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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l·

序

刘前秋

境内赋税，历史悠久，其演绎变迁，替废兴衰，频繁而丰富。然观地方各志，虽

多有专篇记述，却感粗略，实为憾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收事业步入了崭

新的历史里程o 1994年税务机构分设，成立娄底地区国家税务局，广大国税人员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务实创新、励精图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谱写了崭新的篇章。

在此国家强盛、国税兴旺之际，娄底地区国家税务局组织编纂《娄底国税志》，乃顺

时之举，尽责之措o

《娄底国税志》于1998年12月正式组建机构着手编纂，成立编纂委员会，设立

办公室，配备专人具体主修。始则编委讨论，敲定篇目，并按类收集资料，在广征博

采、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分口撰写。而后完成初稿，经审续删修，三易其稿，于1999

年12月完成送审稿。厥后，经编委顾问集中审核讨论，市方志办领导、专家及老一

辈税务人员审议，修志办再度进行修改，自大要至细节，殚精竭虑，反复推敲；但因

史料散佚、工程浩繁复杂，加之编者经验欠缺，遗漏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

者见谅斧正，以供续修者纠谬补遗o

《娄底国税志》的问世，是娄底国税历史最客观的记录，结束了境内史无税务专

志的历史，是娄底国税工作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2·序二

序 二

方吉杰

娄底国税，虽建局不久，然溯其沿革，则源远流长。历辈税务人员在娄底这方

热土，栉风沐雨，辛勤耕耘，其煌煌功业，当值振笔而书o

《娄底国税志》历经四年半的精心编纂，现已付梓。编写人员通过对历史资料

的抄录、知情人士的询问和相关书籍的考证，反复删改，几度修订，拂去历史的风

尘，留下客观的记述。税收工作的兴衰荣败，国税机构的演绎变迁，皆清晰在目。

她的出版，是我市国税系统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其“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必

将对我市国税系统当前和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o

《娄底国税志》辑录了境内1840—2002年162年的主要国税历史。篇前概述，

勾画了志书全貌，《大事记》采用编年纪事的形式，纵述了历史大要，正文由机构人

员、工商税收、征收管理、队伍建设、税收计会统和票证管理、税务研究和税收宣传

等6篇组成。纵观全书，图文并茂，结构严谨，数据翔实，辑录全面，特点突出，既是

当代，亦是后人可鉴之史料。

《娄底国税志》总成出版之际，我有幸供职于娄底市国税局，并主理其事，对前

几任领导修志的远见卓识深表钦佩。志书从初纂到告竣，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和有关专家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凝结了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辛劳和心血。

谨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与真挚的谢忱!



凡例·3·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娄底国税系统

税收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断限：1840—2002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正文等三部分组成，并辅以附录、图、表、照片，其中彩

照集中至正文前，附录列后，图表随文插附，以语体文和第三人称记述。

四、本志所记地名古今不一致者括注今地名。涟源地区财税局成立前的区域

范围称“境内”，成立后至娄底地区税务机构分设前根据具体情形称“娄底地区税务

局”、“地区局”、“区局”、“全区”、“全区税务系统”，机构分设后称“娄底地区国税

局”、“地区局”、“区内”、“全区”、“全区国税系统”o 1999年7月，娄底地区撤区改

市之后，称“娄底市国税局”、“市内”或“市局”，所属原娄底市国税局更名为娄星区

国税局。

五、本志凡涉及有关税种的沿革，或历史上属中央税收，或由国税部门直接征

收过的，列入国税志。

六、本志“行政机构”内容中所称税务机构，从1994年9月起，只记述国税

机构。

七、本志记事一般以横排，纵述，下分篇、章、节、目，层层相辖。

八、本志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并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按大事发生时间记述，少数大事采用纪事本末

