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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税务志》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旌

。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各盟、市税务局和邻省、区

税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的直接领

‘导下，经过《内蒙古税务志》编纂人员两年多的辛勤劳动，终于出

版发行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

斗、英勇牺牲的革命斗争，终于使内蒙古自治区于1 947年5月1日

‘在中国的北部边疆诞生了，从而开创了中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先
i 例。40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带领着全区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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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税务志

坚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作为财政收入的

主要支柱的工商税收，对于自治区的生产建设与各项事业的发展所

作出的重大贡献，尤其值得重视。

《内蒙古税务志》编纂人员，有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与

“详今略古，纪实求真"的精神，不辞辛劳，行程数万里，收集到

了大量的宝贵历史资料，坚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鉴

别、考证、筛选、编纂，几易其稿。成书后，又邀请专家、学者和

老的财政、税务工作者进行论证，再次补充修改后定稿。

《内蒙古税务志》，以翔实的资料性，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政

治性，记述了内蒙古从1 840年到1 987年，近一个半世纪税务事业

的发展历程。具备了积累资料，保存文献，便于研究、借鉴、指导

工作的作用。特别是对于税务工作者与教学科研人员了解与研究内

蒙古近代税务史的演变，探索新形势下税务理论，为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挥重要作用，是大有帮助的。

在《内蒙古税务志》出版之前，我有幸通读了书稿，深感它是

一本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税务工作的很有价值的志书，是研究

内蒙古税务与从事税务工作的同志必读的一本好书。

当然，由于在这一个半世纪中，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加上战争

破坏，历史资料很难保全；又由于编纂人员多数是第一次编纂志书，

虽然他们为了编纂出一本高水平的税务志已尽心竭力，但仍可能不

那么尽如人意和完美无缺。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E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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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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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筘 一、《内蒙古税务志》是《内蒙古自治区志》组成部分的行业

’，。：。 志书i编写《内蒙古税务噫》是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
，、 在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地方志办公室的组织指导下，由内蒙

．’鬻 7．古税务局建立了编委会和办公室，负责具体编写《内蒙古税务志》

：：。i ⋯ 三、编写《内蒙古税务忘》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 、

卜_! 东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一 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秉笔直书内蒙古工 ．

，一 商税收的发展过程。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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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税务志

三、本志记述范围只限由税务机关征管的工商税收，适当兼及

其它。本志在继承和发扬地方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一百多年来，内蒙古工

商税收各税种、征收管理机构等的沿革、变迁与更替，力求反映时

代特点、行业特点、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努力为当前和今后内蒙

古税务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与可靠资料。

四、本志遵循贯通古今、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古

为今用的原则。上限起至1 84 0年(为说明某些税种起源、机构的

变迁，也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 987年1 2月31日。

五、内蒙古历史上行政区划几经变迁，区域范围先后不一，本

志以现行区划为记述范围。

’六、本志采用横排纵述的方法，前有序、概述，后有附录，中

间主体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税制税种，下篇征收管理、税收计划统

计。宣传科研和机构队伍，下篇大事记，共8章52节。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言必有据，事必有证，不渲染，不

虚构，忠于历史，述而不作，观点、自见，力求真实反映事物发展过程。

八、为了文省事明，本志章节中适当附列图表；各项统计数字

悉以内蒙古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依据。统计局没有的数据，以内蒙

古税务局统计资料为准。

九、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对中华民国、清代和清代以前各

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十、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进行编排，凡具’

体月日不详者，标“是年"或“是月"。

十一、本志中涉及的货币，其名称和币值，建国前均沿用当时

的货币名称和币值；其后至1 955年3月1日所通用的旧人民币，其

币值除注明者外，均已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十二、本志书所涉及原苏联及原东欧有关国家的称谓，虽志书

下限为1987年底，但志书出版已延及1993年初，故这些称谓前，

都加上了“前?字，如“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等。

』五重震置l墨瘸肇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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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一块狭长辽阔的土地，雄踞在祖国北部边疆，其形状酷

