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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历来重视方志的编修工作。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百业兴隆，编修

新方志工作也蓬勃发展。我们按照上级税务局和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编

纂了这部《合浦县税务志》，作为新编县志的组成部分。《合浦县税务志》系统地

记录了从民国至现在合浦税务的历史事实，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总结税

收工作的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提供史料。冀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

用。

本志是合浦税务的第一部专业志，编写时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立足当代的要求，以史料为

依据，如实地记述合浦县税务的历史和现状。本志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分篇，每

篇之内，以机构、干部、税制、稽征管理等主要业务分章、节，依时序纵述其演

变，着重反映解放后人民税收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全志共有5篇14章26节，并

附录税务老同志的回忆录和文物资料，共约26万余字。

合浦税务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别在解放后40年的实践，有丰富的经

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志的出版，希望能有助于广大税

务人员了解过去，借鉴历史，探索新路，开拓前进。

由于资料不全及编者水平的限制，错漏在所难免，敬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凡 例

一、本志记述合浦县税务的历史和现状，上限始于民国元年(1912

年)，下限止于1989年，个别内容上溯时间不限。

二、合浦行政区域，解放前包含现今合浦、北海、浦北三县、市。

本志记述内容，解放前按当时管辖范围；解放后除1950年包含北海外，

其余均按现管区域记述。

三、本志所记，仅限于税务机关主管的工商税收，由财政部门及

海关管理的其他税收，不予涉及。

四、本志所述数字的货币及度量衡单位，解放前按照当时旧制。解

放后1955年2月前使用旧人民币，已按法定新旧比率(1：loooo)换

算。



概 述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性质取决

于国家政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我国税收已有四千多年历史，历代税制，迭有兴革。但在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税收掌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手里，成为对劳动人民进行

残酷剥削的手段。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税收的性质才根本改

变。

合浦税捐由来已久。明代除田赋外，尚有盐、鱼、丝、麻等税。清代先后开征当税、厘

金、烟酒、屠宰等税。民国初年，沿清末旧制，继续征收原有各税外，国民政府陆续开征多

种新税，不断加重人民负担。除国家正税外，地方上又有各种捐税规费，名目繁多，几乎无

物不捐，无事不税。税收体制又极为复杂，税捐机构多种多样，稽征人员此来彼往，劳动人

民不胜苛扰。国民政府只知竭泽而渔以维持其反动统治，不顾人民疾苦。合浦素称“还珠故

郡，海角名区”，但在解放前沉重的捐税剥削下，经济凋敝，百业萧条，民不聊生。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合浦就开展人民税收工作。1944年革命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为解决财政供给，决定在游击区内征粮征税。1945年冬合

灵南地区游击队在武利江两岸开始游击收税。1946年6月合浦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武利江税站

宣告成立，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陆续成立各地税站，开展税收工作。革命根据地废除了

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有利生产、税负从轻的政策，征收货物出入口税、产品

税、屠宰税、盐税。合浦革命根据地税收的建立和发展，对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发展革命

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为解放后人民税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合浦在解放后废除了旧中国的税收制度，建立了人民的税收制度。合浦税务机关遵循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坚持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根据

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总政策、总任务，贯彻执行具体的税收政策，发挥税收在积累社会主

义建设资金和调节经济中的作用。四十年来，合浦工商税收累计收入64550．9万元，平均每

年递增11％以上，为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筹集了资金。与此同时，合浦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

育各项建设事业也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体现了人民税收“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本质特点。

解放后的合浦税收，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历了建立——发展——削弱——恢复——

破坏——加强的不同阶段，在曲折变化中逐步发展。

在解放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合浦县接管和撤销了国民政府的各种税收机构，建立新

的税务局、税务所，充实人员，统一税玫管理。废除了旧的苛捐杂税和暂时沿用部分旧税法，

开展税收工作。接着推行全国统一的新税制，逐步建立起适合当时经济情况的多种税、多次

征的复税制。各种规章制度也相继建立。税收收入逐年增长。这时的税收适应了当时生产恢

复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同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合浦在1953年修正税制，开征商品流通税，税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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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国7年(1918年)

合浦实行印花税。

民国12年(1923年)
八属军阀邓本殷、申葆藩盘踞钦廉，设官征税，自铸银币，横征暴敛。

民国18年(1929年)