体，简要概括大事始终。

十、本志各类数字资料以统计局资料为依据，统计局无资料者，以系统内计财

等职能部门确认的数字为准，并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对解放初期的旧货币单位，除

税收收入完成指标外，没有括注新人民币的，新人民币与旧人民币的比价为

1：10000。从1994年9月起，各项税收统计数字都只记录国税系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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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娄底市位于湘中腹地，东邻湘潭、长沙，南傍衡阳，北接益阳，西南与邵阳毗连，

西北与怀化接壤，辖娄星区、冷水江市、涟源市和新化、双峰两县。

从夏商周三代以迄清朝的鸦片战争(1840)，境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

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之中。与这一经济相适应，几千

年的赋税制度也一直以对农业生产课征田赋为主。道光十二年(1832)，新化县工

商税定额上解银217．4两，另带闰银3．5两。只相当于同期地丁银的1．1％o工商

业税一直不占主要地位。至鸦片战争时，境内工商税有盐、茶等产品税和少量的

牙、当等行为税。分别由新化、湘乡、安化等知事公署征收，征税的权力由朝廷

掌握。

鸦片战争后，境内丰富的锑、煤等矿藏，渐次开采，茶叶、土纸等农副产品外销

增大，工商业有一定发展。

咸丰六年(1856)，湖南巡抚骆秉章派曹光汉到新化“办厘助饷”，建新化厘金

局，设卡稽征，值百抽一，对座商征收板厘，对行商经过的货物抽收活厘。凡百姓所

需要之物，不问巨细，见物即征，其课征的对象异常广泛，且税率越来越高。厘金逐

渐成为境内主要工商税种。

民国初期，虽有国税、地税之分，但并未实行，依旧沿袭清末旧制。境内驻军和

过境军队，为筹军饷，横征暴敛。税无定制，征无定额，逢卡抽厘，层层加征，繁琐苛

刻，弊端丛生，厘金病商扰民，百姓怨声载道，对工商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民国17年(1928)，裁废厘金，改办货物统税，整饬其他工商税收，国税、地方税

得以划分，工商税制渐趋统一。民国20年开征营业税。民国25年，开征所得税。

民国29年开征遗产税。民国时期的工商税经多次演变，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形成货物税、营业税、盐税、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六大体系。境内属国

税的主要有盐税、货物税和直接税(所得税和遗产税)o

民国时期，境内仍属新化县以及湘乡、安化的一部分。这时大都是举办一个税

种就相应成立一个机构，由省垂直管理，主要官吏由省委派。由于税种变化频繁，

机构也时废时兴，这一时期，境内存在过厘金、特税、关税、直接税、货物税、缉私等

机构。征管方法有设卡验货、派员驻厂、招商承包、代征代收、查账征收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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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抗战前期，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部分工商企业、大中学校迁至蓝田、新化、

永丰、娄底、杨家滩等地，7台金、铸造、织染、造纸、印刷、陶瓷、食品加工、化工、电力

等．x-,_lk有所发展，经济曾出现短暂的战时繁荣。民国33年(1944)，日军侵入永丰、

新化，烧杀劫掠，血雨腥风之中，经济一片萧条。抗战胜利后，外来企业及学校返

迁；国民党发动内战，通货恶性膨胀，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不堪重负，大批工厂

倒闭o 1949年初，境内仅存工业企业54家，经济濒临崩溃。

1949年10月，境内相继解放，建立起人民政权，县级税务局随之成立，并组建

了新化城区、锡矿山、洋溪、琅塘、白溪、游家、蓝田、桥头河、杨家滩、永丰镇、青树坪

等基层税务所。在工作既艰苦、斗争又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新的征纳

秩序。

1950年，人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全国税

政，开征14个工商税种。境内征收的有货物税、工商业税、交易税、房产税、屠宰

税、印花税、存款利息所得税、使用牌照税8个税种。1951年，行政区划改变，境内

分属新化、涟源、双峰，由邵阳专署管辖。境内各级税务机关，在当地党政和上级局

双重领导下，从建账建制等基础工作抓起，采取民主评议、定期定额征收、查定征收

等方法，同时加强对发票的控管，工商税收收入大幅度跃升。境内1950年入库

103．8万元，1951年入库322．3万元，1952年增加到636．2万元。

1953年，全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国家在“保证税

收，简化手续”的原则下修正税制，对公私企业区别对待，繁简不同。货物税目由原

来358目减少到174目。各级税务机构得到完善，人员得到充实。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少数不法分子采取各种手段偷漏国家税收，境内各级税务机关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反偷漏税斗争，建立了纳税鉴定、纳税辅导、纳税检查等制度，定期进行税收宣

