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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麓售进入阶级社会后，使逐渐产生了各种税收。过去的方志，虽对税收有所i己蓑，

但单独编写专业的《税务志》，则是从未有过的；中华人民共和置成立后，社会有了明显的

发展；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事业蒸蒸甘上，盛世修志的条件巳‘充分成熟
了．，因此编写专业的新《税务志》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了。

<税务志》不但要记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税收情况，更主要的则是体现建国后的税收，

不仅是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为各项建设积累资金，‘还要反映遥过税收调节经济、发
展生产，开辟税源，增加收入，这一与过去每个朝代的税收完全不同的特点。同时，在

《税务志>中，还要体现建国前后，各种税收发展变化的规律，能为当前和未来提供存
史、资治和教育的借鉴。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具有重宴意义的大事。

双流县县志办于1984年1月，培训了各部门附修志人员．同年6月，双流县税务局在
组成领导和写作小组后．即开展了编写黼：毛务志》的工作。

。为了资料翔实，《税务志》的编写人员到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资辩，填写了l 6 0多万

字的卡片．本着修志的要求，对这些资斟进行了核实和剪裁，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指导原则，编写了《双浇县税务志势。

我们希望能寓教于言，寓治于事．使这本专业志既能为。四化力服务，又能为未来的

社会增益。但由子写作人员学识肤浅，难免事与愿违．更加解放以来，初次，编志，毫无经
验：‘哭能在摸索中前进，必有遗阙误漏。难臻完善．

我们热诚期望税务和各条战线的同志，对本书提出批评，以便今后修正．

《双流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l 9 8 6年7月2 6 13



凡 例

一、《<双洗县税务志》(以下简称Ⅸ税志》)共分三个部分；卷首部分包括序言、凡

侧、目录、概述．中间部分共6章。第·章叙述机构I第二章至第五章叙述税收本身的专

业玉第六章叙述利润监交和国家能源交通露点建设基金．卷尾部分包括大事幂、编后记。

=，((税志》的篇目结构以概述为纲，所叙之事则横分子各篇、章之中，然后按规定

断限由上而下竖写。篇目层次设章、节，耳三层，目以(一)、 (=)、 (三)⋯⋯表

示· ．

三，《税志》断限时间上起辛亥革命(1911)．下至1985年，但有部分特殊情况则适

当上溯．

四、((税志羚的历史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当时通用记法。如民国时期

用汉字记为民国若干年，以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I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则用阿拉

伯数字记公元纪年．大事录用编年体结合记事本来体，概甩公元纪年．

五、双流、华阳两县的解放，均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It期，故涉及双、华两县解

放前后之事，简称解放前、解放后J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之事，则简称建国前、

建国后。

六、((税志》行文用记叙体，语体文。但为了精练，表达明确，也适当用一些浅显舶文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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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Ⅸ税壹》中所提到静货币，。趣了匣睬宴哩面熟．均重每羽当耐的币名，在行文中予
以说明：在表中加以注释。但为了便于比较，建臣后的旧币巳折算为新币。在建国后的各
统计表中，均以于元为单位。 、、

八、《税志》以记叙为主，并分别将图表列予各有关章节之中，以兹相互配合，更能

表情达理． ⋯，；圣，：：

九、象兰章袭辅中，分税收入涉决盔关税源资料，亦附表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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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双流县的辖区包括原华阳、双流两县，但这两县的疆域于解放后，曾有部分地区先后

戈Ⅱ归成都市和其它县。1976年，又将仁寿县之籍田区划归双流县。

民国时期的华阳(辖成都市区部分除外)、双流县均为农业县，属自然经济，故生产

并不发达，更加长期军阀混战，官绅搜刮，货币急剧贬值，致使百业凋蔽，经济日益衰

退，税源渐趋枯竭。在税捐机构的设置上，交错重迭，隶属关系变更频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川政统一后，虽推行了新的税制，整顿了地方财政，但为了

维护其统治，对军阀割据时期预征的粮税，国民政府概不承认，并仍征收各种杂税。此后

又陆续开征了直接和间接税，形成了一套多税种、多机构的税捐体制。

当时的华阳、双流两县，税收的目的仅仅是完成财政收入，而对如何通过税收去促进

生产发展，那就谈不上了。

解放以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税收虽依然存在，但其性质巳发生了根本变

化。国家通过税收取得和积累了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保证了各项建设的需要，使人民