似雄鹰展翅。这就是富饶、美丽的内蒙古自治区。 ．、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5月1日，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根据党的民

族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多次调整逐步形成为现在的行政区划。全区现设呼和浩

特、包头、乌海、赤峰4个直辖市和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锡林郭勒、乌芎察布、伊

克昭、巴彦淖尔、阿拉善8个盟，市和盟下又设100个旗(县、市、区)，其中包括鄂伦

春、鄂温克、达斡尔3个民族自治旗，1个市辖回民区。 ．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从祖国的东北方边界额尔古纳河起，向南斜贯，绵延到甘

肃省北部边缘，东邻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南与河北、山西、陕西省接壤，西同甘肃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毗连，北以戈壁沙漠、额尔古纳河与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前苏联为

蚤彰鬃蠹F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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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全区土地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居住着蒙、汉、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

春、朝鲜等40多个民族，总人口为2066．4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蒙古高原的东南部，有一半以上地方在海拔1，000米以上，除高

原外，还有山地、丘陵、乎原和沙漠各有大面积分布，而又互相交错。内蒙吉．自治区大

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具有降水量小而不匀，寒暑变化剧烈的特点。内蒙

古F1治区资源卞富，有茂密的森林，丰美的草场，肥沃的农田，广阔的水面，众多的野

生动植物和储量可观的矿藏资源。素有“东林、西铁、南粮北牧、遍地是煤”的美称，具

有发展经济的n大潜力。

内蒙占自治区成锣40多年柬，勤劳，劳敢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同共产党的英明

领导卜．。l呸持实行民族区域[j冶，坚持走各民族共州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为建设社

会‘ji义的民族[j治区，团结合斗，艰苦创业，使昔日民不聊生，贫穷落后的内蒙占变成

如今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民族自治区。40多年来，全区工业生产迅

速崛起，农牧业得以长足发展，运输、邮电业发展很快，商业日益繁荣兴旺，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不仅使全区的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而且通过改革优化了国民经济内部结构，促

使各行业按比例协调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合理，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相应地也使税收大

幅度地稳定增长。

税收总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演变。内蒙古的税收不仅如此，它还随

着各个历史时期内蒙古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变动而演变。从清朝末年一直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才算定型，在此之前，一些地区，由

于行政区划调整，税收制度和政策分别执行邻省的规定，因此这些地区开征的税种、征

管办法、机构设置等都各不尽相同。这就是内蒙吉税收的特殊情况。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划分几个不同时期，概述内蒙古税收的不同情况。

一、晚清时期(1 840年一191 1年)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人中国，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清朝政权由衰败走向灭亡，此时期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商品经济冲击了自然经济’；

随之国家税收制度也逐步地发生了变化。明显的变化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工商税(主

要是间接税)，超过了历史上以农业生产为主课征的田赋，已逐渐成为主要的税收。这一

期间的税捐，大多是为筹措赔款和军饷而开征的，对“洋商”实行优待政策。
。‘

这一时期内蒙古开征的税和捐有：

正税：在城镇开征的正税有通过税(厘金)、落地税、油税、酒税、烟税，铺面税、

牙税、当税等，在农村牧区开征的有牲畜税、粮税、山货皮张税、渔税，在林区开征了

木植税，在盐的产区征收盐税，在煤炭产区征收煤炭税，在几个关口征收关税。

另外，呼伦贝尔地区还开征了专对俄国人入境打草和放牧牲畜而征收的羊草税和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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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税。俄国人在呼伦贝尔境内采煤，对其征收煤炭税。所征正税中，大部分上交，少量

留归地方公用。．

杂税、杂捐；清末，地方军政各费骤增，正税已不能满足需要，各地开始办捐。咸一
丰十一年(1861年)，各地办捐，有随正税带征的附加，也有单独计征的杂捐，还有按户 二；

