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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莱西县税务志》经请多同志共同努力编辑成书。编者要我作

为责任编辑身份写上几句话，素于才疏识浅，难负重任，仅以感慨

数语付与寄托。

捐税，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经济客体之一，正如恩格斯在《国

家起源》一文中所述： “⋯⋯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利，就须要公民

交纳费用一捐税”。捐税在我国雏形于夏贡、商助、周彻，截今已二

千多年的历史。它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它又寓于国家的存

在而存在。国家性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各别，决定着捐税性质有

本质的不同和税收制度的各异。

《莱西县税务志》由于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长期战

乱，资料残缺不全，仅搜集整理选记了旧中国税捐的辙印，更多的

是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税收的职能和税制的沿

革，目的是提供历史经验借鉴，探索人民税收制度的健康发展。

我们祖国，在苦难中成长壮大，在风雨征途中崛起，现正处在

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我们要用拓荒者双手，拱起人民税收支柱，

为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勇前进。

叶树萍

一九八七年元月



茵f；r 吉刖 雷。

编写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提出要十分重视和继承这一工作，藉以加强

对各地区、-#-部r7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日趋繁荣的经济形势，为我们编修

地方志及专芈志提供了有利的精神力量和物质条件。为了比较详细
地矛清我县税务方面的历史，给今后的税务工作提供资料借鉴，于

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我们在县政府、县志办公室和税务局党组的

领导下，开始了编撰《莱西县税务志》的工作。

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在史料的选用和整理方面，坚

持以档案记载为主要依据，口碑资料为辅，经反复考证，史载和口

碑资料相结合核实，然后决定取舍。 一，

为使本志能够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个方面达到较好的

统一，我们始终遵循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写本志的指导

方针。按照上级对编志的体例、文风等方面的要求，本着辛今略
古的原则，以及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精神，对清末和中华民国

时期的税捐只作了概述，重点记述了我县在建国后三十六年来机构

及税制沿革，税收管理及其归宿实况，以突出我县税务工作的地方

特色。

《莱西县税务志》是我县有史以来首次以税收为专题编写的税

务志，编写的目的是将几十年税收工作的经验教训寓于本志事实之



中，以便对今后工作的推进提供有益的借鉴。

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本志记述了自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八五年，

一百四十二年的税捐历史，历经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变化和战争的

摧残，再加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历史档案资料残缺不齐，再

加上我们的水平所限，特别是缺乏编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因

而不可避免的存在遗漏和错误，为此，我们热忱希望税务战线和其

他各界知情同志对本志书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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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在编纂中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及原则：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建

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详今略古，突出专业志的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原

则。

二、断限时间及内容编排：上自---／＼四三年起，下至一九八五

年，共一百四十二年。全书共设大事记、机构沿革及人员更迭、旧

时捐税、新中国人民政府的税收、稽征管理、计会统、税收在财政

收入中的地位及其归宿等七章，分节记述，最后一章，税收在财政

收入中的地位及其归宿，主要记述了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三

十六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农业

税和工商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税收媳用途，

用事实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税收是“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与其他任何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行文中为体现时代特点，大体划为“旧时捐税”、中华民国

对的捐税、新中国人民政府的税收三部份。根据需要在部份章节中

的前或后加有综合性的概述。

三、表达形式和纪年方法：表达形式以文字记载为主，辅以图

表。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弧内。

四、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和会议以及文件名称等，在行

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金称，如：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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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五、志书资料及其他：修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一一注

明取处；有关数字的计算单位(如：元、千元)，均以原资料为

准，不加改动，全部志书以写工商业各税为主，农业税(或口q田‘

赋)和契税，建国后都由财政局分管，故没有详细写，只在最后记、

述了各年征收的数字。

一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统治时的国号。

“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推

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为查阅方便和读后不致混淆，对从一九四。年开始，人民

政府的税收与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分别列章。在第四章末尾又综合了

自一九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三十六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实际征忧

的农业税、工商税和工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莱西县税务志编纂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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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县局和税务所使用

的行政印章和征收验讫印章的部分印模

一九五O年行政印毒



征收验讫印章中冉财政部税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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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事记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

莱阳盐票额二千九百六十张，征银四百九十六两四钱三分九

厘。

一八六二年至--／＼七四年(同治年间)

城厢先后设庆来、瑞来、仁治、天复四号当店；穴坊庄设洪昌

号当店，后来改为裕成；水沟头设长裕号当店，后来改为庆成。其

’税规为每当店年纳税银五两，规银四两。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

每当店加年捐银五十两。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设酒税。莱阳酒课税有领贴烧锅八家，年各纳税课制钱十贯。

一八九三(光绪十九年) ．一。

每当店加征规银四两。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设印花税。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每当店改定税额年纳制钱五十贯。一九O一年(光绪二十七

年)，又年纳捐银三百五十两，税规仍旧。

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为筹“庚子”赔款，每盐票一张加征课税一两，全县共加征二

于九百六十两。

． 】



一九O二年(光绪二十八年)

酒课税每烧锅加征四十贯，烧黄酒者也年各纳税四贯。牛、驴

牙杂税银三十七两二钱一分六厘，添设经纪加增税额二百一十两八．

分。 ，

田赋折征制钱，每正银一两征钱Z-千四百文，外加火耗等项一

百九十文。春秋两次征收，春征七成，为上忙田赋，秋征三成，为

下忙田赋。

一九O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抽收庙捐：凡有主持庙宇年征制钱六百贯，无主持庙宇各村认

缴制钱四百二十贯。

一九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劝募铺捐：各商号注册呈案，月共征制钱三十贯。

抽收油捐。

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抽收戏捐：每京戏一班，由戏主角缴制钱二十贯，梆柳戏二班

一贯。以后定各村每演一日缴制钱一贯。

牙税审定莱阳城四关、穴坊庄等十二处贴费三百六十五两二钱

五分，课程四百二十两一钱六分。

一九。九年(宣统元年)

加契税为卖契九分(三分六厘为正税，五分四厘为加税)。．

一九一。年(宣统二年)

主持庙宇由原制钱六百贯，又加制钱四百二十贯。

五月 曲士文带领莱阳城西、西北乡民众七百余人，攻城抗拒

官府的苛捐杂税，于八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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