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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税务志》

臃的大事，我表示衷

《蚌埠税务志》

是用历史唯物主叉的

地反映，记载了税务

?：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旋

是显而易见的·在蚌

市税务局领导上十分

织研完计论，编修人

字的资料，认真地筛

从事税收工作的老同

．部志书的质量和真实

《蚌埠税务志》

当时的政治、经济、

定历史时期的政治、

税制，法规，人民负

透视到社会制度的变

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

修志不仅是为了

取经验教训，继承和

弃那些不合时宜的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解放以来，我国的税制和税务工作经历了若干次重大变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

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叉现代化建设上来·尤其是当前提出进

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之际，税务部门在税制建设、健全税

法，加强税务工作等方面都面临新的课题，我们要温故知

新，为现实服务·努力创新，以适应新的形势·
‘

1992年5月31日于北京

t作者在5阵代初曾任蚌埠市税务局羽局长．后任财政部税务
总局和国家税务局鼬局长) ： j

’



序二

顾俊三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历史上，

历来都是志随政出，盛世修志。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各项事业

兴旺发达’税收的作用逐渐被人们重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亦日趋重要·值此昌明之世，我们认为有必要编修一部

全面而系统地反映蚌埠税收历史与现状的税务志，以保存史

料，总结经验，运用传统形式9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建设服务·

《蚌埠税务志》是蚌埠有史以来第一部工商各税志书，

它反映着上自清代、下迄于1990年的税收历史和现状。在编

纂过程中，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9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既记叙税收历史全貌，又略古详今，既继承传统’

又不拘泥于固有模式，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先

分期、后分类"的方法，编成上下两篇，分别记叙蚌埠解放

前和解放后的税收发展变化，使之与解孜前后不同的税收本

质相适应，有利于研究和借鉴·

为了修好这部志书-我们在建立专门领导班子的同时，

选调一批熟悉税收业务又有较强写作能力的同志专司其事，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收集到大量的税收史

料，仅复印及抄录部分即达300多万字，为编写志书打下可

靠基础·经对史料的整理、筛选和考证，去芜存菁，去伪存

3一芍



●

的税收

济发展

势，为

r

，警谚



f r
．，． 。、，-

编辑说明 c

．一，本志记述时间，上限根据蚌埠的历史沿革及税收状况自由

伸延，下限为1990年底。

二，本志分上，下两篇，上篇记述蚌埠解放前包括清代、中华

民国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日伪税收历史；下篇记述蚌埠解放后即

1949年1月20日至1990年底的税收历史和现状。

三，按照各个历史时期工商税收的管理体制，清代，民国的田

赋和蚌埠解放后的农业税，契税，以及国家或省里虽有税种而蚌埠

未曾开征的税捐，本志均未列入。

四、蚌埠在建市之前原属凤阳县管辖，故本志建市前的内容多

涉及凤阳县的税收史料。1983年将怀远、固镇，五河3县划归蚌埠

市领导，但因各县均已修志，加之时间尚短，本志概不包括3县内

容。 ．

五，上，下篇内容的编排，均分章、分节。节下的内容编排．

其序码依次为·一，(一)1。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辅以图、表，并附

录部分史料。
’

七，本志历史纪年，清代，民国均采用当时通用纪年，其中清

代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如光绪二年(1876年)，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数码书写，因民国纪年加19ll即为公元纪年，易于推算，不

再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数码书写。

八，本志内容涉及的货币名称，币值以及计量单位等，均按当

时史料记述，一般不加注解和折算。解放后的货币以人民币为准，

1955年3月1日以前的旧人民币除注明折成新人民币的以外，余均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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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代，民国的政府，机构，官职等称渭。皆使用原称，

