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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高明县历史悠久，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记述高明县工

商税收发展史的《高明县税务志》，在上级和有关部门以及

全县税收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经过编纂组同志的辛勤劳动，终于面世了，这是高

明县税务工作者和热心税务工作的同志盼望已久的事情。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
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按照法律规定标准，
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不同的社会制度，税收的

性质和作用就有本质的不同。旧中国的税收，．是历代皇朝掠

夺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及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它

是为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高明县税务志》详今略古
地记述和反映了高明县工商税收自清末至l 988年的发展历

程，它的出版，对于研究高明县工商税收的历史和高明县经

济发展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将起“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的作用。

谨此，献给关心税务工作的所有读者。

梁子彬

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

l o



藿 凡 例 ||

一，断限：本志原则上上限不拘，下限至1988年底。

二，记述内容：本着详今略古原则，记述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高明县税务工作的建立和发展的史实。志中重点记述：

“机构沿革”， “税制演变一， “征收管理一和“行政管理’’以及农业

税等．
’

三，记年方法：建国前用历史纪年法，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数字使用：章，节、目按次序

分用一，(一)，l、(1)等字样标码。对税收数字，人口．及度量
衡的计算数均用阿拉伯数字。数字记述单位原则上以“万一为单位，或

表中注明。

四、建国前币制，度量衡单位，均依照各个历史时期的通用单位，
不作换算。

五，称谓：中华民国简称一民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

称解放前与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竹。

六，资料来源于广东省、鹤山县、高要县，高明县档案馆，广东省

财政厅政策研究室，省中山图书馆，高明县公安局，粮食局，鹤山县税

务局，和本县税务局保存的文件、总结、报表，资料等方面，还有本县

税务局和曾在税务系统工作过的人员提供的口碑资料。志中引用的史

料，出处不作说明。原抄录、摘录、影印的资料，由县局办公室收藏保

管，可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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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够影￥够够够够够￥够髟够￥￥够￥够

高明县境南连鹤山县，西北与肇庆地区接壤，东隔西江与南海县

相望。高明河自西向东穿过金县汇入西江，水陆交通方便。全县总面积
1 046平方公里，人口2353 11人。围田地区盛产大米、生猪、三鸟和塘鱼；
丘陵区除盛产大米、生猪、三鸟外，还有丰富的林业、水果，茶叶、西

瓜等土特产。三洲黑鹅、对川茶叶、合水西瓜闻名各地。随着改革、开
放、搞活经济新形势的发展，1 985年，我县被列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
区。

本县自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

慢，赋税纷繁，极为紊乱。当时地方捐税，概由县长派员自收自用，没

有监督审议机构：到民国16年(1927)，始设立县地方财政委员会，负责

审议地方规费的启征、停征与调整征收率等工作。是年全县赋税收入为
71 81 8毫洋。民国26年，设立专门机构——高明县税捐征收处，征收全

县税捐规费。民国29年，改组为高明县税务局，统一征收省、县各级税

捐规费。其后，新的税种越来越多，税负越来越重，如民国30年，田赋

照原额加征一倍，又开征战时利得税等等。到了民国后期，苛捐杂税多

如牛毛，弄到百姓不堪重负。

在抗日战争后期(1 944)，粤中区人民游击队在县境革命根据地建

立了合水、新圩两个征税分站，自制税票，公布法令，向当地住商和来

往客商征收税款，’解央部队给养。

锯放后，人民政府解除人民疾苦，废除苛捐杂税，统一金国税收，
建立新税制，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平衡税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1 950年4月，成立高明县税务局，纠正过去各区自印税票、自收自

‘-17。‘。ll‘l。。‘’l‘‘。‘’‘。’。。--。。【lll‘。‘‘。卜



用的不正常状况．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我国税制不断改进．

1953年第一次修正税制。1958年改革工商税制和统一全国农业税制。

1973年又进一步改革工商税制，试行工商税．1983年开始实行国营企业

利改税。1984年，又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

税收制度从松敬、零乱变得严紧，合理，充分体现了民心民意．
解放后，高明县与鹤山县曾经两次分合，第一次l 952年合署办公，

1954年分开；第二次是1958年合并称高鹤县，1981年末恢复原来两县建

制。这样两次并分，对经济发展都有影响，但总的来说，本县经济还是

不断向前发展，税收制度也跟随形势不断改进。

“文化大革命”期间，税务工作受到很大冲击．财(财政)、粮

(粮食)、银(银行、信社)合并办公，下放税务干部，地方政府可以

批准企业减、免税及开征新税种，这些做法，都限制了税务机构不能发

挥职能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务工作从会计、统计、征收管理形

式、纳税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纳税检查、发货票管理以及税务

专管员的工作责任等制度已逐步恢复和完善。
1 98 1年我县恢复建制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税收队伍不断壮大，

