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
海
商

较拯
征扼
县蛀
税辩
毋羲
艏聪

箱

松江县财政税务志

皇海社会科学浣毫耋版桂毒誊瓤



松江县财政税务志

上海市松江县磊娶；耄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松江县财政税务志》编写组成员

(以姓氏笔划排列)

主 审

顾 问

主编

编写组

助编及资料员

摄 影

封面摄影

何光祖

马竞良

许梅春

王志荣

顾蟾茵

王逸思

朱肇夫

任建新

张锡荣

秦裕礼

王逸思

张慎言

何承

胡祖根

葛见中

许梅春

蒋仁云

张慎言



耘弘劣财落粕秀&

旅哗◆l墓～

，务磐̂帝土砑1



跨重靥史宵珐更妤放眼束菜

灸盛戥篁雕缎坝礅皇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松
}1．

县
税财
务政
局
大
fj



税务擘许她征愉^上作

№缀会i岬杠坩洲班i蹀

甜¨务譬钳=皇：征革层单体



■■●-L
年套蒲丸集

松江县公计学公一

i，

1

．■i■●l～量I匿盥E群IEtIl譬jij

政”业啦位"务必巾



财政投资刨撕啪县奶+F场

咐歧支_}粪金扶持开辟的精养



序

序

松江，在唐宋年间为华亭一县。在漫长的发展期间，行政区域不断改变，到元代中

叶升为华亭府，最初所辖仅华亭一县，及至清代中后期辖七县一厅。所属的上海也发展

成为国际通商口岸。就历史地理而言，松江是上海市的母体，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

面的史实，对研究上海的发展历史有重要价值。地方志，是我中华民族记载一方史实的传统

形式。早在南宋绍熙年间，华亭就编纂了《云间志》，及至清末，编修了府、县志17部。

记载了松江800余年许多重要的史料，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但旧志总是受传统儒家

文化的局限，对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即经济活动记载甚少。今天，我们以继承与创

新的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编写新时代的地方志

以及部门专业志，把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方面的重要史实，加以详实记载，使人们“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惠及后代。今观《松江县财政税务志》，上溯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

下迄1985年，通合古今。清代以前记述从略，民国时期史料较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记述更为详实。做到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财政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重要工具。新中国与旧中国财政的区别在于，旧中国的财政

分配主要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新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分配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

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松江县财政税务志》基本上反映了上

述区别。所记述新中国的部分，体现了县财政立足于发展经济，促进生产来取得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着眼于支援工农业生产和教育、文化、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对某一时期

发生的失误也能实事求是，遵从历史，加以“秉笔直书”。这可使财税人员“鉴往知今，

继往开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财政的职能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

更大贡献。

我作为财税战线的老战士，纵观志稿，作此序言。

鲍友德

1989年6月

(本序作者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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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今年是松江解放40周年。40年来，松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政治上安

定团结，经济上繁荣昌盛，使松江的建设日新月异，成绩斐然。就在这样的“盛世”之

下，我县进行了全面修志，．《松江县财政税务志》就是其中的一部专业志。

财政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重要工具。在旧社会，它是为封建

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其赋税收入用于地方公益的微乎其微。新中国诞生之

后，无产阶级政权运用这个重要工具为全国劳动人民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所

编纂的财政税务志，上限追溯到南宋绍熙四年(1 1 93年)，下限止于1985年，记叙了近800

年的松江财政赋税史料，基本上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财政本质的区别。为志而得体，专业

志也应受其体裁和章法所规范，“重在记述，叙而不论”。编纂者能遵体循法，将褒贬寓

于史实之中。不论今人后辈，只要详阅细思，则能自明是非，从中获得裨益。今运用“地

方志”这一传统形式，赋以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材料，贯通古今，几易其藕，编纂成这

部新时代的财税专业志。它体现了社会主义财政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方针，并以

生财，聚赙．用财之道记叙了松江县主要的财政活动，其中寓有一定的经验教训，以使

我县财税工作人员“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卓有成效地发挥人民财政的应有作用，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对此颇感欣慰。

我从50年代初期起，先后主管或分管我县财政贸易工作多年，有缘成为松江财政税

务工作史的见证者之一。今应财税专业志编纂者之约，对志稿il{f览之余，作此感言，是

以为序。

·．2·

乔廷恭

1989年6月

(本序作者为原松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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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_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

上安定团结，经济上蒸蒸日上，是编修地方志的良好时机，我县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

展编志工作。自清光绪四年(1878年)以后，松江县没有修成过一部完整的县志，在此

百余年间国家和地方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各方面有许多史实值得记载存史。财政税务方

