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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的

一种方式。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

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条件，是国家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税

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历史。

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

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

突得到缓和”。无论奴隶制或封建制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为了维持它的存在和实现

它的职能，都需要有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等专政机关，还要建立一整套为统治阶级

服务以及管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并不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反，

为了养活这一批人，还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料，这些物质资料，只能依靠国家的权

力，无偿地取得和占用。所以在酗家产生以后，就必然会产生税收的需要。恩格斯说-

“为了维持达褂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氏族社会完全没

有的"。因此说，捐税是随若阶级剥削的出现和国家政权的产生而产生的。

我国从夏商时代，就出现了统治阶级利用权力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生产的物品归己享

用的行为，称为“贡"， “贡’’是税捐的雏型。《史记·夏本记》。 “自虞夏时，贡赋备

矣”。在奴隶制社会，君主向臣属征收财物，军役称“赋”，对土地征收的物品称

“税”。“赋出于丁，税出于亩”。秦汉时，军役按T定赋，田赋按亩计税。后来军役

也从土地征收，赋说逐渐混合。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逐渐与农业分离，赋

税也有了发展。商胤时代，开始对商人和通过关卡的货物以及打鱼，狩猎等行为征收

“关市之赋，，，“山泽之赋"。谓“商贾虞衡得税"。春秋时期，在鲁国，鲁宣公十五

年，开始对私有土地按亩征税，称“初税亩’’。

贡赋的标准，古称“什一之税"。孟子《滕文公上》。 “夏候氏五十而贡，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皆什一也’’。朱熹《四书集论》也有“通力合作，计亩均

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就是什一租税制。不过当时是征实物，即所谓“布帛

之征"和“粟米之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出现，赋税也就逐步转向征收货

币。在封建社会，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捐税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和发展，捐税名

目日益增多，征收方式渐趋复杂。扣汉朝对商人征收“榷酒酤，算缗钱"，以及后来逐

步丌征盐铁税茶税等。明宣德四年开征“市肆门摊税"包括对油房、磨房、车店、裱褙

铀、店房、砖瓦窑、菜园，果园以及糖房、茶食房、缝纫铺、绣作铺等征税。明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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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田赋，劳役以及多种

后按本州县田亩分摊，向土

政府下令，依照康熙五十年

银并入田赋一起征收，丁银

田赋。除丁赋之外，在沿

当税、屠宰税等多种捐税。

上有片断的文字记载。 -

地平展肥沃。但因旧中国统

灾难。百姓收不敷出。无法

收的雏型，县政府下设财粮

各税，1945年由西海专署工

税收面窄数少。直到1947年

了《全同税收实施要则》，

税制与旧中国的税制有着本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向正规。社会主义税收主要

费环节中起杠杆作用。它取

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

县从建立社会主义税制以

繁荣经济人手，注意培植税

国三十年来，随着全县工农

工农业总产值为2883．5万

值猛增到82，7r21万元，工商

和行政经费以及国家重点项

，教育，科技，卫生和农、

税单位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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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年，日军占领昌邑县城，先后建立日伪昌邑县，区，乡、村政权。

点，征收捐税。一九四二年昌邑县日伪政府预算收入一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

赋附捐八万六千元，Il缶时附捐一百四十六万二千元，杂捐三千九百元，公产

百元，行政收入一万元。此外田赋正税十七万二千元和工商业税收入全部解

级预算收入。

抗日战争时期，盘据在昌邑县境内的蒋顽杂牌游击队主要有五部分，即。四

宋庄、石埠，流河、饮马乡一带，五支队盘据在北孟、丈岭乡一带，蔡晋康

塔耳埠乡附近，高炳望部队盘据在太保庄乡附近，李树贵部队盘据在双台、

。这些队伍，随便向老百姓要粮派款，抓丁拉夫，绑票抢劫，苛捐杂税名目

在群众身上的负担大大超过当时农民的收入水平，致使老百姓挨饿受冻，逃

破人亡。

一九四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昌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开始征税，1943年