按亩摊派的专款等，各种杂税捐其收入多少不定，开征时间长短不一，征收章程更不一

样。各种名目的杂捐有借捐、指捐、炮船捐、亩捐、米捐、饷捐、船捐、盐捐、车捐、山‘’i

货捐、皮张捐、路灯捐等。《辛丑条约》签订后，杂捐杂税更加多了起来，新增加的杂捐

杂税有麻税、“洋药”落地捐、土药税、商税、井税、牛驴税、谷米捐、茶箱用捐、土膏

牌照捐、牙贴捐、戏园捐、门市捐、警学饷捐、牲畜捐、妓捐等。这些杂捐杂税都是地

方征收的，其收入各地留用，以补充财政收入之不足。

为征收正税和各种杂捐杂税，在各地都相应地设立了征收机构，配备了一定数量的

征收人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设立了归化税关，这是内

蒙古较早的税务机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改为归化税关总局。东部地区税务机构

设立较晚，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有财务所，后成立税课司。其他牧区没专设机构，税

收只征实物，由政府征收。各地机构名称不一，职责范围也不相同，如西部地区设立的

机构有厅、关、局等，东部区设立的机构有卡、局、司等，一般分为三级，各级机构配

有人数不等的征收人员。如乾隆二十六(1761年)归化关就有差役62人，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呼伦贝尔地区税课司就有职员81人。另外，征收盐税还单设有官盐局、盐税
。

局等机构，主管人称“盐大使”办理盐务，征收盐税。

如何地征上各种税捐，中央和各地对各种税捐都规定了征收标准和征收办法。如咸

丰六年(1856年)山西巡抚王厘订立了归化总局征税办法十二条，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归绥道文保奉山西巡抚之命规定征收办法九条。具体办法有：对固定商户征收的税

种实行分等领贴制，按照资本额多少把贴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核定不同税额，按 ’‘

月或按季交税，对应税货物按照市价和规定比例计算征收白银或制钱I对酒、烟、油等．

税采取按铺面征收固定税额的办法，对征收落地税的货物在交易后开完税证明，并在已

税赁物上加盖签印，称之为签印税票，在关口处竖立木榜，类似如今布告牌，把征税规

定、手续、处罚等写在上边，晓示过往商民，遵照纳税，叫木榜晓示，对偷漏税行为根

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罚，谓之偷税杖答。此外，各地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些办

法。 ，

、

清朝末年；内蒙古地区连年遭灾，。人民生活很贫困，，清朝政府大量增加捐税，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各地抗租抗税斗争时有发生，预示了清王朝必定灭亡的趋势。：

二、：民国时期．(191，2年一1946年)．一

中华民国建立后．国内军伐割据，内讧迭起，战乱不止。在税收上开征、停征、合

并税种比较频繁，税务机构也经常变动。除了沿用清代旧税种征收税捐外，还陆续开征

蠡影融矜纛≯”豁。∥畿落缀甓黝掌矿影。秘n

鬟秀p≮≮键r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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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蝗新税。主要是从外国引进了近代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的直接税。当时民国政

府财政部曾为之设了直接税署，先于民国25年(1936年)10月首次开征所得税，继之

‘j二民同28年(1939年)1月开征过分利得税，后又于民国36年(1947年)7月开征遗

产税。由于这些引进，民国税收在田赋和对工商业课征的|’日J接税外，又增加了新的直接

税体系。

内蒙古处在北部边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地域的原因，民国时期内蒙古的税收

更为复杂多变。这·时期，内蒙古的税收除一些经过立法的税种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

税、地办捐费等。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税、捐、费已有86种之多，其中税37种，捐

15种，费34种。

(一)开征的税、捐、费

民围元年(1912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家税法草案》，将现行和将来新设

的圈税与地方税划分开来，现行的国税1 7种，地方税20种，将来新设的国税有7种，新

设的地方税9种。但实际执行中都没按这个办。国税又分为直接税和货物税两大类。大

致包括印花税、货物税、所得税、遗产税、矿税、营业税(特种)等，地方税大致包括

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营业税(普通)和杂捐杂费等。不仅国税和

地方税的各税种在不断互相易位，各税种也在经常地演变。’

