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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华民族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二届三中7全会I以

．后，中央更加强调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

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自1984年以来；‘一个空前的编写

}也方志的热潮，正在全国掀起。一大批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离退休千

． 部，一扫其十午动乱中愁眉苦脸诚惶诚恐之状，精神振奋，扬盾吐气；

驰骋于档案故纸资料之中，然后整理构思；奋笔疾’长，以期为振兴中

华作贡献Jo没有当前这样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没有如此开阔的精神

境界，，编写方志，实在不堪设想二‘： 一．． ⋯。7‘一7。一’!
，

7志书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它不能离开时代的需要，古

代如此，现代亦如此。我们编写财税志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本县广大财

政，税务干部，在党和上级局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

廉洁奉公，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法令，使全县财政税收工作，

日新月异，为发展国民经济，平衡财政收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

．了继承和发扬我县财政税收工作的优良传统，1984年九月以来，两局

就组织力量，编写财税志。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精神，追昔溯

源，广征博采。对清末，既写它割地赔款，加重民赋的昏暴，也记述

康熙年问“滋生入丁，永不加赋"的措施，对民国，既写袁氏窃权、北
’

t

]

。言√。序



r、
I 洋军阀混战，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横征暴敛，也写它实行土地税和推行财

I 政四权分立的改革措施。对解放后，则着重叙述财政经济之增长及财

l 政税收制度之演变。对兢兢业业，出席省地先进者书之；对贪污受贿，

I 铘铛入狱者亦书之。对油三钱，盐三钱的读给标准书之，对挥霍浪
l ?费国家资财的不rT之风亦书之，我们既记述财政税收的丰功伟绩，也

I ’记叙各时期的失误挫折‘其日的在于资治，借鉴，存史d使财税-r_fF

’人员从史实中吸取有益教训，从而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I 并使后人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创业之艰难，达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睨和物质文明服务一
～

。一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蒙领导热情支持，。县志办具体指导，省县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例．

一，：本志断限期问，上限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下限为t985

年，共计一百一十二年·由于内容叙述的需要，上限有所突破，个别章-

节，追述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期问。。

二、本志共四篇、十三章、四十七节，卷首有图片、序言、凡

例、目录、大事记、概述，以文字叙述为主，附图表于章节之后，横

排纵述，分门别类，章节成篇，每篇按各类事项分成章节，章节按时

间顺序竖写，在详今略古的原则下，把主要篇幅，用于解放后的三十

七年。． ．

’

‘

三、本志文体，以语体文为主，为了便于记述当时的情况，力求

文字简练，也不排除浅近易懂的文言和成语◆

四、本志的记年称谓，均用当时通用的记年，仍在括弧内注明

公元，民国时期，没有注明公元的，读者只要将民国的年分再加上十

一年，就等于公元一九几几年了。如民国二年加上十一年就等于公元

一九一三年，各时期的政权，均按当时的称呼，解放以后，概用公元。

五、解放后的机构设置及人事更迭，均以批准及任命文件为准。

六、财政收支数字，以财政局历年预决算报表为依据，税收收入数

字以省局统计资料及县税务局历年资料为依据。

七、鉴于财政、税收工作均系以国家事先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因

此对有关原规定记叙较多。

八、本志所用的货币名称及金额，均依当时通用的货币为准。民

国时期的金元券，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元券一元，解放后的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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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1955年三月发行的新人民币为准，以前的人民币以一万元已折

合二元计算之。．

九、(甲)度量衡制，均以当时的计量单位为准，对担、石，斛．．

斗、银两、银元、老霖。市称、十六两制、十两制，在有关部分，作
了解释。(乙)土地面积：清末用顷亩，民国用市亩，解放以后，用
．工．工

．巾田o i ．t
．

。

十、本志解放前，均以1949年5月21日本县解放之日为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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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亨 记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丰城设有督粮道，掌主田赋。

·1910年5月(宣统二年)，清政府颁订。币制则例矽．，规定以银为本位，以圆为单

位，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

1912年(民国元年≥十一月，民国政府公布国家税及地方税草案，划分田赋为中央税

收，省政府有征收附加权。
‘

1914年三月(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开铸袁世凯头像银元。

1915年(民国四年)八月，江西省开征屠宰税，以猪、牛，羊为征税种类，本县每宰

牛一头征税一元，猪一头征税三角，羊一头征税二角。
。

1928年(民国十七年)七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所得税条例》和《土地税征收

法》。 ．

．

1929年(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一千万元，金融公债四千五百万元，裁

兵公债五千万元。
‘

，

‘1930年(民国十九年)本县设立江西省屠宰税总局丰城分局。

六月，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j 一

同年，实行裁撤厘金，举办营业税。

1931年(民国二十年)一月，国民政府翩订《工商营业税法》本县开征营业税。 一
二月，．公本《倾销货物税法》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设立丰城县财务委员会。 。。，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江西省财政厅颁布《各县地方预算编审章程》，本县开始