的物质和文化生潘不断改善。各种事实表明，国家的税收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

解放后，华阳、双流两县接管了过去的税捐处，成立了税务局，全面开展了新的税收

工作。首先废除了民国时期的苛指杂税，以轻民负；并贯彻执行了新的税收制度。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至1973年，全国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的修正和改革，1953年税制修正

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1958年改革工商税制，实行了工商统一税，1973年试行工

商税。不过1958--1973年的税制简化相对削弱了税收多方面的作用。1983年起，为了使税收

能发挥更好的职能作用，又进行了利改税工作，这就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一税收发

挥的作用显然与前不同了。

解放以来，双流县税务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均分别有所侧重地抓了各项征管工作t整顿交易市场，取消

包征制，改进屠宰税、货物税、工商业税的征管，做好纳税辅导、纳税鉴定、纳税检查，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普查税源，清理偷、漏、欠税，加强集贸市场和

个体户的征管，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等等。这些措施对工商企业较好地起了既监督，又服

务的作用，为组织财政收人，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搞好促产增收，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流县税务局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关于发展乡镇企业一系列的

方针、政策，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财务制度及产、供、销等方面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国家大力扶植下， 双流县的乡镇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出现了一批各具规模的工业企

业．农村税收占全县工商各税的比重，由1978年的5．6 oA上升到1985年的39％。

双流县税务局的计划、会计、统计工作也在不断提高效率和质量，对税收任务的完成

起到了应有的参谋作用。

双流县(包括原华阳县)自1950--1985年的36年中，共为国家组织入库22，068万元，其中

1985年入库工商各税2，890．8万元，较1950年的107．6万元增长26倍。三十六年来，年平均递

增率为9．8％。工商各税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持续上升；1950年为18．6％，1957年



升到37．4％，1976年上升到55．9％，1985年更上升到84．5乡／，对国家财政收入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但从三十六年来税收收入的增长情况看，有些年度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是同

步的，甚至个另n年度还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1960年较1959年突然下降三分之一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1959年底，原华阳、双流两县划出九个乡镇与成都市郊区，乃辖区缩小，税源

减少所致，1966年后的几年，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的损

失，致使税收收入徘徊不前，甚至有时还下降，1975年底，仁寿县的籍田区划归双流县

后，1976年税收收入较1975年上升近30％，辖区扩大，税源增多是一个主要原因。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纠正失误，清理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实行放宽政策，搞活经

济，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的政策，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因而税收收入在这段

时期中，得到大幅度增长。

在利润监交上，1978前因机构时常变动，对此项工作颇有影响。1978年后，财税两局

分设，合署办公，此一阶段的利监工作，由财政局管理县办企业的利润收入，税务局则管

理省和中央企业的利润监交。由于人员较少，难以局全，1983年后，税务局设税政二科管

理利监工作，使经，查、结、报．渐趋完善。

1982年17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通知。中央

规定，此事由各级税务部门办理，双流县税务局开展了这项工作。

双流县的税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教训仍是深刻

的。在三十余年的过程中，由于行政机构与所辖区域的多次分合．人员变动频繁，甚至一

度曾将基层税务所撤销，严重削弱了征管力量，使工作受到相当影响，特男日十年浩劫，更

使税收受到严重损失。面偷、漏、欠税的现象，至今仍未杜绝，这是征管工作不是之处，

有待于努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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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 构

第_节 民国时期的税捐机构

“清末各县，设置经征分局，经收国家税款，开办之初，颇摺民怨。是以辛亥同志军兴，

捣毁各地经征局卡。国体改建，川军政府与民更始，撤废经征分局，各县一律改设征收课，

课长民选，隶属于县知事。民国二年五月，国税厅筹备处成立，遂将征收课改为征收局，

局长局员概由处委。劳(摘自《四川财政录》民国十五年版第五编第十四页)此时，华阳

县征收局属一等局，双流县征收局属四等弱-o据《双流县志》记载： “清末委经征委员分

管财政，民国元年设征收课，三年改征收局，由财政厅长委任征收局长，统收一切赋税。一

‘华阳县志》记载： ‘‘民国初年设知事一人，⋯⋯，复沿清末之制，设征收局长一人，地

方税收支所长一人。⋯⋯十九年改称县政府，以知事为县长，并地方税收支所为财务局．”

