均以当时流通的货币为依据。清代为银两；民

国时期为银元，后为法币， l 9 4 8年9月1日起改为金园券，当时

三百万元法币折金园券一元， 1 9 4 9年4月又改为银元，五月份三

百万元金园券折银元一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人民币，l 9 5。4

年货币改革以前，按中央规定旧人民币一万元折新人民币一元。

五、本志中计量单位，建国前以石为单位，建国后以市斤为单

位。。

六、本志中在年代的写法上，除写明朝代、年号外，还注明公元

X X X X年。如清朝顺治十年(公元1 6 5 3年)；民国元年(公元

1 9 l 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元。

七、本志中所记载的“建国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建国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八、本志中所记载的数据，主要是本局、本县档案馆珍藏的历年

财政总决算和有关文件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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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各有关章、节表内数字，作了以下分口处理：

支章，以财政总决算报表中的收支总表为主要对

理章，丑述财政总决算报表中之收支总表本年收支

项目，即上级补助，上解支出，上年结余等；并以

决算支出明细表中的银行支出数分类分款记述。

(三)财务管理章，记述财政j总决算支出各款项中的目级科目；

并以总决算支出明细表中的实际支出为准。实有人员数系以全年平均

人数办计算依据。

(四)预决算制度章，是按照财政总决算报表中钧预算数．记述。

(五)．．财政效果章，主要是按照总决算表中各项基本数字表和有

关单位资料统计记述。 』

：十、本志编写序码，章、节以下分为五档：

第一档：一、二、三⋯．．．‘

第二档： (一)．(二) (三)“⋯一

第三档： 1、2、3⋯⋯·

第四档： (1) (2) (3)⋯⋯‘

第五档：①②⑧h⋯．

《宜丰县财政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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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县财政，自公元1 8 4 0年以来，经历过清朝、中华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清代，县署兼管田赋征收，下设都、图、甲正。康熙期间．本县

田赋征收区域，计有八个乡，四十一个都，统辖一百二十个图。设有

图长、’甲正，负责田赋催收。 ．

顺治十年(1 6 5 3年)，本县共有田地山塘七千八百二十一顷

二十四亩三分(，一顷等于1；0 0亩，。以下同)。其中：水田四千五百

三十二顷一十二亩六分；·旱地二百一十七顷四十六亩七分；鱼塘一百

二十四顷七十四亩六分；山二千九百六十四顷九十亩四分。本县是以

产粮、产林为主的地区，县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此。当时征地银二万

九千七百六十八两五钱四分三厘，征漕米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三石六斗

七升。

康熙五十五年(I 7 l 6年)，推行地丁银制度，将地丁税并入田

赋征收。雍正五年(1 7 2 7年)以后，,Tr_N所属丁银并入地亩屯粮

内征收。当时新昌县(今宜丰县)‘有男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丁，女

丁一万零三口。除优免人丁一千三百八十四丁外，实征丁银二千八百

二十八两七钱二分。乾隆十一年(1 7 4 6年)·停止女丁征银，三十

七年停止男丁征银。光绪二十九年(1 9 0 3年)摊派外洋赔款，遂

兴亩捐，每正银一两、加收钱二百文，正米一石，加收钱三百文，丁

漕合计多输钱一十七万一千二百四十九吊三百一十七文。时县财政支

’



出，以官役俸食为主．据新昌县同治庚午志记载，道光三年(,823年)

新昌县衙役内各项支出是：解给各衙门经费八百九十两八钱六分；支

存部分四百零四两一钱三分；铺递部分一百八十一两；起运部分二

万九千七百五十九两八钱。共计三万一千三百三十五两七钱九分，其

中用’于救济孤贫银只有一百九十八两。其余都是用于官役俸食。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县地方财政至为混乱。官役俸食和军费开

支各听其自由处理。地方性的开支则依赖于各种附加和杂捐。民国十

六年(1 9 2 7年)，国民政府莫都南京后，虽颁布了国家与地方收支

标准，但省、县之间收支范围始终未明确划分。县内财政收入，由财

政部设在县内的国税机构征收、直征直解。民国十七年，召开第一次

全国财政会议，本县始建财政局。负责征收地方田赋、杂捐，收入上

解，支出省拨。民国二十三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废除

苛捐杂税附加，促进县地方预算编制。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国民政府

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为中央、省、县三级管

理。划分收支范围。本县始正式建立预算制度，编造县地方财政收支

预算，并逐步建立起经征、会计、审核、金库(出纳)四权分立财政体

系。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国民政府又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

例》，但因抗日战争爆发，乃展期到民国三十年才施行。民国三十年

六月，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全国财政收支分为国家财政

与地方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自治财政以县乡(镇)为单位，包括县(市)乡

(镇)一切之收支。是年，本县正式编造午度岁入岁出总概算为32．3 l

万元；地方非常岁入岁出为7．14万元。民国三十二年，财政部下达战

区县市自治税及代征国税暂行办法。本县属战区，除田赋照常征收

外，同时恢复各项课税征收，实行收支抵补，不足下拨的管理办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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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召开第四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恢复中央，省、县(市)