战期间El伪政府，机构及官职，则冠以一日伪一或一伪，

示区别。

，本志史料系来自国家，省，市图书，档案部门的有关图

案，以及蚌埠市税务局的文书档案和会计，统计资料．为节

．一般不注明出处．



概 述

蚌埠地处淮河中下游．原为凤阳县西北边陲小镇，清同治二年

(1863年)始建行政机构。宣统三年(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

后，蚌埠一跃而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民国前期．安徽省的军政高

级机关多驻蚌埠。抗日战争期间，日伪省政府亦设于此。民国36年

1月从凤阳县第二区划出，正式成立蚌埠市。解放后蚌埠市仍属省

辖，42年来已发展成为以轻纺加工工业为主，同时拥有机械、化工，

电子，医药，建材，冶金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城市。而且交

通便利，通讯发达。1983年，怀远、五河、圆镇3县划归蚌埠市领

导。1990年市区面积为445．4平方公里，人口68．1万人，其中建成区

面积36．5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44．9万人。

蚌埠最早的税务机构，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凤阳关在

长淮设置的税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又设蚌埠税口，负责征

收和查验属于关税主要项目的货物通过税、船税和落地税等。宣统

三年(1911年)，响应辛亥革命的淮上军成立凤阳县财政局，沿晚清

旧制征收各种税捐，蚌埠亦在征收之列。
“

民国初，由于蚌埠经济和交通地位的提高，凤阳关增设蚌埠分

关，并由原来的防堵性质转为征收出口(境)税的主关。在民国前

期(民国元年至15年)．蚌埠征收的各税除关税外，尚有属于国家

收入的矿税，糖税，茶税，烟酒税，烟酒公卖费，印花税，盐税

等，属于地方收入的有契税、牲畜税、屠宰税，牙帖税，质税，卷

烟营业凭证税以及各种附加等I还有由警察局征收的，包括房捐，

筵席捐、娱乐捐和商店月捐等等在内的“警捐矽。这一时期，安徽

为军阀把持，军政费用既繁，贪污中饱尤多。财政当局为了增加收

’＼f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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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除陆续开征新税外，地方更是任意加征附加和各种杂捐，且有

些税如牲畜税，屠宰税，牙税等几度实行包商制，弊端丛生，反映

了税收的沉重和混乱，人民群众不堪负担与苛扰。

国民政府成立后，进行财政整理，于民国17年实行中央和省两

级财政体制。但在执行中，因县系省的附属，没有明确收入款项，

为筹措经费，又复征收各种附加，杂捐以至摊派，造成县财政的混

乱局面。至23年乃以县为自治单位，将土地税(田赋附加)7，土地

呈报后正附溢额田赋的全部、印花税的3成、营业税的S成、房捐，

屠宰税及其他依法许可的税捐．划为县财政收入，凤阳县当已依照

执行。自国民政府成立到蚌埠沦陷(民国16年,--,27年)，在改进财

政体制的同时，也逐步调整统一了税收法令。民国20年裁撤厘金和

常关税后。为了抵补减少的收入，安徽开办统税和营业税，蚌埠设

有苏浙皖区统税局蚌埠分区管理所，先后征收卷烟，麦粉，火柴等

9项统税。当年蚌埠亦开征营业税，由凤定区征收处(驻蚌埠，后

改设蚌埠营业税局)负责征管。21年蚌埠对手工卷烟征收统税，开

了全国的先例。此外，凤阳县还先后设有契税局，牲畜税局，地方

税局，征收与民国前期略同的地方税捐。杂项税捐虽经国民政府宣

布废除，但地方各自为政，巧立_名目，改头换面，-层出不穷，杂捐

仍然不断增加，综计民国元年至26年，蚌埠征过的杂项税捐达llC多

种。其中增加民众负担最大的是用于反共反人民的口省防附捐劳．o

同时贪污舞弊，强行征借等现象亦甚严重。按规定已纳统税的货物

运销全国，均不得重征及另征任何附加，而实际上，在运输途中每

遇关卡，还要缴纳验票费，照票费、灰印费等，名之为费，实系勒

索中饱。 ．
：。 j：

抗战期间蚌埠沦陷。日伪在蚌埠先后设立苏浙皖税务总局蚌埠

分局等税务机构，征收除沿袭抗战前的税种外，还开征了所得税。

且设立海关转口税局，对入境过境货物征收转口税；又对消费者购

买商品征收消费特税，对汇款出境征收汇款出口税，对外运粮食和

土产征收出口(境)货物赈捐，以及征收毒害人民的鸦片售吸月



捐，鸦片营业悼照捐等等。当时的税收，系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压

榨沦陷区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其中的转税口局，从局长，课长以及

大部分检查员．都是日本人，他们完全控制了征收和管理，任意掠

夺，反映伪政权的税收具有明显的殖民性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行统一税收法令。在蚌埠设有安徽区