编制地方预算。 ．

·‘、

，

～

’ 三月，国民政府公布实行废两改元，颁布银币铸造条例，铸造新币。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矿产税稽征暂行章程》和《印花

，税法>。 ’

．．
．，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江西省营业税总局南昌国税稽征局在本县设立征收办事处。

是年屠宰税将牛羊免税，每宰猪一头，征税七角。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设立江西省金库，丰城县分金库。十月，本县开征所得税。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秋，设立丰城县经征处，后改为丰城县税捐稽征处。 一’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 ，

1941年(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公布《国产烟酒税暂行条例》F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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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开征遗产税。

，财政部公布《屠宰税征收条例》十二条。

年(民国三十一年)一月，成立丰城县田赋管理处，下设十七个征收处，田赋改

谷，不再收货币。

二日公布“战时消费税条例’’。同年设立江西省直接税局樟树分局丰城查征所。

七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营业税法》二十一条。

八月直接税局和统税局合并，设立江西税务管理局、丰城征收局。

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券一亿元。
’

是年本县农地航测整理完竣按土地登记千分之十成果，实行地价税按地价征收。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实行，，全面限价’’。

二月，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所得税法》六章八十三条。

四月，公布《印花税法》四章二十四条。

五月，公布《契税条例》二十五条。

七月，丰城县田赋管理处，改为丰城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下设十一个办事处。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中央和省两个驻县机构改为“财政部南昌国税稽征局丰城稽

征所一，征收直接税。“财政部江西区货物税局南昌分局丰城办公处一，征收货物税。

1947年二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冻结生活指数。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设立丰城县税捐稽征处。有员工五十一人。

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四项办法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

策，并发行金元券，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和外币。

11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改金元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元券贬值十倍，并撤消金元

券发行二十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发行额猛增。

1949年五月廿一日，丰城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进驻丰城后，原丰城县税捐

稽征处解体。国民党时期的各项苛捐杂税，随之废除。

六月六日，筹建丰城县税务局联合办事处，刘建华负责，处址设北头巷福音堂，现剑

光镇人民政府内。

六月十八日成立丰城县人民政府，内设财政科，关克捷为首任科长。

六月廿二日成立丰城县税务局，贾武宿为首任副局长。 、

，九月，八一革命大学和丰城干训班，分配十人来局工作，全县税干共三十一人。

九月二十日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布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我县结束借粮阶段

工作。
。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县城广大人民和财税干部跳秧歌舞游行庆祝。

十一月全县首次建立第一，二、三，四，四个税务所。、

／1950年．：月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除农业税外，统一规定
征收十四种税，本县开征十三种税。一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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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正式发行。

，． 三月，政务院公布《契税暂行条例》十六条。

—要塑上至垣塑趔垦，：墨曼污、墨翌茎：垦塞堡圭墨：三医疆勉乙堡j粤坠褒，j曳彦复土
．人：壅重叁垦亘筌旦萋霾：。．墓封燹覆三二——一‘ ．

一
四月十九日，江西省人民政府通知开征薪给报酬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及车船使用牌

照税二

同月，丰城县税务局，更名为丰城县人民政府税务局。 ‘j

六月，江西省税务局通知停止征收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_o

七月，国家对税收进行调整，简化了税目，降低了税率。

．九月八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六章三十一条，规

定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农业人口，人平收入，累进计征。
‘

一’

十月，江西省税务局与南昌专区税务分局派工作组到本县第一税务所辖境石滩街检查

工商税征收工作。4
、

十二月，政务院公布《货物税暂行条例》。

同月，税务局搬迁到中山路73号(现手工业门市部)办公j

—ja曼斑o=星：壁垒堕垒塑簦堡翌塑鏊堡塑垂童近叁堡至：——_-_-_-一——-_H_～_—-__-——___-q__——一————__---_、
二月十六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指示，本县停征土产米谷税。