基础成立昌邑县工商管理局，任务是发展解放区经济，征收工商税，工商局

征所和数个检查站，负责征收工商业户的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迷信品税，

税，盐税和查缉从敌占区贩运的工业品。

一九四五年秋，昌邑县和昌南县政府，在县政府财政科内设征收处，各区

负责征收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等地方税，但受战争影响，收税没能正常进

一九四八年春，中小城市解放，为了集中力量管好城镇工商业户，胶东区西

海专署成立工商管理局，专管烟、酒，纱，布等八种工业产品的税收，在昌邑县的柳

疃、下店、城里和昌南县的石埠设立稽征所，负责这些地方的工商业税的征收和管理。

十六、一九四九年三月，昌邑县设立城关、柳疃，下店、双台、围子五个税收所，

昌南县设立石埠、饮马，蚱山，丈岭四个税收所，属县政府财政科征收处领导。

十七，一九五O年一月三十一日，政务院公布《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统一全国税

政。四月，胶东区西海专署召开各县财政科长、征收处主任，税收所长会议。贯彻全国

税收实施要91Il，四月底在全县施行。

十八、一九五O年六月，成立昌邑县税务局，局长陈鸣。昌南县税务局同时成立，

局长殷从圣。

十九，一九五O年六月份，整编行政机构。全县税务人员配备二十二人，其中县局

八人，基层税务所十四人。昌南县税务局配备八人，基层税务所十三人，共计二十一

人。

二十，一九五O年七月一日开征印花税，九月份开征临时商业税和摊贩营业牌照

税。

二十一、一九五一年四月，省颁布县税务局机构编制，配备局长一人，秘书一人，

税政股三人，检查股二人，会统股三人，计划员一人，共计十一人。

=十二、一九五一年全县缴纳所得税的二十六个行业，一：千一百一十四户个体户，

营业额一百六十五万元，纳税额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九元。

二十三、一九五一年，在民主建乡中，全县各乡都增设了税务委员，护税密报员。

4

●

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譬千内 罴章薹

圣j垂存薹；瓦；喜薹醋霉弦稍。菰渔国耀篇形毒篓管

主妻妻蓁夜，≥妻§妻一洼；槲塑蓠篓被搦疆甜看蕾结菇

寤；杯|萎霎薹鼋i粥韵叠i弼勒譬耳嚆再爿“螽塞

墓奏i霎湮；|蠹；耋蓊殛荐!掣蜘剥魏掣氧；掣王扛；平台

蓐鬟釜瞧竺j!；i垂堑；同缺四人需¨诵渐烂是j妻萝莹

蔓；门琦世耋耋三三雾鬻；i态罂凝妻垂室瞽罪；i妻霉蚕限_；

篓剡《截豺魁蒋垂p‰戮瓢翔W熬挈瓦，毕砦爿强

霎臣雷符西照攥骝髫鋈瑚化货物税耨繁千而髫屙揩

弪徒等!踊“路涩些下丁垄顶jj亏置军四；篓蚕副飘

蛩彭剧艮荆郾j囊群。鹃瞻哩强姜壑涌舔酾藻箱瞩矧

鸶嚏唾捅麓孺雅繇÷鹜eh崔埠国{篓露刭；琶宵

嚆；并鹜绳错霎一}{{坞嘲馓砖型叼铡强刖兰二巨F匦

丽鳝掣；手岳酋四．十辱筛群蓁剐×；薹㈣纳蹦绊刭羔

鲤重篁霪；斟懿喇m蠢旨擗羹隧三耋p斟翻l：=Ij|Ii{溺鲥

譬#j¨考蟛镐甄美；鳕蟛沥j援酲澎驰喙珊蠢罐澎

丽匾藉茂蓟睁磊。奏囊囊季竿：烈装焉谛荤帚象氯锚旨

裔萋主垂姜超；鼠娟嚣羹二萋萎曲寥i溜冲魄蜊薹耋妻量舌需。

酗雕鞘。酾薹鲋Ⅵ幂磐掣是黼矧臻搿型凇。

灌篷％∽j邕毗篓皋；哆囊习越。蠢臻蛔瓣孺!