直接税局蚌埠分局，安徽区货物税局蚌埠分局，两淮盐务管理局蚌

埠分局以及蚌埠市税捐稽征处，分别征收直接税，货物税(包括国

产烟酒税及矿产税)，盐税及地方税捐，构成4个税务系统。其中

直接税包括营业税(后移交税捐稽征处接办)，所得税(有营利事

业所得税等6类)，印花税，特种过分利得税及遗产税l货物税包

括卷烟、麦粉，火柴等13个品目，地方税捐包括营业税、房捐，营

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牲畜营业税(后改为牲畜特产捐)，屠宰

税，契税，筵席及娱乐税，地价税等。对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征收．

采用曩简化征收乃的办法，即不依实际营业额和利润额计税，而是

由税务机关提出“比额一(核定的税额)，通过市商会，行业公会

分摊到户，实为摊派，导致税负不平，税务人员贪污舞弊严重。国

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和扩大内战，通过税收向人民群众加紧压榨与剥

肖Ⅱ，使税收制度逐渐陷于混乱状态，除了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外，

杂项摊派已经失去控制。据统计蚌埠这一时期征收过的杂项税捐多

达12，1余种。其中直接用于内战和镇压人民的绥靖临时费、戡乱费，

自卫特捐等的征收额，远远超过正规税收，仅民国37年3季度征收

的绥靖临时费一项就达法币813亿元，内由工商户负担的数额，竟达

同期营业税的7．5倍。对此，蚌埠广大民众以多种方式起来反抗。民

国37年6月，蚌埠铁路员工为抗缴绥靖临时费，曾捣毁东安区公所，

并绑走区长。7，月25日《皖北日报》公开揭露t 曩沿淮上下，税卡

林立．层层剥削，商家nL{苦。一说明人民群众不堪容忍，旧税收已

走到它的尽头。

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新解放

区可以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但当时



蚌埠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部工商组接收的3个旧税务机构，都是

人员逃散，档案转移，没有旧的章则可资依据。为使税收工作得以及

时开展，市军管会于1月下旬发出布告： 存根据华中行政办事处颁

布之进出口货物税，产销税，营业税征收暂行章程，按合理负担之

原则，分别定期开征’’， 。本着体恤商民艰难，迅速恢复市场一的

原则，豁免营业税3个月，豁勉工业成品产销税1个月。同时，废

除国民党政府“在本市颁布之一切财经法令，并取消一切苛(捐)

杂(税)力。这标志着蚌埠税收已全面地起丁质的变化，即由为帝

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税收．转变成为人民利益

服务的税收。自1949年2月8日开征进出口货物税起至下半年，相继

对货物产销税、屠宰税，牙税，营业税、房捐、娱乐税，行商营业

税等7，种税制订征收章程、办法或施行细则，并付诸实施，初步形

成新的税收体系。由于免税照顾和合理负担税收政策的贯彻。市场

恢复很快，3月初复业的工商业户为1，718户，至0月份即增加到

4，852户。 ， ，

1949年5月1 El，蚌埠市税务局正式成立，统一管理除盐税，田

赋，契税以外的工商各税。6月1日起，开始执行皖北区税收法规。

195C年1月，政务院颁发《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统一的

工商税收共14种，蚌埠市自2月份起执行。征收货物税、工商业税，

‘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

船使用睥照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等10个税种。其中有的税因统一税

法尚未颁布，仍按皖北原定办法征收。7r月，执行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调整税收的通知，将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税率由14级全额累

进改为21级全额累进，将临时商业税的起征点由10万元(旧人民

币，下同)提高到20万元，尤其是把货物税原定的1，136个税目，免

征、合并778个，只保留358个，并调低部分产品的税率，以降低税

负，减轻人民负担，简化征纳手续，有利于争取财经状况的基本好

转。在『正收管理方面，工商业税采用查账征收，民主评议，定期定

额3种征收方式，逐步健全管理制度，督促私营工商业建帐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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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行发票统一管理．以保证税收政策的正确贯彻，防止偷税漏税。4

1952年，市税务局配合有关部门参加口五反一运动．审查核定

4，100个私营工商业户在1949．--,1951年的3年中偷漏各种税款330．7

亿元。最后本着以教育为主为原则，仅对其中较严重的I，129户补

税59．3亿元。在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市收入税款

2，674．3亿元，其中1951年比1950年增长70．59％。1952年又比1951

年增长42．74％。对保障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供给，平衡财政收支

和稳定物价，起到应有的作用，也说明蚌埠的经济状况得到较好的

恢复与发展．
。

。，

‘

，’

。

1953年起，我国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新时期。为适应

新的情况．政务院财委会于1952年底发布通告，在描保证税收，简

化纳税手续一的原则下，将税制作了若干修正。蚌埠自1953年1月

执行．主要内容有t试行商品流通税，取消棉纱统销税，’对产制应

税货物工厂原来缴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其附加i合并在货物税内

征收，将工商企业原来缴纳的印花税及营业税附加，并入营业税内

缴纳，对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以及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专营

