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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史志是对历史真实而深刻的记载，更是指导人类文明

进步的教科书。

税收作为历史范畴，早在4000多年前的古老华夏就已

产生“皇粮国税”；3000多年前，我国周代开始对商业手

工业征收赋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税收不仅始终

存在，而且随着社会的演变和经济的发展，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重要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税收性

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税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

发展中发挥着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济和分配的重要职能

作用。

宜昌地处湖北西大门，素有“川鄂咽喉”、 “三峡明

珠”之称。从战国时期楚设城邑开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

的历史，是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和长江重要港口。特别在当

代，随着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相继兴建，以及湖北在

中部率先崛起战略的实施，宜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

遇期，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水电能源基地和驰名中外的旅游

城市，并被湖北省政府确定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社会经济

建设的显著成就，为宜昌税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税收的健康、稳定增长也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和保障。回望历史留下的悠长背影，真实记载税

收发展史实，必将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启迪来者。

历经数年艰辛努力终于编纂完成的《宜昌税务志》，

是宜昌历史上第一部税务专业志。它以丰富的史料，严谨

的考证，系统客观地反映了宜昌从184卜2007年近170年
间税收发展沿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本书分上、中、下三篇，对跨越3个世纪的宜昌各个

历史时期的税收情况进行了客观描述和记载。上篇反映了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演变过程；中篇反映了1 949年

新中国成立到1993年宜昌税收曲折向前、不断壮大的发展

历程，以及税收在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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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下篇反映了1994年税制改革至2007年的税收发展新历程，描绘

了宜昌税务部门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依法治税、改革兴税、科技强税、文

明办税、科学化精细化管税、服务经济和纳税人的历史画卷，见证了宜昌

国税收入由7．849元到突破75亿元的快速发展轨迹。

近几年来，宜昌税收事业蓬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税务

文化建设走在全省国税系统前列，体现了宜昌国税以人为本，依法治税，

强化征管，建设和谐税收，服务三峡工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识和责

任。 《宜昌税务志》系统回顾了宜昌税务发展的历史，也是反映湖北税收

发展的一个缩影，蕴含了税收发展演变规律性的认识，具有“存史、资

政、教化”的重要作用，必将为宜昌税务文化长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为全省税务百花园增添一朵绚丽奇葩。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宜昌税务志》为我们开启了一

扇窗扉，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了解税收在这块土地上近200年的兴衰更

替、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另外一个通向未来的

窗口，在历史的深处，永远闪烁着关于未来真知灼见的光芒。而今，宜昌

国税发展已经驶入了快车道，征管质量大幅提升，队伍素质显著增强，纳

税环境不断优化，国税收入快速增长。在这样一个宝贵的历史机遇期，税

收事业的发展更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和历史借鉴。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

30周年之际， 《宜昌税务志》的出版恰逢其时，必将为宜昌乃至湖北税收

事业未来的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和历史借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

贵精神财富。

印多
2008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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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40ff-2007年】