民国时期，税捐机构重叠，名称多变，隶属关系也变动频繁、大体可分为地方征收机构和

巾央征收机构，但亦时有交错。双流、华阳两县的税捐征收机构如下：

(一)地方征收机构
。

一、征收局

民国初年，华阳县设立征收局，统管全县税赋．民国三年(1914)，双流县改征收课为

征收局，统收一切赋税。两县征收局均直隶四JIfI省财政厅。此时，财政部订定有《国、地

税法草案》划分国家、地方两税界限，征收局即按此拔解．但川省自民国六年至二十三年

(1917--1934)期间，政局混乱，军阕割据，就防筹饷，征收局长多由防区军阀委派。税

收收入则琴充军费。民国二十四年(1935)川改统一，四川省政府改组，五月，省府电令

备县t “查各该墓征收局有更名财政局者，又有更名财务局，经征处者名目纷歧，兹特规

定各该县征收局名称，仰即一律恢复，用昭划～。。并制定《四川省各县征收局组织暂行

鬟稷》以统一全川征收局之编制及职掌。双流、华阴两县奉电后即将县财务局财政局撤销

并入．。双流县征收局”、“华阳县征收局”，并按暂行规程执行。

蹙萋耩l全川各县征收局组织表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 等

职别 备 考
，囊囊 身薪 名额 月薪 ．名额 月麓 名额 月薪

局长 ’、l 200 l 180 l 160 1 140 金额单位：法币元
_

主任 2 70 2 60 2 50 2 40

一等股员 3 40 3 40 l 40

二等股员 4 30 2 、30 2 30 l 30
—

三等股员 5 20 4 20 4 20 4 20

‘雇员 6 16 5 16 4 16 l 16

夫役 7 6 6 6 6 6 4 6

公费 200 160 120 80

台计 28 1018 23 836 20 660 13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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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暂行规程》规定：华阳县征收局属一等局，双流县征收局属二等局．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四川青政府修正《四川省各县征收局组织暂行规程》，规定‘

各县征收局设局长一人，由省主席委任，承省主席之命，受财政厅之监督指挥，综理征收

局一切事务。征收局之职掌为：办理田赋、契税、典税、糖税、油税、茶税、屠宰税、烟

酒营业牌照税及特令指定办理税款之征收报解及整理事项．

民国=十六年(1937)十二月，四川省营业税局华阳、双流两县稽征所成立后，两县征：．

收局将年前新开办之营业税征收业务划归该所办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又将糖税、油税、烟酒牌照税也期归双流、华阳两县稽征所办。

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屠宰税、房捐划为县税，交由县财务委员会办理．

民国三十年(1941)，省原有各税一律划归国家，屠宰税、房捐仍为县税。县征收局经‘

征之各税绝大郧份划出之后，田赋改征实物，县征收局撤销成立县田赋粮食管理处．解放j

后，两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由县人民政府财政科接管。

二，地方税收支所

民国初年．华阳县于设立征收局的同时，设立地方税收支所，办理地方附加税的收支．

双流县的地方附加税则由征收局代征拨交地方分用．

三、财务局、财政局

民国十七年(1928)97．流县政府下设财务局分管地方附加税、杂捐及其他财政事硬．

民国十九年(1930)华阳县改地方税收支所为财务局．

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二十三日，四川省政府根据《县组织法》制定《四川省各县财致
局组织规程》，训令各县遵照执行．双流县政府奉今后，于民国二十年<1931)一月二十五

日分令双流县财务局局长候仲久遵照办理，遂将县财务局改县财政局。华阳县仍为县财务’
局，未改。

《四川省各县财政局组织规程汾第二条规定县财政局掌理征税、募债、管理公产及其他
财政事项。与原财务局职掌基本相同。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奉省令。恢复县征收局名称。，遂撤销并入征收局及县财

务委员会。

四、财务委员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双流、华阳两县遵照《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势规定，成立了