批发商批售工业品，均不再征收营业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把其

中电影，戏剧及娱乐部分税目改征文化娱乐税。市税务局在执行中结

合实际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报经批准，对6户私营棉布批发商

不征营业税。但因其冲击国营批发阵地，旋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实

行口公私区别对待舛政策，予以恢复征税。二是鉴于当时蚌埠工业

生产中的小型工厂，作坊较多，为了不因纳税环节的变更而增加税

负，经调查研究，对30多类行业和100多项产品或具体业务；给予了

必要的照顾，以利于生产的发展。1953年夏，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

期的税收任务和政策，蚌埠税收工作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在

政策上对私营工商业凄受国家委托加工，代购代销的，均改为按加

工收益或代购代销手续费征税，对新成立的合作社、组。给予定期

减税免税，以示优待。在征收方法上，将原来以民主评议为主．逐步

过渡到查帐征收和核算征收，到1956年底，基本上不再使用民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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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收方法o，因此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全

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经济的营业额，已占总营业额的98．81％。

一时期，市税务局还不断加强征收管理，于1953年8月评定全市

雇和地产的标准价．作为合理计征城市房地产税的依据。1955年

月起；对国营、公私合营j合作组织的纳税范围，纳税环节，适

用税率：纳税程序和期限等．作出口纳税鉴定秒，使各企业均有具

体的规章可循，有利予依法纳税。。
1 。

一．对私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税收

二翩度也必需相应改革。在正式宦布改革之前，自1958年5月起．蚌

埠即根据财政部提出的拼篪本上在原税负的基础上简化税制黟的方

针．n进行试点和测鼾为改革工商税制打下基础。当年9月，蚌埠
执行新的由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简并而成的工商

统一税，改多次课征为一次课征．并简化了纳税环节和征收办法．

解决了当时各方面反映的我国工商税制过于复杂的问题。在此前后，

市税务局认真贯彻埘兰大观点一(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

点)，税收丁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浮夸风也很严重，不切实际地

宣布实现‘露三无黟(无差错，无偷漏、无滞欠)，促进生产也忽视

卖效，‘都给正常征管带来混乱和损失。随着税收来自社会主义经济

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纳税企业和征收税种相继减少i加之在口大跃

进∥中受到“左一的思想影响，口非税一观点一度蔓延·税收工作

遭到削弱。机构简并，‘人员减少，大批税务干部下放劳动，全市税

务干部减至57人：尤其是在曩大办钢铁一期间，大批税千脱离税收

土作岗位去参加无效劳动，造成征管松弛，漏税欠税严重。从收入

上看，一虽然由于生产上和征收上的某些虚假因素(如将未出厂的高

税率产品提前入库税款)，1958～1960年连年上升，但到1961年则

急剧下降，只占1960年的74．13％。1961年春，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玎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税收作用

又得到重视。市税务局恢复设立3个分局，人员亦相应增加。1962年

11月j中共蚌埠市委、蚌埠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市税务局《关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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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促使各部门，各企业重视税

收r’连续几年基本上防止了滞纳和欠税。1963年，市税务局配合有

关部门，对727起投机倒把案件补税罚款9．1万元(新人民币，下同歹i

市税务局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征集市交易税，对未纳入国家财政

预算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征收所得税，加强和改进临时商业和个体

商贩税收的征收管理，狠抓税务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清理漏税

欠税，实行口一定四包弦专管员岗位责任制等，使税收工作恢复正

常运转。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税收收入亦相应增加。
一

1966年4月，市税务局贯彻在黄山召开的全省税务会议精神，

批判‘指标挂帅一；’。特权思想力和“繁琐哲学力，很快导致税收

征管的全面放松。“文化大革命劳开始后，又大肆批判一监督至

上力的·管、卡，压一，以及“单纯财政观点刀，誓条条专政一；

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整个税收征管体系和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

度，均被破坏，税收法纪松弛，偷漏欠税严重。全局还一度处于无

领导状态。但由于大多数税干坚守岗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

作，即使武斗激烈时，仍坚持收税，口文革彦十年从不间断，保证

了大部分税收得以入库，在全市企业利润和其他收入出现倒挂的情

况下，使财政的必要支出得到保证。
。

一。．

1968年8月，成立蚌埠市税务局革命委员会，次年4月撤销，

另行成立蚌埠市财政革命委员会，统管财政，税务和工商行政管。

理。1969年年初和年来，分两批将55名税干下放农村，留下的干部

又集中搞了一段‘!卜、批、改一，全市税收工作只留下少数几个人

撑持局面，以致一度出现有税无人收的不正常状况，税收所受的冲

击和挫折更为严重。1970年7月，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发出《关于

加强财政税务纪律和税务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纳税单位严格遵守

税法，如期纳税，重申了税收法令的严肃性和统一性。8月。，在蚌

埠市财政局内设置税政组，主管全市税收工作。1972年10月，中共

蚌埠市财政局总支部委员会正式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业务关．．

系，进一步划清加强征管与“管，卡，压"的界限，使税务干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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