合浦开征斋醮捐，招商承办。

民国19年(1930年)
6月 征收花捐，规定廉城妓女必须具领牌照。

民国23年(1934年)

开征临时地税，合浦设立临时地税督征处。

民国26年(1937年)

整理地方税捐规费，成立合浦县税捐征收处。

民国27年(1938年)

8月 原广东财政厅第七区税务局合浦征收处改为广东财政厅合浦税务局。

民国28年(1939年)
6月 广东财政厅按收入多寡核定税务局等级，合浦税务局列为二等一级。

7月 统一税捐机构，将临时地税督征处并入合浦县税捐征收处，由县长兼主任，统管地

税及各项县税捐。

10月 广东财政厅合浦税务局局长黄示舞弊营私，被合浦地方法院检察处检举，畏罪潜
逃。

民国29年(1940年)
1月 撤销财政部广东印花烟酒税局钦廉分局合灵稽征所，稽征业务由分局直接办理。

成立广东财政厅合浦查缉所。

合浦县税捐征收处公布《征收29年度车辆牌照费办法》。

8月 合浦县税捐征收处招投寨圩、乐民乡税捐(特产出口捐、公秤捐、特种货物捐)。
1一

民国30年(1941年)

1月 成立财政部广东区税务局合浦查验所，负责统、矿、烟、”酒等税查验工作。(9月

改为合浦查验站，隶属于遂溪查验所)。

3月 合浦县税捐征收处公布《征收特产出口捐章程》，规定竹木排捐、生烟叶出口捐、海

味出口捐、白泥陶瓷出口捐征率及罚则。

公布《合浦县市场租麻类、糖类捐征收章程》，规定在本县境内各市场发生买卖的麻类、

糖类均须纳捐，从量计征。

4月 成立财政部广东区税务局合浦分局，管辖合、钦、灵、防四县。同时撤销印花烟酒

税局钦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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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合浦县税捐征收处召集各茶楼酒馆代表开会，筹备开征筵席税。

9月 市场租内生牛、生猪捐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征率为交易额之8‰。

合浦县税捐征收处核定各警察所、分驻所代收店户警费数额。

白石盐场奉财政部令，核准盐税改征办法，分为产税、销税两种，附场区域征收产税，行

销其他区域征收销税。

12月 合浦税务局实施新营业税法，改订税率，按月征收，逾期加收滞纳金。

合浦税务局转发执行《船舶牌照费征收暂行章程》。

成立合浦糖类税主任驻厂员办事处，管辖合、灵两县糖税。

民国31年(1942年)

1月 裁撤广东财政厅合浦税务局。

成立财政部广东区直接税局合浦分局，管辖合、钦、灵、防四县。

3月 合浦县政府奉颁中央命令：所有军政机关缉获走私物品，应依法分别报送海关或其

他主管机关，不得私自征税放行，违者严处。 ．

合浦县税捐征收处奉颁房捐警捐章程，筹备开征。

合浦县税捐征收处奉令接办船舶牌照费。

4月 合浦县执行《广东省各县市屠宰税征收章程》，屠宰税改从价计征。

9月 合浦县政府布告裁撤停征特产出口捐、香烛纸宝捐、生猪生牛捐及其他苛细杂捐。

民国32年(1943年)

1月 直接税合浦分局召开遗产评价委员会会议，评定北海、廉城、灵山有关遗产继承人

遗产总额，课征遗产税。

4月 直接税合浦分局开征财产租赁所得税。

广东区税务局合浦分局开征竹木、皮毛、陶瓷、纸箔统税。

民国33年(1944年)

5月 财政部广东区税务局合浦分局改为货物税合浦分局。

民国34年(1945年)
5月 省财政厅规定：县长免兼县税捐征收处主任职务，另设专职主任。省财政厅派林其

秀为合浦县税捐征收处主任。

8月 直接税合浦分局迁设北海。

11月 货物税合浦分局停征竹木、皮毛、陶瓷、纸箔统税。

合灵南地区革命游击队在武利江两岸开始流动性收税。

民国35年(1946年)

