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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宜春地区历史悠久．物产丰饶，人文鼎盛。两汉时，境域分属

建成、海昏、宜春、新淦、南昌、艾县等古县．有一千七百余年历

史。隋开皇年间(公元589"-'591年)，先后置洪州、袁州，始具本

区州郡建置雏形。现存南昌、临江、袁州、瑞州府旧府、县志，赋

税占有重要位置，专卷之外间有附录，对宋以来税制、税额、户口、

徭役记述较为详备；唐代略记税制梗概，唐以前溯自禹贡，仅述其

源流而已。民国时期．江西省虽有厘捐、田赋、特税等各别税种的

著录，以及统计资料、年鉴之类，而综述性的赋税志一直未见问世。

1990年初，中共宜春地委、宜春地区行暑倡修<宜春地区志》。

作为承前启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工程，全区各部门积极响应．共

襄盛举。我局并决定单独编写出版《宜春地区税务志》．其初衷有三s

力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本地区赋税史料进

行初步的科学整理．散者集之，断者续之．湮者考之．讹者正之，以

补我区一千余年赋税志的空白；其着重点则为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全区税收的发展演变．以期成为宜春地区第一部通贯古今

的税务新志．起到较好的存史作用．此其一．

当前税制改革不断深入．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本志从历史演变

与当代实践角度，将全区赋税史料厘订成篇，可作为研究税制改革

的一本资料书．从中借鉴历史，对照剖析新旧税制的运行轨迹。全

区广大税务工作者，还可以作为学习本地区税史的一本教材，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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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对国情、地情以及税收政策的了解，增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提

高政治、业务素质．则本志当能起到“资一行之治”的作用。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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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的征收制度，税款的流量与流向，不同社会制度有本质的

不同。本志以翔实史料记述明代瑞州、袁州、南昌三府长达300年的

浮赋，清末为偿付赔款而增设的田赋加征，民国重于正税的杂捐附

加，揭示旧中国赋税制度混乱落后，阻碍生产，为满足统治者以至

帝国主义的贪欲而恣意征敛、挥霍，展现建国四十一年来，我区税

收工作组织财政收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保护、稳定社会主义

经济，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也客观地反映了工作中的挫折，将为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增进对社会

主义税收的理解，增强纳税意识，起到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此其

=。

本志于1990年4月正式成立编委会、编写组，开始编写工作，

至1992年10月交付出版，时逾二年。在此期间．编写组同志广征

博采，精心整理．数易其稿I地区局各科室及县、市局通力合作I宜

春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指导审定I省税务局、省志编辑室多方关

怀I省、地图书、档案、统计、党史、组织史等部门及有关人士积

极配合I省内外兄弟单位提供宝贵经验I在此一并致以谢忱。由于

编纂水平及时间、资料的限制，志书疏漏之处．尚望阅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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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

事求是地记述宜春地区税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述而不议．横排竖

写．

二、本志秉着。详今略古，统合古今”的原则，力求反映本地

区自古迄今的各税源流及重大变化，而以记述建国以来的税史为主

体。全志上限不限，下限到1990年。
’

三、本志由序、概述、大串记、分志组成．并配以表格、固、照。

分志有。机构、税钥，税种、征管4部分，为全书主体。

四、本志大事记采编年体，纵向记述，有年无月的编在当年最

后，有月无日的编在当月最后．时问相同的标以“△”号。少数时

问跨度不长、变化不复杂的事件，采用记事本末体编列．

五、本志按1990年底宜舂地区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当记述到

历史上与本区有关的州、路、府、道、专区一级时，其数字等方面

一般来予分割，当记述到县一级时，其数字、情况尽量按本区现辖

lO个县、市的范围记述。

六、本志对封建朝代．一律沿用1日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民国

纪年只在大事记中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建国后所列财政数字。以财政局预决算数字为依据I税收

数字以省、地统计、税务部门资料为依据．一般采用入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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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所用货币单位，依当时通用货币为准。建国后币制以

1955年3月发行的新人民币为准，如因记述需要沿用旧币时．则予

以括注。

九、本志所用度量衡制，均以当时计算单位为准。

十、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南昌、袁州分区专员公署成立之

日起的时间(南昌专署于1949年6月15日成立，袁州专署于1949

年7月20日成立)I“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日起的时间，“解放后”一词一般仅用予本地区在建国前夕

发生的事件．其它地方均用“建国后”。

十一、本志按照管理归属．对农业税只收录建国前部分。所载

工商税、农业税以宜春地区开征过的税种、税日为记述重点，未开

征的税种记述从略。

十二、本志资科来源于旧江西通志，有关旧府、州、县志．新

编县志、县税务志，档案资料．文献图书，省、地财政、税务统计

册．口碑资料等。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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