面从已搜集的大量历史资料说明，各个时期的财政活动，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面貌，尤其是新中国的财政与各部门的工作和人民生活

密切相关。因而乘这次编修县志之机，将所得的史料除提供于县志的有关篇章外，还将

更为具体的可供今后财税工作借鉴的史料编纂成《松江县财政税务志》。它既是县志的组

成部分，又是独立成书的专业志。它上溯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下限1985年，记述了

封建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社会主义时期松江的财政税务史实，寓有新旧社会制度

的对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编纂这一专业志，意在通过史料，使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因限于我们的水平，加

之百余年间，几经动乱，许多历史资料已经散失或湮没，难以搜集齐全，在某些方面不

免差错或未达详尽，请财税系统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加以批评指正，以便在今后重修时进

行补正。

何光祖

1988年9月20日

(本序作者为松江县财政税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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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断限时间，上起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下迄1985年。但在若干目项，

为了显示连续性，作适当上溯下延。本志详今略古，通合古今，记述松江近800年的

财政赋税史料。

二、本志所述的“民国前期”，指民国元年(1912年)一16年(1927年)；‘‘抗战时期”，

“沦陷时期”，指民国26年(1937年)～34年(1945年)；“民国后期”，指民国34年(1945

年)8月一38年(1949年)5月；“解放前后”，指1949年5月13日前后；。新中国建立

后”或“建国后”，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三、本志编纂采用图、表，记、志、附记等形式，志文以章、节，目．项分4个级

次安排归属。全志分为概述、大事记、业务机构沿革和人事更迭、财政体制和财政收支．财

政管理与监督、工商税收．田赋——农业税，党团工会组织，专记等篇章。

四，本志所记民国以前的赋税资料，大部分由于无法分清松江县的部分，因而以一

府的史料记述。民国时期的若干国税资料，也是同样的原因，记述一个专区的史料。

五、史料涉及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凡解放以前均按当时的流通货币和计量单位。

新中国的人民币1955年进行改制，为显示可比性和避免混淆，一律以现行币制计算记述。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历代年号沿用通称，在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人物

称谓，直书姓名，除在人事更迭的章节以外，不冠职衔，不加褒贬之词。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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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前，县政权机构经征田赋和工商杂税，有的税种如南宋的商税和晚清的厘金等，

均由朝廷专派官吏，另设机构征收，直解中央。地方所征的赋税按定例上解和支应地方官

吏差役的俸禄给养。

田赋是旧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松江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由此历代皇朝都加以

重赋，从南宋至明初四次大幅度加赋，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松江～府赋额增至

143．20万石，比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的11．23万石增加近12倍。在实收时还有“加耗”．

“加编”和“浮收”等额外之征。赋重租累，使农业摁蔽，民不聊生，许多农民离乡背井，农村

到处呈现“民穷财匮，十室九空”的景象。从明宣德五年(1430年)到清雍正三年(1725铜，

有官绅先后14次上书朝廷，陈述松江重赋之下的农村境况，吁请减赋。但所减多属浮粮

欠赋，为数无几，直至清同治四年(1865年)，才变更计赋科则，将原每亩赋额二斗七升

半以上者减去一成八。

松江的工商税源曾较充裕。境内盛产米粮，常年有可观的数量上市，邻省外县亦有

部分粮谷于松江转运，米粮贸易相当兴盛。以米粮为原料的酿酒、制酱、煮糖行业也很

发达。元明时期农村植棉普遍，家家纺织，所产布匹，日以万计，品质优良，远销国内

外，有“衣被天下”之称。每逢米粮上市季节，松城和各大镇客商云集。松江还因黄浦

江横贯，江河交叉，航运畅通，"．rzVd：货船如梭，也为货物过往税提供较多的税源。早在

南宋时期，华亭一县除了在县治设税司、酒司、盐司以外，下设“务”级税务机构八处。

明代改设8个税课局。

民国建立，财政收支戈吁分国家和地方，征收机构也按国地划分而设置。民国时期的

田赋，沿袭清代旧制。抗日战争期间，松江沦陷，汪伪政权除照例征收田赋外，还与日

本侵略军勾结，强收军米。及至抗战后期，国民党地下政权及其武装，流动于我县农村，亦

征田粮杂税，形成重征，农民不胜负担，民国34年(1945年)秋，迫使浦南农民群起抗

粮。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既连年加赋，又派征军粮。旧中国历来赋从租出，重赋

之下必出高租，亩租高达九斗至一石有零，占收成半数以上，本县70％以上农民耕种租

田，苛重的赋税、租粮又伴以高利贷，使农村经济萎缩，无数农民破产。民国时期的工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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