囊薹冀囊

螂婀@媸踵翻；一长鞋基删蟛掣}。娄％j到

和驾止了公营|≤霎垂萋营i；到霎鬻藿蟹翔；臧蓁肇：i

善九i幢哇均酾她一强妨孵逆境嚣，E例蚓落，甄螅

掣垒!啤秀型骶}殁j嫡徭同痔蒌薹科纠掣i私翔彭墅囊

瞪眨蝗；彰一；矧臻隆哆篱矧蔓豫；§囊三日卜j聋譬芏

岔菩蓉磐召船磐；霉薹需璐；％猫翔疆i出百错新歙雌

现誉栖龋酬；覆午稚作岚氟倚瀛戮纂，奏薹翔疰!处工

缝三二：!主砑矗孑竭，奏囊爱≥纂臻萎朝鳓彰加翔

委辔晖鬯i￡主!九=五=焉簪鲫蓥薹邑县和}篱2簧蓊

臻强8i备取虹誊邑基税萋趔丽嘲答任局长露铋

量妻Tl荆戮。剃望{忑；掣堑扯荩手上羹敷静茈；曼悃

’匕刨【lL髓彰醚西；∽裙飘劓篓亡b。再蟛蝎j磷扎拦

盒崩裂朝鸶#赫4佑午维。罐垴评俑；两刁瞎刁睁霪

印貅二垂蚕蚕·0豹i历史反革命萋妻新j蚕礓诮囊萋薹；

谢l簖删耄燃j基葛蟾差妻耋耋词；啦薹霎茎茎臻埔；踊器誊

千夹爷警妊龛=i：垒薹弱霎墓薹萎芝；南曼妻邑县≥霪羹羹

爱。臻崩海薹耋耋耄旨=捅唰港镥辑綮琶倒掣i囊羹薛；茎霎



六十一，一九七三年，开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这次税制改革，
●

6

一

■



■

?

包括。合并税种．简化税目、调整税率三个内容。

六十=，一九七四年，对县、社，队生产支农产品的工厂，企业实行免税照顾。

六十三，一九七五年，范立道任昌邑县财政局局长，李明章任副局长。

六十四、一九七五年对社队新建企业，扩建企业和部分亏损企业，实行减免税照

顾。
’‘～。

六十五，一九七七年，农村社队企业计征的所得税，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提取留成

款，由县局掌握，继续支持社队发展工副业生产使用。到一九七九年止，全县两年共计

提取留成款一百零九万元，相继拨付有关社队企业，这对发展全县社队工副业生产起了

极大的作用。

六十六，一九八一年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税务总局通告，开展纳税大检

查。严肃了税法税纪，刹了偷漏税的不法行为。

六十七，一九八二年十月，建立昌邑县税务局，王梅洲，姜星太任税务局副局长。

同时成立盐税管理所和税利统管所。垒县税务人员增加到二百=十八人。，7

六十八、一九八三年，开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

改税，对生产日用机械机具企业改征增值税。同时，开征建筑税。

六十九，．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税务人员统一换用标志服装。 ．、

七十、一九八四年春，县党政机关改革后，邵长奎任昌邑县税务局局长，姜高亭任

副局长，王梅洲任调研员。 ， ’

七十一、按照国务院规定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起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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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税务机构沿革
．

●

第一节清代的税务机构

清朝，财政由中央统管。省设q【j东督粮道”，各县在县衙内设“库房一，，负责钱

粮征解管理。

厘捐税由“山东省厘税局’’经管，州县根据捐税需要设立各种厘税卡局。全省设沿

河百货厘税二卡，销姜茶厘二卡，潍安石糖厘三卡，沿海十六个州县设十六处厘税局。

昌邑县属于沿海十六个州县之一，设有“昌邑县厘税局，，。

对肉厘(屠宰税)、牲畜税等税源固定的税种，实行招商承包。由县衙出面定额包

给地方个人征收。除上交承包的定额外，多收之数全部归承包者个人所有。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税务机构

第一目 民国初年(192l——1942)

昌邑县税务机构

时 间 机 构 名 称 备 注

民国十年(1921年) 昌邑县统税分局

民国十年(1921年) 昌邑县财政局田赋征收处

民国十六年(192 7，年) 昌邑县营业牌税分局

民国十八年(年1929) 掖县地方货物税统捐分局 负贡j夜县、昌邑、半腰二县。
昌邑县设煳洒税务稽征所。

民国十九年(1930年) 昌邑县烟酒税务稽征局

昌邑县营业税征收局
民国二十年(1931年) 昌邑县烟酒税务稽征所 四等局

民国=十五年(1936年) 昌邑县财政科赋税征收处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昌邑县捐集股 股长。张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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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日伪占领区的税务机构
．

1938年，日军占领了昌邑县城，先后建立起日伪昌邑县，区、乡、村政权，安设据

点。日伪昌邑县政府内设税务征收处，向所辖的工商业户和人民群众征收捐税和粮物。

第三节解放区的税收机构

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昌邑县抗日民主政府设财粮科，开始征收粮税。1943年

成立昌邑县工商管理局下设稽征处和征收所，向工商业户征收工商税。1945年昌邑县工

商管理局撤销，由西海专署工商局在柳疃、夏店，城里设立税务稽征所，在昌南县设立青

山税务稽征所，征收烟、洒，纱，布，面粉、火柴，煮青，纸等工业品的税收。1946年

和1947年，因战争影响，税收一度停止，1948年税收划归地方政府管理，昌邑县政府财

政科内设征收处，分设城里、围子，双台，夏店、柳疃税收所，昌南县设石埠，饮马、

蚱山，丈岭税收所。

第四节建国后昌邑县的税务机构

第一目税务局

一九五O年六月一日，成立昌邑县税务局，驻在城里街路南(后又移到路北)。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昌邑县人民政府税务机关。昌南县税务局也同时