县财务委员会，内设出纳、审核二组，统一全县公学产的管理事宜，厉行县财政预算、决。

算制度．

五、县政府第二科

民国二十五年(1936)，遵照四川省政府《修正整理地方财政章程》规定，双流县政府内设

第二科，其下设经征处、县金库、财务委员会三个机构。

经征处办理地方附加款项及公学产租息的征收。设主任一人、经收员二人、事务员～一

人、雇员一人；

县金库保管地方款项及支出。设主任一人、事务员一人，雇员一人，

财务委员会办理审核地方经常各费，一切预算、决算。设委员七人、事务员二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双流县撤销经征处、县金库，合并改组成立县财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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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担负原经征、出纳、审核职掌。

六、经收处

民国三十年(1941)，双流、华阳两县奉命改财务委员会为经收处，民国三十五年(1

946)奉省令撤销经收处，改组成立县税捐征收处。

七、税捐征收处

民国三十五年(1946)，按《全国财政会议重新划分财政收支的决定》，双流，华阳

两县分别于九月成立县税捐征收处，除接办原经收处业务外，还接办了县田赋粮食管理处

移交之契税．十一月，又分别接办了川康区直接税局新津分局双流查征所和成都分局华阳查

征所移交之营业税征收业务。

此时，按省规定华阳县税捐征收处为二等处，双流县税捐征收处为四等处。

八、税捐稽征处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一月二十八日，四川省政府训令各县一律改税捐征收处为税捐

稽征处，统自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起改照新订规程组织，以利推进。《四川省各县

(市局)税捐稽征处组织规程》中规定、税捐稽征处设处长一人，承省政府财政厅长之命

综理处务；设副处长一人协助处长之责，关于办理征收自治税捐部份，并接受县(市局)

长之监督。税捐稽征处设下列各课分掌各种事务：

‘第一课 主管文书档案、典守印信、所属职员之任免迁调考核、稽征分处之设置，庶

务出纳。、各项税捐册籍票据之编制及其他事务，
’

第二课 主管屠宰税、公营市场使用费、筵席娱乐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公

有款产之管理，及县级其他收入之经收、托收、解缴、稽查、表报及制发牌照等事项，．

’第三课 主管契税、契据、土地所有权之转移登记、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地价之登

记、房捐等之稽征、审核、解交表报等事项，

第四课 主管营业税之调查、稽征、催交，划拨、配解、表报等事项I
、

会计室 依国民政府主计处设置各机关岁计，会计、统计人员条例之规定分掌本处岁

计、会计事务。受处长之指挥并受省政府会计处之监督指挥。

按四川省各县市税捐稽征处等级划分表及分等组织表：

华阳县税捐稽征处为二等处，设正副处长各一入，会计主任一人，课长四人，税务员

二十五人，事务员十八人，会计助理员四人，雇员十四人，公役十四人，共八十二人。

双流县税捐稽征处为四等处，设正副处长各一人，会计主任一人，课长三人，税务员

十二人，会计助理员三人，事务员六人，雇员六人，公役十人，共计四十一人。同年五月，

奉省令核准双流县税捐稽征处为三等处。

九、营业税稽征所

四川省营业税局成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同年三月设立成都、万县两分局。

二十六年(1937)七月，继续成立了涪陵、绵阳、雅安、广安、内江五个分局，以及丰都、

合川等六十二个稽征所。此时，华阳县、、双流县皆设立了营业税稽征所。

双流县稽征所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双流县成立营业税稽征所，隶属成都

营业税分局，于二十一日开始办公。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双流县营业税擅征所改

称“四川省营业税两成都分局双流办事处黟。办事处设主任一人，会计一人，’所员一人，

调查员二人，公役三人。民国三十年(1941)三月，N．Ill省营业税局为提高办事处事权。



增进效率起见，将双流办事处改组为三等稽征所，称“四川省营业税局双流县稽征所”，

民国三十一年 (1942)三月，改变隶属，交由财政部川康区直接税局接管。

华阳县稽征所(成华稽征处) R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华阳县成立营业税稽诬

所，亦隶属成都营业税分局。民国二十八年(1939)四月与成都县稽征处合并，称。四川

省营业税局成华稽征处。。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月，改变隶属，交由财政部川康区直接