十九日，成立丰城县公粮税收清查委员会，县长袁立忠兼主任委员。

四月，为了配合棉纱统销，本县开征棉纱统销税。
、

同月十三日，南昌财经训练班分配学员八人来税务局工作。、 一

六月一旦，．圭城县厶民政虚．在告．_．开征邋o 、

同月，江西省税务局工作组来县调查私营固定工商业夏季营业情况。。。 ．

七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

同月二十六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制定《江西省关于公粮收入制度的决定及江西省一九

五一年农业税征解与接收会计制度执行办法》。 ’

八月，’政务院公布《城市房地主氍暂行条趔盖。
、．__——^一一一—⋯1’’—’‘一同月九日，江西省财政厅通知，契税一律由各级财政部门组织征收。

九月，政务院公布《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

1952年。二月，税务局开展搿三反"(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运

动，秋季结束。

’八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行查田定产工作的指示》县成立查田定产委员

会，县长袁立忠任主任委员。

熬：墨堡宴童奏公司k姗专囊业务从税务局二过B·
十月十四日，县税务局从店员工人中吸收葛奉先，、涂春祥等十三人为税务干部。

1953年。一月，国家对原工商税制作了重要修正。简化了税种，减少了纳税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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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税等九种税。

员会，方笑兼主任，吕凡任副主任。到八月通过城区房
。’q●

格6。一 一～⋯————～一L一一护税代表会，县工会主席楼殿洲作了报告。

自查补报，反偷漏税斗争。到下年三月结束，共查补偷

移送人民法院依法处理：一 ～～—一一谭福兴房内办公。

民政府颁布《基层单位会计事务处理须知》四章三十

民币。旧币一万元等于一元新币。

改为丰城县税务局。 一

六月税务系统开展反贪污检查，查出贪污的十三人贪污金额1，522元，法办判刑三人

开除二人，清洗回家二人。 ，

七月，开展“肃反’’运动，到五七年末结束。廖辉华被定为恶霸分子，判刑三年。

1984年4月，经复审，认为原判不妥，改为按退职处理，每月发退职生活费。1985年再次

改为按退休处理。
’

1956年：丰城县人民政府财政科更名为丰城县财政局。

秋，我县对高级农业社，采用单一比例税制办法，按常产17％征收农业税．由社统一

缴纳。

1957年：二月，县税务局召开春节干部大会，江西省财政厅长徐光远到会作报告。

三月，县税务局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反右派斗争开始。到1958年结束，县局有

四名干部，被打成右派分子，七九年全部改正。

1958年四月，组织干部下放，县税局有八名干部·上山下乡"、_加强文教战线"。

六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全县农业税统一实行比例税制，按常产的

19．52％计征。税额8864万斤。

7七月，本县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税改剃。

九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本县对煤等三十个税目，二

十个项别征税。 ?

1959年：春， “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口实行“两放黟，曩三统’’、。一

包’’办法，基层税务所站被并入公社财政科。
’

九月，分出，全县重建九个财税所，十九个站。

冬，税务局搬迁到师古堂办公。

是年大闹钢铁，刮‘L平二调"风。全县县级平调金额838万元，至66年由财政银行
兑现。

1960年，对●一平二调"金额我县委托银行发行期票I，161，000元兑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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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月，县财政局与税务局合并为丰城县财税局。

1961年十一月，财税分家，成立丰城县财政局和丰城县税务局。

是年，我县农业税按常产的12．25％的税率计征，税额40，1686百斤。．

1962年。一月，召开全县护税协税代表会有一百五十七人参加。 ’．

十一月税务局制订《票证使用管理十项纪律》。

是年，对家畜，肉类、干鲜果、土特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开征集市交易税。

1963年l一月，县税务局设利润监交股。

四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调整工商所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办法的试行规定》，

应调整税负。

十一月，公安，税务、商业，交通，粮食，供销，铁路等七个单位，成立车站

查站。

． 十二月，查获熊喜林冒充税干缉私，诈骗财物，被逮捕法办。

1964年I‘

三月一日，江西省财政厅徐光远厅长，在全县春节税务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同

年，曲江税务所出席省财贸系统先进单位代表大会。’

1965年。一月，设立白土，秀市，荷湖、拖船，尚庄五个烟酒专卖事业管理所，与税

务所合并办公。 ，

四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机关分团有三名队员进驻税务局，秋后撤出。

1966年。九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县财政局，税务局成立“挺进’’“鲁迅黟“人委兵