传，成立协税护税组织。税务干部深入发动群众，联系一批店员、雇工和财会人员

对偷漏税行为进行检举揭发，动员纳税户“自查补报”o在征管形式上实行按行政

区划，以固定税务干部管理固定区域的巡回征管制度，负责征收管理、检查稽核等

税收工作。1953～1957年境内工商税累计达到4700．9万元。

1958年，基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私人经济成分已被社会主义公有制

所替代，工商税制进一步简化，工业环节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商业环节的营业税

和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同时简化计税价格和纳税环节。是年大跃进开始，各

县税务局与县财政科合并为财政局，各税务所并入财政所，税务干部下放，税收管

理简单化，税收征管搞群众运动，放松了专业管理。1958—1960年，涟源钢铁厂、冷

水江钢铁厂相继投产，桥头河、洪山殿、立新、斗笠山、朝阳、恩口、金竹山(一平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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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江、马鞍山煤矿、冷水江耐火材料厂、新化县水泥厂、涟源荼厂等企业也于同期建

成o 1960年完成工商税1888．4万元，平均年递增21．1％，而同期境内工业生产总

值平均增长76％，客观地反映出经济发展与税务管理滞后的矛盾o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税收工作重新得到重视。恢复建

立各县、市税务局，税务干部归队，逐步恢复民主评议、查定查实等征管办法。实施

进货报验、发票粘存、按月盘点、储税缴税等征管措施。继续采取划片分管、备税统

管、巡回稽征的办法，在交通要道上建立税务检查站，加强税源控管。普遍开展税

务干部“收税带点”工作，实行收税与农村办点相结合，收税和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

理相结合，培植税源，增加税收。但是，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境内停办工厂48家，精

简职工6．5万人，工农业生产呈现负增长。至1965年境内工商税收1661万元，尚

未达到1960年的水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税收工作再次受到严重冲击。组织收入被认为

是“单纯的财政观点”，执行税法被扣上“条条专政”，正常的征管被看成“管、卡、

压”o规章制度遭破坏，税收法纪松弛o 1968年，各县市税务局再次被撤并，税务干

部大批下放，是年税收收入滑落到1959年水平o 1973年全国实行工商税制改革，

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

税。国营企业只征收工商税，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境内各县市

又相继建立财税局。“文化大革命”中境内2．78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一批干部和

科技人员下放农村，引起产品技术向农村扩散，社队企业趁势而起。1975年境内有

社队企业8884个，从业人员10．31万人。社队企业的异军崛起成为境内税收新的

增长点。税务部门促产增收的重点由支援农业生产转到工商企业o 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税务干部在困境中排除干扰，税收工作在挫折中前进o 1976

年，境内入库工商税收4432．9万元o

1977年9月，冷水江市、新化、涟源、双峰、邵东、新邵由邵阳地区析出，组建涟

源地区(1980年7月，娄底镇从涟源析出，建立娄底市)o 11月成立地区财税局o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为开放搞活服务，适应

和促进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变，先

后开征了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建筑税，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基金，试行增值税，对国营企业进行第一步利改税，税收法规不断健全。从1979年

起，税务机构相继恢复，税务事业编制增加，税务干部队伍力量得到充实。税收工

作拨乱反正，税收管理不断强化o 1979年，121．一A电子计算机引入全区税务计划、

会计工作。1981年4月开展建区以来首次全区税源普查，同年下半年又进行轰轰

烈烈的清理偷漏欠税活动，查补入库税款781．6万元，1982。年对区内8323户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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