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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国家有通史、地方有县志，古今相承，延续。编修志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赋税’’是历代史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历代“资政”、“教化’’起了借鉴

作用。芗城区(原漳州市)是闽南重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旧志记载

断止清朝乾隆早期，自清咸丰，同治以后，经国民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历经百多年历史，对于税收制度的变革，税收法令、规章、征收方法、税

源变化尚未续修，所以很需要有税务专业志以予延伸充实。

盛世修志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了“存史资治、继往开来”我局于一

九八五年六月成立《税务志》编写机构，在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和上级局的指

导下，本着《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草案)》精神，着手采编。编写组同志克服

年代久远，资料断缺的困难，历尽艰辛，对搜集到的资料筛选考证，专心编纂，

辗转八个春秋，终于一九九三年年底完成全稿。

《芗城区税务志》是一部记述芗城区(原漳州市)工商税收历史沿革的专业

志：它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精神

和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目的在于通过本志书的记叙为今后税务工作提

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使后来观者能洞察利弊，籍于承前启后，开拓前进，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编纂这样的专业志书，在芗城区是第一次。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缺乏经验，涉

及年代久远，旧志有关税收的编章不多，建国后又几经税务机构合、分等原因，

资料流失不全，编纂中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行家读者批评指正。

徐德胜

一九九三年十--Yt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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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芗城区(原漳州市)税务志"，

(公元一九九二年)编纂终结。

例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四十二年

“漳州市"是一九五一年分割龙溪县一部分地区建立的，其前身即龙溪县，

为了追源求本，使志书有历史的系统性，故跨越原漳州市追溯龙溪县，于是有

关建国前龙溪县的税务记述与《龙海县税务志》之记述，有类同之处，为有所

借鉴，非有意抄袭。 ．

二．本志为芗城区第一部税务专业志，为了追溯税收历史渊源，概叙历代

主要沿革，对其各个具体税种作了必要上溯，如“田赋”(地丁)非工商税范畴，

建国后不隶属于税务局管征。但它是税收之起始，为使对古代税收有系统、全

貌概念，经历代主要沿革迄至民国时期，予以纳入本志。

三．本志遵照编纂新地方志要求：基本体例，横排竖写，详今略古，上限

悉自明末、清朝、‘民国、侧重于建国后，以事系时，分期叙述，不按朝代分卷

立章。
‘

四．本志分编写机构、地图、图片、目录、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然

后分五章十九节。

五．章、节以下设汉字一、二、三和(一)、(二)等，再次以阿拉伯字1、

2和①、②等四个档次。

六．本志对历代的历史记年按原有纪年列入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元年为

公元1912年，加11年则为公元纪年，每章除第一次记叙加注外，以下不一一

加注。

七．本志对“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以

“建国"前后表述，“芗城区(原漳州市)"用“我区’’或“本市”表述，“芗城

区(原漳州市)税务局炉用“我局"表述。

八．本志叙述有关的货币单位皆依用各个历史时期原名，对度量衡器单位



亦保持原貌不作换算。

九．本志记事：建国前来源于历史档案、旧县志，并参阅《中国税制史》及

中国财税有关资料，均尊重历史事实，但因时代历史观点不同，措辞上如“太

平天国”称“匪乱’’，“中国共产党’’称“赤匪"，予于删改反正。建国后以本局

档案及省、地、市局资料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遵照历史事实编写。

十．本志以通俗叙文记述，在必用成语文言时才用，以文字记述为主，附

用图表以充实内容。·

十一．涉外税收并非一个独立税种，它是有关于外商、外侨、外轮、外机

及华侨(含港、澳、台三胞)征税事项，在管征上有其特殊性，为了使读者进

行系统的研究，故独立设置章节叙述。

十二．本志附表中统计资料来源系以原漳州市税务局、市统计局年鉴统计

表和福建省税务局编的税收年鉴为依据，但因征收数与年度入库数有出入，为

了遵重各自汇编的实际情况，只在表中说明来源出处，未作更改，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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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赋税，是随着国家产生而产生，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

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列宁说：“只要国家存在，就不能没有

税收’’。

古代夏禹始“贡"是税收的雏型，从此历代相继演绎发展：由“公田制”、

“初税亩”到周之“关市之赋”、“山泽之赋”，随之商杂税的兴起等等。

赋税，在奴隶制国家中主要征收实物，即“布帛之征”、“粟米之征’’。到封

建社会，捐税种类增多，并趋向征收货币，同时，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逐渐

显示其重要性。到资本主义社会，税收种类更多，完全征收货币，并成为财政

收入主要支柱。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税收既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

手段．又是调节、指导和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重要经济杠杆。

“芗城区"：原为漳州市．一九八五年七月随着“地改市’’、“市改区”的改

变，原漳州市改为芗城区，原漳州市税务局同时改为芗城区税务局。

“漳州市”：于一九五一年分割原龙溪县城关一、二区(旧崇安、丹霞两

镇)之所在地成立。一九六。年拓充近郊天宝、石亭、浦南成为现有辖区。因

此“芗城区"(原漳州市)是原龙溪县辖区内的一部份，溯源始于龙溪县。

龙溪县：旧龙溪县志云：“邑自九龙启端始奠⋯⋯而都会之乃隶闽隶粤，属

福属泉，耪辖纷纶，历数朝而靡有定，迨唐贞元年间移置州治而邑遂为附郭要

衢。

龙溪县地域，古代夏禹为扬州之域⋯⋯秦为闽中郡，汉为冶县，晋为同安

县属晋安郡，梁天监中析晋安地置南安郡，大同六年析南安郡地置龙溪县乃属

南安郡．唐武德初属建州，唐开元廿年改属漳州，于是建县先于建州，公元七

四一年才由泉州府改隶漳州，此后持续至今未变。

龙溪赋税：旧龙溪县志云“龙溪赋役，唐以前无考”。唐武德垂拱时陈元光

治闽，为了巩固邦治，设“唐化里”(归顺唐朝居民)，优免赋役，加强农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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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工农业发展，人民生聚，村镇扩大，为漳州后来发展奠定基础。