三级财政体制。并公布《修正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划分收支范围，

县(市)收入，田赋百分之五十，营业税百分之五十，遗产税百分之三

十，加上原地方自治税捐，本县当年地方岁入总预算为23，533．92万

元，岁出总预算23，284．43万元。其中：公务员生活补助费支出占69．5％

是年，国民党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军费开支浩

大，兵员增加，田地荒芜，财源枯竭，财政预算无法实行。民国三十

六年，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纸币大量发行，

市场物价猛涨，货币贬值；苛捐杂税繁多，人民生活极其贫困，县地

方预算，一纸空文。民国三十七年以后，国民政府土崩瓦解，虽几次

公布《财政紧急处分令》等一系列法规和命令，大量印发金园券，企

图挽救政治经济危机，但都无济于事。民国三十八年七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宜丰县，国民党县政府倒台，县财政也随之总崩溃。

解放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国家财政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历史时期。

建国后，本县、财政，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在财政收支管理体制上，经历了由。高度集中， 统收统

支”和多种形式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党领

导的人民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特征。

l 9 4 9年7月，本县财政科成立。为了支援全国解放和恢复农

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本县财政初步建立了各种临时财政收支制度，

组织财政收入，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经济的统一，保证了国家和地方的

财政开支。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 9 5 0—1 9 5 2年)。实行。高度集中，。

3



L

统收统支”和。半级财政”管理体制。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财

政管理体制的不断改变，本县财政收支规模也不断扩大。县级财政收

入，若以1 9 5 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年)为基数，至1 9 8 5年

增长7．6倍，同期的财政支出也增长25．87倍。财政收入来源，变化很

大，建国初期主要收入，取之于农业税，以后逐渐转变为主要是工商

业各税。1 9 4 9年，县财政预箅总收入56．05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

55．33万元，占总收入的98．72 o／，o； l 9 8 5年，县财政预算总收入

I，320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1 82．1 0万元，占总收入的1 3．870， 1 9 8 5

年比1 9 4 9年下降84．9270。而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企业

的工商业各税收入的比重则上升至84．58％。l 9 5 3年至l 9 8 5年，

县财政支出用于工业建设、支援农业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等投资的资金占总支出的69qo以上。显示了本县财政由供给型向建设

型财政转变。

建国三十六年多来，本县财政在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正

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等

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本县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县财政收入由l 9 5 0年的67．27万元，提高

到l 9 8 5年的I，320万元，增长18．62倍．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过程

中，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曾出现过某些失误和困难。例如1 958

年“大跃进”中，受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出现。一平二调”的错

误。据l 9 6 1年统计，全县平调款达621．76万元．在三年困难时期

内陆续退赔。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特别是1 9 6 7、

1 9 6 9、1 9 7 2三年，本县财政未能完成任务。只有依靠上级核减

任务，提高分成比例、增加补助，才求得县预算的平衡占从三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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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生产持续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与县财政收入进入了一个新的腾飞阶段。1 979

年县财政预算总收入由l 9 7 6年385．8 1万元，增到703．70万元，增

加31 7．89万元，增长82．4％。l 9 8 O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分灶吃饭”的财政新体制以后，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开展了多

种经营，农付业生产逐年上升，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1 9 8 2年．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见成效．促进了城市工商企业

改革。城市工商企业发展很快，扭亏增盈单位增加，经济效果显著。

l 9 8 3一l 9 8 4年，进行税制改革，’实行以税代利，给予了企业

自主权，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出现了1 9 8 2、

l 9 8 3、 l g 8 5三年县财政收入突破一千万元以上大关。为今后

发展生产建设积累了资金．

1 9 4 9年以前是以赋税收入为主，占共财政总收入的90％以

上，且苛捐杂税逐年增多，人民负担过重，生活贫苦，当时的财政收

支，完全是剥削于民，用之于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财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按照党的政策，积极筹集资金，大力发

展工农业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建

国以来至l 9 8 5年，县财政总收入年平均增长l 0．892；。农业税收入

由l 9 5 0午占总收入的82．86％，下降到1 9 8 5年、的l 3．8％，下降

了69．06％。工商税由1 9 5 0年占总收入的17．14％增加到1 9 8 5

年的84．58％，增长67．44％。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大大地减轻了农民

的负担，发展了工农业生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财政支出

上，坚持“增产与节约并重”的原则，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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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不合理开支，‘促进了财政收支平衡略

促进精神、物质两个文明建设，加速四



事

宋 ，木 ，

崇宁二年(公元l l 0 3年)，本县始设县丞，协助县令管理户

口、赋役、钱谷、赈济给纳之事．．

兀

英宗至治二年(1．3 2 2年)，新昌县(今宜丰县，下同)田赋

粮二万七千九-ffA十七石七斗六升七合，是为本县田赋负担史上有据

可查的最初任务。

明

洪武九年(1 3 7 6年)规定银一两或钱一千文或钞十贯，可折
‘

米一石，田赋始定以米麦为本色。

万历九年(1 5 8 1年)田赋采取按亩征银，实行“一条鞭法”。

清

I
’

康熙三年(1 6 6 4年)，新安、太平、天德三乡农民交运漕米

路程太远，始建便民仓于棠浦，就地收屯。

道光三年(1 8 2 3年)，规定知县年俸(即工资)银四十五

两，县丞年俸银四十两，典史年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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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毁皇粮

廷。

项，一律

，漕米改

米折一

加税银元

石增征附

县。

八月，省规定地丁每两改征银元三元，米折每石改征银元四元，

其他杂税附加一律革除。

是年，省规定我县在正税之外，可以在15％范围内征收地方附加

税。

是年，成立县财政委员会，负监督县地方财政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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