货物税是在停征了统税、出产税后对l3种货物实物实行从价计征的_种税。烟、酒

的税率较高，但还征收过烟酒附加税、烟酒牌照税和烟酒税费。

所得税把过去三类扩大为五类，实行综合所得税，包括营利事业所得税，薪给报酬

所得税，证券存款所得税，财产租赁所得税，一时所得税。分别采用全额和累进税率。后

来，还征收了特种过份所得税，法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勤劳所得税，特别卖钱税等。

矿税，除对煤炭征税外，还对铁矿、其他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征税。

此外，民国政府公布了《盐税条例》，一直有专门机构征收盐税。归化(即归绥)地

区还开征过邮包税，邮包税局还代征铁路运输货物税。呼伦贝尔地区仍征收木植税。

民国20年(1931年)1月1日张学良通电宣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

尔、山西、河北七省裁撤厘金。又召开会议研究了北方各省市裁厘后另征新税办法。同

年起北方各地，包括内蒙占普遍裁厘，同时停征通过税及其他9种税捐，开征了营业税、

统税等。不久开征了蒙边税，后改为陆地边关税，并在包头、丰镇、归绥等车站增设税

卡，征收陆地边关税，对经过边墙的一切货物一律征税。

民国26年(1937年)，政府又开征了一些新税种：有营业税、统税、禁烟特种税、出

产税、牲畜税、屠宰税、物品税、交易税等。

民国时期除了各种税外，还有各种捐。早期的有过裁捐、斗捐、粮食出口捐、绒毛

特捐、火车货捐、邮包货捐、盐斤食户捐、统捐连同其附加。后来的捐有房捐、户别捐、

地捐、杂捐、游兴饮食捐、观览捐、‘车捐等。

此外，还有各种费。如物资外运登记费、粮食外运登记费、门户费、地捐附加费、杂

费等。民国时期各种税比较多，尤其是捐费有禁无止，而且越来越多，举不胜举。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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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费征收无一定章程，各级政府都可征收，因而十分混乱。当时一个公民就须交纳十多

种捐费，人民负担越来越重。 一

(二)税捐征管 4．

·

‘．

民国时期由于各种税捐比较多，除了沿用清朝时的一些征管办法外，又制定了二堕

新的办法。大致有比额制度、定额征收、建立帐簿、申报制度、票证查验÷登记领照、查

定征收、处罚规定等九种。
’

一

-：
。

’．

此外还有营业者须领取营业许可证，调查证等。j ．

税务内部也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如驻厂(场)征收，分片负责设卡检查，巡回稽查、

缉私，建立税务台帐等。．
‘

设局、卡征收，旗县政府代征，招商承包是这一时期税捐征收的主要方式。尽管征

管办法不少，但偷税漏税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制度不健全，非法征收，长收短报的情况

已司空见惯。 ，t

’

·． __’