团劳等造反组织，进行夺权斗争。

十月，停征文化娱乐税。

196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入高潮。批判，揪斗“当权派’’、“走资

派莎，领导靠边站。财税机构瘫痪。 一

十一月十二日，停征集市交易税。

1968年。九月，成立丰城县财税金融革命委员会。、 ．

十月下放干部，税务局干部15人，财政局干部6人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一月财税金融分家，由财政税务，工商成立财税革命委员会。

。1970年，一月将工商分出，由财税银行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革命委员会。

四月，屠宰税取消对农民春节期间减半征收的规定，按全额征收屠宰税。

1972年十月，财税分开，成立丰城县税务局革命委员会和丰城县财政金融革命委

员会。

1973年，我县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

．六月，全县开展税务大检查，查出漏欠64，700元入库54，800元。

十一月撤销税务局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丰城县财政局和丰城县税务局。

1975年一十一月丰城县革命委员会发布《丰城县发票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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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来我县检查会统工作。

同月，恢复税务系统工会组织，游智杰兼任工会主席。

十月县税务局兴建六百平方面积干部宿舍一幢。

十一月，召开全县护税协税大会，出席代表五百余人。

1980年，财政局评为先进单位，地区行署发了奖状。

同年，税务局贯彻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把农村搞富的方针，实行减轻农民负担政

策，全年共免工商各税198万元。

十一月，本县税干经过统考，录取二级税务专管员二十七名，助理会计师三人。

1981年一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税务局全年

共查出偷漏税款675，639元。

1982年我县农村陆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公粮由按生产队征税改为按农户

征税。

十月，税务局招收税务干部49名。

十二月，国务院颁布《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到八三年我县征集基

金七十万元。

1983年一月，实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四月，财政部颁发《关于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

的暂行规定》本县开始对国营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

五月，成立丰城县国营企业利改税领导小组，段启元兼任组长。

九月，国务院发布《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本县十月开征。
。

是年财政局兴建九百平方面积干部宿舍一幢。

1684年六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本县开征奖金税。

九月，国务院公布《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本县将工商各税改征产品

税，增值税、盐税和营业税。

同年，财政局设立秘书、预算、企业财务，农业财务四个股。

1985年六月，农业税由原征收实物为主改为折征舍额，每担按国家收购价折征人民币

15．59元。

七月，本县建立圳头、拖船，焦坑、淘沙、袁渡、小港六个税务检查站。

十月，全县建立三十三个乡镇财政所，是月十二日召开全县财政所长首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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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财政是国家为了实行它的职能而运用的重要工具，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

家的发展而发展，它和国家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和国家一样属于历史范

畴，它又是国家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价值形式进行的分配关系，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

都要运用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它的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

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

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马克思说：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一。说明税收是国家

手中的财政工具，经济工具和政治工具。

本县地处赣江之滨，属鄱阳湖盆地，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下蕴藏着深厚的煤层等

矿产资产，素有“物华天宝打和“金丰城’’之称，现为本省十大商品粮基地之一，在财政收

入方面又为全省十大税源较大的市县之一。

从1840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

中国人民头上。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本县人民和全国各族人

民一样，灾难深重。1840年英帝国主义带头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采取对外

妥协以求苟安的政策，中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割让香港和实行

五口通商以外。英帝还勒索了赔款二千一百万元，英帝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祸害，清王朝的

昏赜与虐政，激起了1851年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武装进攻

下，这次空前的农民起义失败了，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浩大军费开支加

重了人民的负担。清代雍正年间(即鸦片战争以前)本县向例地丁银一两，纳银一两，原

漕米一石折银一两三钱，到同治元年，(1861年)地丁银一两，纳银一两五钱，同治七年

(1868年)每漕米一石，改征银一两九钱，同治十二年(1873年)每地丁银一两，征银一

两六钱五分。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贻害无穷的《马关

条约》。这个条约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例岛以外，中国还赔偿军费二万万两。

1900年俄，法、英，美、德、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1年订立《辛丑条约》，中

国赔偿军费四亿五千万两，清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于是采用借款方式，分三十九年按

期加利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为了支付这笔赔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兴

办亩捐，本县每亩加钱二百文，每米一石加钱三百文。1871年(同治十年)本县按地丁漕

米额征及增征银额计算，地丁应纳91，632．82两，漕米折征应纳银115，411．23两，共计应

纳银207，154．0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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