成立，驻在饮马村。税务局下设秘书股．税政股，会统股，检查股。编制定员十一人。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吕南县与昌邑县合并为昌邑县，税务局人员十=人，驻县政

府院内。一九五六年六月六日，税务局与财政科合并为昌邑县财政局。同年十月十七日

税务局与财政局分设。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税务局与财政局再次合并为昌邑县财政局。局内设税改股具

体负责税收业务。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又设立昌邑县税务局。充实税收人员．整顿基

层，建立健全纳税管理制度。

一九六八年秋县税务局与工商局合并成立工商税务领导小组，驻在城里墨水湾姜

家词堂办公。一九七O年三月份原税务局又与财政局合并成立县革委生产指挥部财税办

公室，搬到县曲’i委院内办公。一九七一年二月财税办公室又与县人民银行合并成立县革

委财政金融局，办公地址移至银行院内。一九七三年三月与银行分开，成立昌邑县财政

局，局内设立税政组具体分管税收业务，在县革委院内西楼办公。一九八=年十月税务

局与财政局再次分设，成立昌邑县说务局，局内设办公室，税政组，计会统组，基层

组。

第二目基层税务所

一九四几年二．三月份，在昌邑县政府财政科领导下，设立城关，围子、夏店、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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疃、双台五个税务所，负责全县十一个区的收税事宜j昌南县同时设立饮马、石埠，蚱

山、丈岭四个税务所。一九五O年县税务局成立后，税务所归县税务局领导。

一九五六年四月，昌南县与昌邑县合并后，增加原昌南县的饮马，石埠、丈岭、蚱

山四个税务所。全县基层税务所共有九个。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撤销双台、围子、蚱山税务所，改为征收组。双台，围

子组归城关所领导，蚱山组归饮马所领导。- ．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加强税务工作，设立城关、双台、龙池、柳疃，东冢、夏店、

卜庄、围子、宋庄，石埠、饮马、蚱山、丈岭、北孟、王耨十五处税务所(全县每公社

设一处税务所)。

一九六六年十月，将全县十五处税务所合并为十一处，撤销王耨所并归城关所领

导，龙池所并归柳疃所，宋庄所并归石埠所，夏店所并归围子所。’

一九七一年每公社设一处税务所，全县设立城关、双台、龙池、柳疃，东冢，夏

店、卜庄，围子、宋庄，石埠，饮马，蚱山、丈岭、北孟、王耨、流河十六处税务所。

一九八二年设立盐税管理所(驻灶户)，专管查缉私盐。

一九八二年设立税利统管所，专负县直国营，集体企业的税收管理。

第五节税务人员编制数量与变化

第一目税务局领导成员的更迭

一九五O年，六月四日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任昌邑县税务局局长陈鸣。一九五二年

六月税务局股长徐效贤提任昌邑县第五区区长。一九五三年三月，原税务局局长陈鸣提

任昌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四月调任杨玉昆为昌邑县税务局局长。一九五三年六月专署

税务局公布调昌邑县税务局秘书股长郭有诰去雏县税务局任秘书股长，调潍

书股长李星和任昌邑县税务局秘书股长。

昌南县税务局，一九五O年六月殷从圣任局长，一九五三年一月殷树东

月黄官升任局长，一九五四年一月陈光田任局长。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昌南县与昌邑县合并，成立昌邑县税务局，陈光

徐立祥任副局长。一九五六年六月，税务局与财政局合并为昌邑县财政局，

长陈光田改任县财政局局长，原税务局副局长徐立祥提任县政府劳动科长。

十月，税务局与财政局分设，陈光田任昌邑县税务局局长，原税务局税政股

任为副局长，马京德提任为副局长。

一九五七年五月，李明(女)调任税务局副局长。

一九五八年六月，税务局与财政局合并，原税务局局长陈光田任财政局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税务局与财政局分设，税务局局长仍由陈光田担任

安乐。

一九六六年冬“文化大革命"开始，税务局由“群众组织一“掌权，，。

一九六八年税务局与工商局合并成立工商税务领导小组，负责人赵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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