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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志税务志》编篡工作，是根据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在

市地方志编委会的直接指导下，於 1985 年下半年组成税志编写组后开展工作

的。先后在本局档案室、吉林市和吉林省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在长春市、重庆

市、南京市税务史志办公室.共搜集 1 750 万字税收资料(其中，摘抄、复印

1 620 万字〉。为准确反映清初以来吉林市各历史时期的税收史实，横不漏项，
竖不断代，我们对搜集的资料边整理边翔实，去粗取精，设计篇目。编写中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本着"详今略古"原则、"横排竖写"体例和突出地方、时

代、专业特点的要求，记述了吉林市自 1673 年(清朝康熙十二年〉至 1985 年

共 313 年的税收机构、税种税目、稽征管理、经济税源与税收收入各项史实

〈不包括地方政府征收的田赋) 0 1989 年 10 月完成志书初稿，之后，根据市志

编委会评议志稿的意见，编写组又做了大量工作，删繁就简，拾遗补缺，力求

完善。

编修方志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写作能力所限，书

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税务同行和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吉林市志税务志》编写组

1993 年 1 月 3 日



凡例

一、断限t 本志上限起自 1673 年(清朝康熙十二年)，下限到 1985 年。

二、时期划分: 1673""""'1911 年为清朝时期. 1912........1931 年 9 月为中华民

国时期， 1931 年 10 月 --1945 年 8 月为沦陷时期， 1945 年 9 月 -1946 年 5 月

为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1946 年 6 月 -"1948 年 2 月为国民党政府时期， 1949 年

10 月 --1985 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包括 1948 年 3 月吉林市解放至 1949

年 9 月时期)。记述中总的时期划分，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限，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的各个时期简称为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为建

国后。

三、篇目 z 分设卷首、主篇、附录。卷首有概述、大事记。主篇分为税收

机构、税种税目、税收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税源与税收收入五篇。附录是 1986

-.， 1990 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税收工作情况。

四、章节安排:篇以下设章、节、目。篇、章、节均以第一、第二表示，

目以黑体字表示，不冠序号。

五、文体:以现代语体文进行记述。对部分档案资料原文括以引号摘记，

对课税标准、适用税率、税源与税收收入等列表记述。

六、金额单位:按各时期通用的货币金额记述。清朝通用的白银单位为两、

钱、分、厘，制钱单位为吊。中华民国时期通用的吉洋单位为元，吉钱单位为

吊。沦陷时期通用的伪币单位为元。国民党政府时期通用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单

位为元。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和 1948 年 3 月 ---1951 年 3 月通用的东北流通券、

1951 年 4 月 --1955 年 2 月全国统一发行的人民币、 1955 年 3 月 --1985 年新

版发行的人民币，金额单位均为元。

七、数字使用 z 各项税收数据、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市人

口和职工人数等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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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税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财政范畴，我国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税收随

着社会演变和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清代初期，吉林是个集镇属宁古塔将军管辖。居住的旗民(满族人)和土

著民族，多从事农牧业生产，经济落后，当时只征牛马、牙当杂税。康熙十二

年 0673 年) ，宁古塔副都统安珠湖率领八旗兵修建吉林城。康熙十五年 0676

年) ，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城，置官设治，全城税收由将军衙门经征。雍正初

年，关内汉人来吉林开荒垦殖者逐年增多，雍正五年 0727 年)年初，在城

内设民署一一永吉州，管理地方行政。并将全城税收改由州属户房管理，尽征

尽解。乾隆十二年 0747 年) .裁撤永吉州，改设吉林厅，是地方行政中心。

由于当时主要利用江河水运客货，吉林城又逐渐成为东北地区较大的木材、山

货、土产品集散地。全城人口、手工作坊、商业铺店随之增加。吉林将军为加

强管理全城税收，将税收划由吉林厅理事同知经征。乾隆十六年(1751 年)起，

户部对吉林城按年核定税收征解定额，按额解部。嗣后，根据全城的经济发展

变化情况，多次调整征解定额。乾隆二十八年 0763 年) .开征田房契税。乾

隆四十四年 07'T9年) .设烟酒税局开征烟税和酒税，设木税局查验征收木税。

嘉庆十九年 0814 年) ，开征煤税。道光二十年 0840 年) .鸦片战争之后，各

帝国主义相继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清政府因财力枯

竭，国库空虚，无力支付巨额赔款，于是增征新税和提高税率，并责令地方政

府分担赔款。吉林将军在筹款中除按户部指令.开征山海土货税、参药税、洋
土药(鸦片)税、缸税、斗税、木植费外，又向管辖区内的商户征收七厘捐、

四厘捐、九厘捐、粮捐、盐捐、营业附加捐及其他捐费，加重了省城商户和人
民的税收负担。

1911 年，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 1912 年，成立中华民国。北京

政府对税收的管理. 1913--1916 年三次改变管理体制。 1913 年实行国税与地

方税分管分征. 1914 年改为中央集中管理.实行统收统支，之后由于各省有

令不行控留税款，北京政府无力实现统收统支. 1916 年又由集中管理改为中

央与地方两级管理。 1913 年吉林省城共有工商业 1476 户，虽然城乡经济有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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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但由于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吉林省直接担负着奉系军阀的战争费用。吉