南宋·龙溪赋税：常赋之外有身丁钱，夏税纽麦钱，高荒表寄钱，上供及

经总制无额钱等等。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

明·洪武籍天下田地山村溪塘海荡之名数，立鱼鳞图册、黄册成为系统的

“户籍”和“赋役”管理制度，万历年间漳州都御史庞尚鹏推行一条鞭法是税制

之一大改革。

明代中叶，开放海禁，月港(海汀)成为对外商口，漳州(龙溪)经济随

同繁荣。然明神宗“好货成癖”，宦官督税。万历廿七年税趟高窠入闽，兼办矿

务，于海汀及漳属一带任意掠夺，戮民焚尸，引起了海汀——漳州有史以来商

民首次大规模反税斗争，同样全国各地反税监斗争群起，同时，税收的新“三

饷’’(练饷辽饷新饷)加派，激起了农民起义。

， 清·顺治间虽扬言“轻徭薄赋’’，废明末“三饷”加派，但满州贵族统治掠

夺之外又进行民族压迫，野蛮圈地(强占田地)。在福建为镇压郑成功的反清而

建造、修理战船的费用也摊入“田赋”，赋米每石加征七两附加税，同时下令

‘‘迁界”(强迫沿海居民迁移内地)。战祸离乱，民不聊生，致使龙溪县原有丁额

二万六千余，而逃亡离散悬丁一万多。

康熙时曾废明朝藩产归实耕者，改明朝官田为民田即“更民田”，康熙廿四

年令“自后永不许圈’’(不准强占田地)，漳州知府周昌把龙溪县悬丁一万余额

派入银内(田赋)分摊，稍减了丁额倍累。康熙五十年之后“续生人丁永不加

赋"，缓解了阶级矛盾。

雍正二年摊丁入亩，把赋税、徭役归纳为一种土地税，改变征解制度，不

经户长、图差、由百姓自行交纳。

自咸丰、同治以后，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增兵募饷，设立“厘金”；庚子之后

赔银四亿五千万两，福建摊额八十万两，设五捐[随粮、贾、铺、土膏(鸦

片)、酒]等为专款，地方官吏为了完成清庭强令“必须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

解，迟延贻误，唯该督抚是问”，于是财政剥削掠夺达到疯狂的程度。帝国主义

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激起了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清王朝。

民国初期，袁世凯执政，军阀割据。闽省漳州初为北洋军阀王永泉等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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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陈炯明进漳，以江东桥为界分割龙溪；至民国廿二年十九路军反蒋宣告福

建独立。战火频繁，财政紊乱。自民国廿三年福建归属中央统一，省政府举办

财政税务训练班，递次设立各县税捐经征处(民国廿四年龙溪县税捐弪征处成

立于龙溪漳州)，着手简并税收机构。全国税制从民国廿一年正式裁除“厘金”

税种，开办特种消费税、烟酒营业牌照税等，废除“包征”改为“委征”和税

局自行征收。时中央税以税种设局，直属中央税署，采用招商承包，承办者摊

派勒索，多收短报，渔利中饱。时有龙溪县田粮出现了粮胥勾结县官吏压报江

东桥以外年赋额二万余元长持续七年之久的特大贪污案。同业公会的认额分摊，

实是行业把持，小户吃亏。

抗战期间，厦门金门失守，闽省与全国一样财政极受影响，省府施行卷烟

公卖。龙溪县税捐征收处在接办营业税后，由县商会承包营业税，自后数倍的

提高税额，对漳州织布业税额由民国卅三年至卅五年间税额猛增六倍，致使该

业群愤，结队五百余人包围县商会，殴砸商会职工，形成县商会宣告停止办公，

而织布业全行业停产罢市，轰动漳城，震撼县府，上告中央财政部的一大事件。

抗日期间的民国税制，改统税为货物税，扩大征收项目和征收范围，开办糖税、

茶税、遗产税，扩大所得税，开征战时超额利得税，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税制，制定颁发了一些条例草案、施行细则等法规，基本建立了以直接税和间

接税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税收体系。

抗战后，内战继起，战费浩繁．通货膨胀，财政窘迫，民国政府对田赋采

取在征收实物的基础上改“征估’’为“征借”，对糖类和一些货物征收实物并提

高税率。“戡乱捐”、“自治捐”．“保甲费”等临时摊派，比比皆是。由于币制全

面崩溃，货币成为废纸，在民国卅七年十一月，龙溪县银行，竟然公开拒收用

“法币”，“关金”(国民政府法币)交纳税款。民国卅八年初龙溪县税捐处，公

开规定将县税改收银元或赤金，且订定银元、赤金与货币“金圆券"兑换比率。

那些手无赤金、白银的小贩艺匠贫苦黎民，既受苛税之苦，又受银元与货币比

值差价的盘剥。

一九四九年九月漳州解放，依照省府规定，进行接收．暂按照民国管征机

构，分别设置龙溪国税稽征局和龙溪县地方税捐经征处，迅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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