(三)税务机构1 ‘·

．‘ 民国时期税收机构；最初是沿用清朝晚期的机构，后来随着政局的变化而不断地变

化。

民国初期，内蒙古地区的税务机构很不健全。首先是不按行政区划设机构，而是按

经济区划设机构，经济不发达，人口稀少，税源较少的地区就没有税务机构，其税捐由

邻近税务机构征收。其次，即使有税务机构的地方，其职责也各不相同，即不是所有的

税捐都归当地税务机构征收，有的税捐由专门征收机构征收，因而，税务机构的名称也

各不一样。有的地方虽然设有税务机构，但也没有独立出来，有的在政府里是一个科

(课)或股，而大多数是与贸易机构合在一起，这一时期的税务机构经常处于建与撤，合

与分的变动之中。再次，以税种设税务机构，有的一个税种设一个征收机构。如呼伦贝

尔的税务机构就是这种情况，设呼伦贝尔地区布西征收局并设巴彦街屯、鄂伦春和阿多

办事公所，负责征收除牛、马、熟地捐外其余所有杂捐，后来呼伦贝尔各县均设地方捐

务处。在扎赉诺尔设渔税局，海拉尔设分卡，专征渔税，其他征收局不再征收渔税；在

扎赉诺尔还设了煤税局，专征该地的煤炭税。又如呼和浩特地区最初改归化关为塞北关

税厘征收局，后又改为塞北关税监督公署，归绥各地建立清源局，因归化税局专征邮包

税，又改为归化邮包税局，设立绥远印花税处归绥分处。民国8年(1919年)民国政府

规定，在各地设立烟酒事务局，专征烟酒税、烟酒附加税和烟酒牌照税。以上两地的情

况，可见民国初期内蒙古地区税务机构变动情况之大概。

民国中期，内蒙古税务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抓紧了税

收，纷纷发出指示，规定要求各地建立税务机构，还颁发税务机构组织章程、规则等，明

确各级税务机构的名称、编制、职责等。此时的税务机构逐步从贸易机构、政府里独立

出来，陆续建立了各级税务机构。首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税务局，后来又建立了晋绥边

区税务总局，规定下设分局，旗县设局，以下设税卡，基本形成四级税务机构。东北行

政委员会税务总局成立后也要求统一机构，新建旗县税捐局。这就基本形．成了一县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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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一局的格局。至于偏远税源少的地区，也有两县或更多县设一税捐局的情况。税捐

局内大都设一、二科(股)、经理科(股)等。

民国晚期，内蒙古的税务机构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是根据当时国税和地方税分开的

规定，税务机构相应的分为征收地方税和征收国税的两套机构，形成两个系统，内设机

构也有所增加。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革命进人抗日战争时期。8月25日，中国

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i发动群众，开展游

击战，建立敌后抗H根据地。将北方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

同年，晋绥抗口根据地建立。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税收，是以党的抗Et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依据，以“合理

负担”、“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的原则”为指针。晋察(察哈尔)冀边区税务局一方

面废除了苛捐杂税，另‘方面仍保留了{H税中部分税种，设立边境临时关卡，对必需品

输入、非必需品输出，一律免税，对必需品输出、非必需品输入，课以重税。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大青山等一些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

息，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革命根据地人民以饱满的热情和实际行动支援

了前线，根据地的税收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

三、自治区建立初期(1947年——1949年)

内蒙古自冶区于1947年5月1 El建立，随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税务总局，统管全

区税务工作。从此，内蒙占的税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自治区政府建立之初采取废除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有选择的沿用部分旧税种，适

当开征新税的办法开展税收工作。工作重点由农村牧区转向城市，实行轻税政策。对待

私营工商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纠正了在土改中某些侵犯工商业利

益的“左”倾现象，在税收政策上做了相应的规定，支持他们正常的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根据全区财经大会精神和自治区政府的决定，发出指示，要求

在1948年内统一全区税收政策。之后废止了一些类似地方性质的税法，陆续颁布了一系

列适合当时内蒙古实际情况的税收条例和管理办法。到1949年末，全区先后颁布的税收

条例和管理办法主要有：《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货物产销税暂行条例》、《境税条例》、

《摊贩营业税临时征收办法》、《行商登记及纳税暂行办法》、《营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工

商所得税临时征收办法》、《娱乐税临时征收办法》、《筵席税临时征收办法》、《烟酒专卖

暂行条例》、《私营工商业管理暂行办法》、《私营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摊贩管理办

法》等。还把原来的牲畜交易税分立为屠宰税和新的牲畜交易税，并重新颁布了《牲畜

交易税暂行条例》和《屠宰税暂行条例》。这些条例和办法形成了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税

收体制，使全区的税政达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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