1月 货物税合浦分局扩大辖区，接管茂名分局所属高、雷两属税收行政事宜。，

6月 革命根据地成立第一个武利江税站，陈定恭为站长。

6至8月 合浦县政府令税捐征收处加征屠宰税附加80％作团警给养费。合浦屠业同业

工会上告于广东省政府，奉令停征。旋即改办“肉类购户捐献”，核定猪、牛、羊、乳猪捐额，

按头计纳。

lo月 直接税合浦分局改为合浦查征所，隶属于湛江分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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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开征特种消费行为税。

县税局增设计检股(后改称计划股)。

12月 开征利息所得税。

1951年

1月 北海从合浦县划出设市。合浦县税务局迁设廉州，在阜民南路(现供销社社址)办

公。撤销廉州税务所，征收业务由县税务局直接办理。增设均安(现总江)、党江、石湾、乾

江直属税站。

开征土产税。

2月 合浦县划归广西管辖

3月 开征牲畜交易税。

4月 开征棉纱统销税

5月停征土产税。

推行发货票管理制度，先在廉州、西场试行，逐步推广到各圩镇。

7月 局长邹贞业调职，由钦州专区税务局尉局长梁焕亭兼任合浦县税务局局长。

税务局公开招考录取一批干部，充实税务队伍。

8月设立北通税务所。

1952年

7月 合浦北部分设浦北县，小江、张黄、寨圩、北通税务所属浦北县税务局管辖。

1953年 。

1月 修正税制，试行商品流通税，修订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屠宰税，特种消费

行为税改为文化娱乐税，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

4月 县税务局增设监察股。
’

7月 局长梁焕亭调职，剐局长赵国珍负责全面工作。

10月 廉州开征城市房地产税。

lO至11月 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偷漏税斗争。

1954年

6月 赵国珍任税务局局长。

9月 赵国珍调职，吕振宗接任局长。

10月 廉州镇“真善美”商号余××抗税，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1955年

7月 县税务局货地税股、直接税股合并为税政股。增设沙岗税务所。

合浦县划归广东省合浦专区管辖。

lo月 县税务局计划股、会票股合并为计会股。

11月 县税务局撤销监察股。

在廉州镇国营企业试行“三自”(自行计税、自行填写缴款书、自行入库)纳税办法。以

后逐步推广到集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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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4月 局长吕振宗调职，副局长李祖杰负责全面工作。

6月 增设常乐、福成直属稽征组。

9月 县税务局税政股分为税一股、税二股。

1957年

7月 接办国营企业利润监交工作。

9月 将税政一、二股并为税政股。

1958年

4月 在“大跃进”高潮中受“左”的思想影响，突击开展“三查”(查偷漏、查税源、查

拖欠)工作，月终“实现”所谓税收“五无”(无偷漏、无拖欠、无黑户、无差错、无违反政

策)县。

李祖杰调职，副局长钟存和负责税务局全面工作。

5月 试行4项工业产品税制改革。

税务人员深入企业、农村掀起促进生产，培养税源，增加收入高潮。

7月 扩大税制改革试行范围，增加1l类产品。

税务机关接办盐税。

8月 依照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部署，合浦全面实行税制改革，实施工商统一税，停征商品

流通税、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印花税。

11月 财税机构合并为财政局，在县人民委员会(现公安局)办公。

将财政收入下放公社包干，农村不征税。大搞收入“放卫星”。

12月 浦北、北海并入合浦县，属广东省湛江专区管辖。

1959年
、

1月 划出北海为县级镇。

4月 公社取消财政包干，恢复征税。

6月 撤销沙岗税务所、常乐、福成直属稽征组，分别由西场、石康、南康税务所管辖。

原均安、党江直属站合并为总江税务所。

财税机构分家。税务局迁回阜民南路原址(现廉州分局)办公。

7月，停征牲畜交易税。

1960年

股。

月 恢复廉州税务所，增设白沙税务所。

月 财政、税务再次合并，吴理衡任财政局局长。基层税务所改为财政所。

月 吴理衡调职，副局长燕泉生负责全面工作。

2月 增设营盘、沙田、石湾财政所。

1961年
7月 财政、税务再次分家。税务局迁回阜民南路办公。局设秘书、盐税、税政、计会等

8月 合浦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税务稽征管理工作的指示》，要求企业单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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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农村蹲点，促产培财，完成税收工作任务的经验。