征收制度进一步健全，征管工作做得更深、更细、更准，人民群众对税
收工作也有了进一步认识，协税护税蔚然成风。1988年税务工作人尿160
人，工商各税收入为1797万元，比1950年增收1773．81万元，比1981年
增收1422．8万元。税收工作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对发展地方经济，

促进工农业生产，为建设新高明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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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 大 事 记 。薹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髟”

民国16年(1 927)

5月1 o日，成立地方财政委员会，管理金县财政开支和税收【作。

民国26年(1 937)

设立高明县税务局和税捐征收处。

民国27年(1 938)

2月，与鹤山县合并为“鹤高征收处”。

民国28年(1 939)

7月1日，与鹤山县分开改组为高明县税捐征收处。

民国29年(1940)’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合并改组各县税务局，局下设稽征所，所以下设
稽征站的精神，我县将原附城征收分处合并改组为高明县税务局，统一
课征国，省，县各级税收。



民国33年(1944)

粤中区成立．“中区筹给委员会”，下设“粮税总站”，分设七个分

站。其中我县有两个分站，一是“中区人民游击队六邑税站合水分

站一，地址在平塘村；二是“中区人民游击队六邑税站新圩分站”，

流动征税，没有固定地址。同年，在解放区向当地的店铺征税，并在合

水圩附近要道设路卡，征收往来客商的货品税，后来扩展到毗邻高要县
的活道、塑鹤，回龙、和新兴县的合成圩及我县的更楼圩等地征税。

民国34年(1 945)

高明县税务局改为高明县税捐征收处。

l 9 5 O年

4月，成立高明县税务局，下设合水，更楼、杨梅、三洲四个税务

所和新圩、井头、人和(包括西安)三个税务站。执行政务院颁布的

《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统一税种、税目和税率，建立征收管理制度，

培训税务工作干部。

第二季度，开始实行重点查账，民主评议，典型调查，依率计征的

办法征税，改变了过去的摊派方式，使税负渐趋合理。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整税收实行日期的通知》，7月

1日起执行调整税收的有关规定。调整税收的主要原则： l、巩固国家

财政收支平衡。2、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调整税收的主要内容：简
化货物税的税目，降低部分货物税的税率：’降低所得税的税率，调整累

进级数，减轻中小工商业户的负担；调整或降低临时工商业税的税率。

． 1 9 5 2年

5月，高明、鹤山两县合署办公，税务机构作了调整，将原来两县



10个税务所，并为明城，合水，三洲、龙口，鹤城、宅梧等6个所。1 9

个税站不变。

12月，县委为了维护国家税收、保证国民经济建设资金的需要，开

展了一个全党全民的拥税、护税，清税、查税的“四税一运动，对偷漏

国家税款的不法工商业者给予狠狠的打击。运动中追回了偷漏税款和清
理了大宗欠税款。

l 9 5 3年

‘是年，我国进入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时期。为了使税收制度

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精神修正税制．

修正的主要内容：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取销特种消费行为

税，将电影、戏剧等文化娱乐项目改征文化娱乐税，把棉纱统销税和棉

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把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等。

是年，城镇不法工商业者利用国家调整工商业和适当扶持私营正当

工商业发展的机会，猖狂进行偷税漏税，拒交欠税款。政府为了维护国家
税收，严肃税法，开展了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规模较大的反偷漏税斗争。

1 9 5 4年

6月，高明县、鹤山县分开办公，恢复高明县税务局，办公机构

设有一室两股(秘书室，税政股，会统股)，下设两个税务所(合水、

三洲)和一个直属站(新圩站)。全县配税务人员40人。

同时，税务征管工作改进了工商各税征收：亏法：采取“在专管基础

上，稳步扩大查征，继续改进民评，适当掌握小型”的方针。

1 9 5 5年

本局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税收征管工作。对私营商业仍采取民主评

议方法计征；反复进行反偷漏税斗争；实行各税统管；建立国营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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