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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事业的历史重任。 一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

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党

的讶项基本原则，贯彻“求实存真’’方针，遵循略

古详今，略远详近的编撰手法，略述了远囱清

代、民国土司制赋税，详细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税收，并突

出地展现了社会主义税收特色的共性和耿马傣

族佤族酋治县的区位特点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的税收特色。

本志分十章，计30万字。上限起自公元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下限讫于1994年6月

20日，前后近211年。分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三个阶段，记述境内工商各税的税制、税种

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税

务机构的设置、变迁和税收制度的建立、发展以

及税收源泉的发展和税收收入起伏增减的轨

迹，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税收，由于本身酋有

的区位特点，自古层次较多，结构复杂，征管手

段不一。解放以前，境内的税制适应土司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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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赋税制度，而且一直为封建土司头人所

把持。一般以征收实物和以役抵税的土司头人

税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实行统

一税制。本县执行有别于内地的边疆民族地区、

贫困山区和边境小额贸易区的税收政策，且几

经反复。所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税收，自

有耿马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边疆民族

地区的税收。因此，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税收

史作为中国税收史以及耿马县志史的一页，完

整地保留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税收发生、演变

和发展的轨迹，有许多可供经济财税专家、学者

和税务工作者研究、借鉴的东西。

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

改革，原有税制也进行了整体性、结构性、全面

性的重大改革。这次税制改革，是我国税收史上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内

容之深，是历次税制改革所不能比的。税务机构

也由原税务局的基础上划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

方税务局。 ’

本志从1988年开始编纂算起，历经查闱档

案、采集资料、整理编辑、评审、修改充实五个过

程，八度寒暑、三易其稿，终于付印成书。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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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税务志》的字里行间凝结

着编纂人员的心血，是本县几代税务工作者集

体智慧的结晶，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写照，精神文

明建设的硕果。在此，谨向给本志以关心、支持、

帮助的税务工作者、社会各界人士、修志同仁以

崇高的谢意。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本着“存真求实”的原

则，力求史料翔实丰富，记述脉络清楚，体例结

构严谨，领属科学含理，文字简洁朴实，观点正

确，取舍得当，尽量做到史料性、科学性、思想

性、可读性的统一。但由于资料的残缺：零散、编

纂人员水平局限和经验不足，错误和疏漏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4～

张松宇

1997年1月



凡 例

一、《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税务志》是县税务局专业

志，叙述了本县从土司时代公元1779年起至1994年6

月止的工商税收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二、本志体例，以语体文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表述方式，以志为主，图表为辅，横排纵写地进行编辑而

成。全志分为概述、大事记、税务机构、土司赋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工商税制的建立

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工商税收、税种、重点税源、税务

管理、税收会计、内部管理、人物、附录13部分。

三、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

述资料求实存真，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耿

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工商税收的建立、改革和发展，并注

意突出专业，突出边疆特点。

四、纪年一律用公元、历史纪元，地理名称沿用历史

通称，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和现今地名。

五、文内所引用货币，1949年前按当时流通的货币

为单位，1950年以后一律按现行人民币单位为标准。

六、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是税收法规和内部文件，历

史文书档案，历史资料取于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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