林省署为解决全省的财政支出，除控留应解北京政府的税款外，还自行规定开

征多种地方税捐。吉林省城根据北京政府公布实施的税法、条例，征收的国税

有烟酒木税等 26 种税;按照吉林省税则和征捐规定，征收的地方税捐有粮税、

木植费、营业附加捐等 29 种税捐(费)。地方税捐项目多于国税，吉林省城和

全省城乡人民的税收负担日益加重。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府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进

行四次整顿和两次战时增税。 1932---1940 年，先后公布实施各税税法，征收

烟酒税等 24 种税，其中有八种登记、登录税由权力登记机关直接征收。另外，

伪吉林市公署还制定颁发《吉林市市税征收条例>>~征收户别捐等 13 种地方捐

费。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政府进行第一次战时增

税，开征事业、法人、资本所得税和油脂税、砂糖税、通行税、特别卖钱税等

七种新税。并提高烟酒税和特别卖钱税税率。 1942 年 10 月，进行第二次战时

增税，开征交易税、清凉饮料税两种新税，全面提高法人、事业、资本、勤劳

四种所得税税率。 1943 年起，以加征消费税为重点，继续提高烟、酒、糖、油

等七种产品的消费税税率，以及特别卖钱税税率。其中，烧酒(酒精含量 50%

以上)每石税额增至 240 元，比税法规定的税额提高 27 倍;烟叶税率提高 9

倍。

1932---1936 年，日伪政府签订的协议规定，居留在伪满境内的日本籍居

民和工商业者享有租税特权。居民不纳户别捐和房捐，工商业户不纳营业税，

生产的产品按低税率纳税。 1937 年，日本政府为缓解日满之间的矛盾，又与

伪满洲国政府签订条约，自同年 12 月起撤销治外法权。规定日籍居民和工商

业户，一律执行伪满洲国的税收法规，全额纳税。但对税收违章的处理仍区别

对待，日籍居民和工商业户因偷税、抗税构成刑事案件的，只由当地日本领事
馆执行搜查或拘留，伪税务机关不得予以处罚。

日本帝国主义为更多地掠夺东北资源，从 1937 年起进行第一个产业开发

"五年计划"，重点是发展工矿事业，生产战略物资。在市郊修建丰满水电站、

人造石油、电气化学、大同洋灰、东洋精麻、特殊制纸六个大型工厂(立的。随

着建设的发展，市区的商业和服务业逐年增多。 1944 年，工商业户达到 3 483 
户(真中，日本人、朝鲜人经营的有 438 户) ，比 1936 年建市时增加 2 083 户，

增长1. 5 倍。 1944 年，全市征收的税款 1 657 万元，比 1936 年增长 30 倍。市

民负担的地方捐费. 1937 年人均年纳捐 2. 75 元， 1941 年增至 8. 08 元，增.

长1. 9 倍 1937 年户均年纳捐 14. 37 元. 1941 年增至 44. 72 元，增长2.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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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光复。 10 月，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吉林市民主政府。 1946 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进

攻解放区。 5 月 28 日，吉林市党政机关做战略转移，撤离吉林市，税务局随

之解体。当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市内。 6 月，成立国民党吉林省、市政府。 8

月，吉林市根据国民党政府税收管理体制，设立两个征税机构，实行国税、地

方税分管分征。吉北区税务管理局永吉分局管理征收所得税、特种营业税、印

花税、遗产税、烟税、酒税、货物税、矿产税等八种税.征收的税款全额解缴

中央金库。吉林地方税捐局管理征收营业税、土地税、牲畜税、营业牌照税、

车船牌照税、笼席娱乐税、契税、房捐、屠宰捐、木材捐、窑业捐、特产捐等

12 种税捐，所收税捐划省和留市使用。国民党政府统治吉林市期间(1946 年

5 月 28 日 --1948 年 3 月 8 日) ，由于内战，仅有的 350 家工厂和 1 424 户手工

业大部分停工或停产， 2 292 户铺商和服务业都购销无路，民需物品严重短缺，

市面混乱，货币毛荒。

1948 年 3 月 9 日，孤守吉林市的国民党六十军和省、市政府机关，在东

北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弃城逃窜长春，吉林市解放。 3 月下旬，中国共

产党吉林市委发布《关于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决定>>，宣传贯彻城市经济政策。市

政府发出布告，废除国民党政府税制和征税办法，并自 4 月 1 日起豁免市区私

营工商业半年营业税。 4 月初成立吉林市税务局，按照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

税收条例，管理征收性畜交易税、屠宰税、货物产销税。同年 10 月开征营业

税 .1949 年 1 月开征工商所得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规定》、《全国税政实施要