1966年

1月 粮食系统五个粮油加工企业试行“国营企业工商税"。

4月 县以上供销社从1966年1月1日起由交纳所得税改为上交利润。

5月停征集市交易税。

6月 合浦县人民委员会通知，简化对国营企业、供销社、机关、团体、学校、各事业单

位的发货票管理和查验制度。

10月 停征文化娱乐税。

中共合浦县委发出《关予加强财政税收工作的指示》，要求财政税务干部、职工继续深入

蹲点，促产培财，同时抓好面上税收，不许出现漏欠税；要求各公社党委加强对财税工作的

领导。‘

1967年

1月25日 在全国“一月革命风暴”和“夺权高潮”影响下，县税务局“革命造反派”进

行“夺权”。

2月15日 成立“合浦县税务系统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掌握合浦县税务系统行政、

业务、运动的领导权。

3月 税务机关经费改为由当地财政统一管理。

10月 合浦8月份遭受大水灾，钦州专署税务局批准，对部分公社受灾生产队在12月31

日前给予减免工商税收的照顾。

1968年

6月 合浦县税务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姚世茂任组长。

12月 按照公社、镇行政区域设置税务所，全县17社1镇，共设18个税务所。

1969年

1月 由财政、税务、银行、工商4单位合并成立合浦县财政金融服务站，在县人民委员

会内办公，由陈观华任站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干部大批下放。

8月 财政金融服务站设立政工、办事、综合、税务、农村、城镇、预算、打击投机倒把

等8个组。税务局原有政工、秘书、和监、计会等股、室分别撤并。

1970年
2月 试行国营企业工商统一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四税合一”

的税制改革，每个企业核定一个综合税率征税。

1971年

1月 扩大国营企业税制改革范围，试办行业税，一个行业设计一个税率征税。

4月 陈观华调职，蔡昭锦任合浦县财政金融服务站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2年

2月 合浦县财政金融服务站机构改组，由原财政、税务合并为合浦县革命委员会财政

局，邹良光任局长。局设人秘、税务、企财、预算4个组

生猪屠宰税由按税率从价计征改为定额征收，不论大小，每头税额一律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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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1月 合浦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改革工商税制领导小组，开展税制改革工作。

2月 全面试行工商税制改革，实行工商税，停征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和国营、集体企业

的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

牛、羊屠宰税改为定额征收，牛每头税额3元，羊每头税额3角。

6月 邹良光调职，陈康任财政局局长。

1974年

1月 执行广西区革命委员会通知，停止征收农村车船使用牌照税，对城市及县非农业人

口的车船使用牌照税仍继续征收。

2月 执行广西区革命委员会布告，开放耕畜交易市场，耕畜成交后买方应交纳牲畜交易

税。

1975年

8月 合浦县革命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发出通知，指出少数企业欠交税款，严重影响财政收

入，要求财税部门抓紧清理，银行部门密切配合，对屡催不交者由银行扣交。

财政局组织力量开展票证内审外查工作。

1976年

5至8月 财政局举办社队工业企业财务会计训练班两期。

8月 继续进行票证内审外查工作。包括上年共检查7个税务所，查出财税干部、职工6

人贪污税款5065元，其中一人法办。

1977年
1月执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决定：1977年开始全区免征自行车使用牌照税。

1978年

4月 合浦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贯彻“广西壮族自治区发货票和营业收款收据暂行管

理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

6月 合浦县革命委员会决定从1978年起，县对公社、镇税收(不包括盐税)采取“一

年一定，超额分成”办法，超收分成比例25％，留公社、镇使用。

11月 自治区财政局组织财税系统“双大”(学大庆、学大寨)联查组，到合浦检查规划

建成“双大”式单位——公馆税务所的“双学”情况。

1979年

5月 财税分设，恢复合浦县税务局，副局长陈绍仁负责全面工作。局设人秘、税政、利

监、计会4股。

中共合浦县委财贸部批转县税务局《关于目前拖欠税款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有

关企业及主管部门督促所属单位认真执行税法，及时完税交利。

11月 税务局接管社办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先后举办两期财会人员训练班，为社办企业

培训财会人才。

1980年

1月 县税务局和税务所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全部列为事业编制，其经费列入税务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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