税局成都分局接管。

(二)中央征收机构

一、直接税机构

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月，财政部川康区直接税局接管了四川省营业税局后，双流县营

业税稽征所奉命改变隶属称。 。财政部川康区直接税局成都分局双流查征所。。成华稽征

处亦同时归属川康区直接税局，成立。财政部川康区直接税局成都分局华阳查征所。。归

属川康区直接税局后，除办理营业税外，还办理所得税、印花群、遗产税的征解。民国三
十七年(1948)～月，华阳查征所与货物税局华阳办公处合并，称。财政部川康区国税局

成都分局华阳查征所’。

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月．因调整直接税区划，双流查征所划归新津分局，称。财

政部川康区直接税局新津分局双流查征所’。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一月，双流查征所

奉命移交营业税部份业务与双流县税捐征收处接办。次年，查征所撤销。

二、货物税机构

民国三十三年(1944)二月，成立财政部四川税务管理局成都分局温双办公处(办公

地址设在温江县)，华阳办公处．民国三十四年(1945)一月，改称财攻部川康区货物税局

成都分局温双办公处，华阳办公处。民国三十七年(1948)一月，直，货两税局合并成立“财

政部川康区国税局成都分局一，下属机构也同时合并称查征所。1949年解放前夕，华阳查

征所撤销，人员调回成都分局，业务移交与华阳县税捐稽征处接办。
一’’

附。 (一)民国时期双流县税捐机构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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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五

民国时期华阳县税捐机构演变示意图

民国时期双流县税捐机构历届负责人名表

民国耐期华阳县税捐机构历届负责人名表

民国时期双流、华帑两县税捐稽征处民国三十八年的主要负责人名表



民国时期双流县税捐机构演变示意图 附。‘一’——●■—●■—■■■■———■—■——■——●————●■—●——■——————■■- 。

器l l双流县财政局I I

瓦订军=蕊年5)1) ±

说明·一一．．表示直接演变
⋯⋯⋯一表示移交部分业努

(民27年5月m30年3月)
l

l

⋯l财政部川康区直接税局
l新津分局双流查征所

(民32年2月一36年撤销)

1949年12月双流县解放，军代表接管税捐稽征处成立双流县人民致府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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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华阳县税捐机构演变示意图 附：(二>

华阳县地方税收
支所

地方征收机构

i囝
(民24年6月--30年-)

⋯。巨l
(民元年一24年4月)

说明：一一表示直接演变

⋯一表示移交部分业务

孺蟊刀蕊萨亨_年撤销)

1949年12月华阳县解放，军代表接管税捐稽征处成立华阳县人民政府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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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双流县税捐机构历届负责人名表’
表(三)

任职时间
时 间 机 构 名 称 负责人 职务

起 止

民国元年一3年 双流县征收课

左 湖 局长 16年6月

林惠南
F

17年2月

杨兴廉 一

17年2月 19年7月

余存萱 扩 19年7)1 19年10月

罗功懋 一

24年5月

民国3年一30年 双流县征收局 杨玉嵬
，

24年5月 24年6月

严沛 ， 24年6月 25年2月

曾文鸳 ∥ 25年3月 26年7月

唐茚敷
， 26年8月 28年7月

郭守荪
，，

28年4月 未到职
，

戴如良
∥

28年7月 30年5月

候仲久 局长 19年3月
民国17年一24年 双流县财务局

余凤楼 ，

24年6月

民国30年--35年 双流县经收处 张显卿 主任 30年9月 35年9月

民国35年9月 双流县税捐征收处 胡铸 处长 35年9月 35年12月
一35年12月
民国35年--38年 双流县税捐稽征处 胡铸 ∥ 36年1月 38年12月
12月
民国26年12月 四川省营业税局成都 潘道猷 所长 26年12月 27年4月
一27年4月 分局双流稽征所

民国27年5月 四J{l省营业税局成都 谢征祚 主任 27年6月 28年5月

一30年3月 分局双流办事处 曹绍彬 主任 28年5月 30年3月

民国30年3月 四Jil省营业税局双流 曹绍彬 所长 30年3月 30年9月
、

一31年2月 稽征所 萧维枢 所长 30年9月 31年2月
P，H1-‘’一p’’f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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