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统一了全国税制和税务机构。国

家规定征收的中央税及地方税有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

得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
种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税共 14 种税。实施新税制以后，为使税收适应各个
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对工商税制进行五次改革。

1950 年 7 月，为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稳定物价，恢

复经济，发展生产，国家本着酌减人民负担的精神，首次对税收进行调整:一、
停征、简并税种，不开征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将房产税、地产税合并为
城市房地产税;二、简并税目，把原定货物税的 1 136 个征税品曰减为 358 个，
把原定印花税的 30 个税目减为 25 个;三、降低税率，将货物税中的纸烟税率
由 120%调低为 90一 120% .毛织品税率由 30%调低为 20% ，将所得税税率由
原定的 14 级全额累进改为 21 级全额累进，并提高累进起点和最高累进点，降
低了中小工商业的负担。



8 概述

1952 年底，全国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使税收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国家依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工商税制作若干修正，自 1953

年起执行。修正的税制=一、开征商品流通税，从征收货物税的品日中，选择

国家能够控制生产或收购的烟酒等 22 个品目，改征商品流通税;二、修订货

物税，把原定的 358 个征税品目简并为 174 个，将应税货物厂商应纳的印花

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并入货物税内交纳。应税货物一律按国营公司批发牌价

核税;三、修订营业税，把工商业应纳的印花税、营业税附加，并入营业税内

交纳。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不再交纳营业税，已纳货物税的货物，在商业

批发或零售时，仍照纳营业税;四、修订印花税，将原规定的保费收据、承揽

及加工收据、佣金收据等，分别并入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及屠宰税

内征收;五、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

1958 年 9 月，全国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后，国家根据税收征纳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为使税收适应全民所有

制、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新形势(吉林市区对私改后

1957 年各种类型企业占市区总户数的比例，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企业

为 55. 3% ，比改造前的 1953 年增长 10. 6 倍;私营工商业为 44. 7% ，比 1953

年下降 63. 3%) ，按照"基本上在原有税负基础上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工

商税制进行改革:一、合并简化税种，把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

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 z 二、确定工商所得税为独立税种;三、改变纳税环节，

对工农业产品实行从产到销两次课税制，在生产和商品零售环节各征一道税。

同时简化工业产品计税价格，一律按销售收入计税;四、减少"中间产品"征

税品目，把原规定工业企业自制产品用于本企业继续生产的 26 种"中间产

品"减少到三种，只保留对棉纱、白酒、皮革的"中间产品"征税。

1972 年，为使税收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进一步简化工商

税制:一、合并税种，把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对企业征收的盐税、屠宰税、

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工商税;二、简并税目、税率，把原工商统

一税的 108 个税目简并为 44 个，设定的税率由原来的 141 个简并为 82 个 F

三、取消"中间产品"的征税规定:四、调整税率，降低农业机械、农药、化

肥、水泥等产品税率，适当提高印染布、缝纫机、化工产品税率。简化的工商

税制自 1973 年起执行。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0 年以来，国家对工商税制进行全面改革:一

是，建立涉外税制， 1980 年和 198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中外合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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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三种对外税收法规，

对中外合资企业、外国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和其他所得，个人在中国境内

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所得税;二是，实行利改

税，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交纳的利润改为征税，对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和其他所

得，征收所得税及调节税;三是，改革税制结构，在 1984 年利改税第二步改

革中，为使税制结构趋向合理，把原来的工商税按性质分解为产品税、增值税、

营业税和盐税。为合理利用开发国家资源，开征资源税。为促进企业节约用油，

开征烧油特别税。为加强基本建设的管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开征建筑税。

为从宏观上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开征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及国营企业、集

体企业、事业单位奖金税。为保证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来源，开征城市维护建

设税;四是，划分税收管理权限，为正确处理税收管理的集权与分权关系，保

证税收政策法规的统一， 1981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平衡收支，严

格财政管理的决定))，重申开征与停征税种，增加与减少税目，提高与降低税

率，加征与减免税收，统由财政部下达，或由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下达，各

部门自行下达有关税收的规定一律无效。同年 3 月，财政部对 1977 年 11 月 13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作出一些补充和解释，将税收

管理权限明确划分为国务院、财政部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三级管理。

吉林市税务局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公布实施的税法、条例、征收办法，企

业单位、个人的营业收入、所得利润、其他收入等税源项目执行征税， 38 年

共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 56. 4 亿元，年均征税1. 5 亿元。税收收入

基本上是逐年增长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七年，经过深化改革经

济体制，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全市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商品流

通逐年扩大，实现了税收与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步增长。以 1978

年为基期，王业总产值年递增7. 7%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递增 17. 8% ，税

收收入年递增 1 1. 9% 。在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同时，依照规定还为市财政

提留一定比例的税收收入，留市的税收占市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 1952 年为

28. 1% ， 1978 年为8 1. 8% ， 1979----1985 年上升到8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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