凡例

一、 《宜昌税务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客观、真实地记述

宜昌税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年限为1840--2007年。为了承上启下，反

映事物主要演变情况和发展始末，少数内容略有上溯或下

延。

三、本志按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顺序书写。中华人民共

和国时期以公元纪年书写。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志书体

裁。事以类聚，横排纵写。

五、本志分篇、章、节、目等级次安排结构布局，全志

分上、中、下三篇， “目”及其分级目的标码分别用一、

二、三⋯⋯： (一) (二) (三)⋯⋯；1．2．3⋯⋯；

(1) (2) (3)⋯⋯。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清代货币以库平银、制钱为

准，银以两为单位，两以下为钱、分、厘、毫、丝、忽、

微；制钱以串(贯、吊)、文为单位，每串1000文，缗钱为

“九八”制。民国货币，初期沿清制，1933：圭124月6日废两改

元，每元含纯银23．493448克，元以下为角、分、厘、毫。

1 935年1 1月4日开始发行中央法币。1948年8月1 9日发行金圆券

取代法币，金圆券每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本志海关部分，

仍按海关各个时期规定的关平银(海关两)、海关金和法币

单位计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凡注明旧币者，即每万

元旧币折合人民币1元，凡未加注者，均为人民币。解放前

的货物及洋土药的课税重量，凡按市斤者为16iN。部分产品

也有以坛、包、捆、打、瓶、吨为课税单位的。

七、本志采用现代汉语的规范语体。对个别专用名词特

作注释，能以图表说明的则尽量不以文字赘述。

八、本志中晚清和民国时期税务机构所在地址，均为原

地名。

九、本志对民国时期农业税、契税等税种仅作简要记

述，详细记载见l 988年8月出版的《宜昌县财政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宜昌市、县财政局征收管理的

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国营企业调节税

等税种，以及1 994年后由地税部门征收管理的税种，在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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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未予以记述。本志下篇以记载国税内容为主。

十、本志图、表编号分别用3个阿拉伯数字组成，第一个数字为篇代码，

即上篇为1、中篇为2、下篇为3；第二个数字代表所属本篇第几章；第三个数

字代表图片或表格在本章中的位置排序。

十一、本志所记宜昌解放前后，以1 949年7月16日为界，此前为解放前，

此日及以后为解放后；所记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 949年1 O月1日成

立前后。

十二、本志所称“党”、 “团"以及诸如“党组(党委、党支部)”、

“团委(团支部)”等，均分别系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

组织。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税务总局档案馆、图

书馆；湖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国税局、省统计局、省档案馆；四川省

档案馆；武汉、南京、重庆、成都、襄樊市税务局档案馆、图书馆；武汉海

关；鄂西自治州档案馆、图书馆；万县地、市(今重庆万州区)档案馆；宜

昌地区及宜昌县(今宜昌市夷陵区)、宜都县(今宜都市)财政与税务局，

档案馆；宜昌市政协及财政、统计局，档案馆、图书馆；宜昌市税务局、宜

昌市国税局档案室及其各科(室)； 《宜昌税务》报；宜昌(今夷陵区)、

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等县(市、区)国税

局。本志所用资料均经过考证核实，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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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位于长江中、上游分际的西陵峡口，曾沿用夷

陵、巫县、临江、宜都、西陵、宜州、拓州、陕州、峡州、

彝陵等名，是历代郡、县、州、府权的治所。清雍正十三年

(公元1 735年)，改彝陵州为宜昌府， “宜昌”一名沿用至

今。’宜昌“上控巴蜀、下引荆襄”， “雄当蜀道、巍镇荆

门”，可谓“三峡门户、川鄂咽喉”。

宜昌市辖西陵、伍家岗、点军、犹亭、夷陵5个市辖

区，远安、兴山、秭归3个县，长阳、五峰2个土家族自治县

和宜都、当阳、枝江3个县级市。200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403万人、国土面积2．1万平方公里。宜昌西接500里“天然画

廊”长江三峡，东连富饶的江汉平原，水力资源十分丰富。

随着1990年葛洲坝水电枢纽工程的竣工矛12003年三峡工程的

开始发电，宜昌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著名的水电之都。宜昌集

自然风光、历史人文景观与现代建筑为一体。这里山川秀

美、人杰地灵，爱国诗人屈原、和平使者王昭君都诞生于

此，三峡大坝、清江画廊、后河原始森林、关帝陵、玉泉寺

等旅游景点闻名遐迩。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磷、锰、汞、铁、

煤、石墨等矿产资源和珍稀树种，还有驰名中外的优质茶

叶、柑橘、药材和农副土特产品。宜昌堪称鄂西南的经济重

镇和文化、旅游中心。

在旧中国，宜昌的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税收甚微。至

清道光年间(1 821—1 850年)，宜昌仍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

位，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工商税收比重不大。清咸丰三年

(1 853年)，川盐开始销鄂，宜昌经济才随之有所发展，工

商税收明显增加。光绪三年(1 877年)，宜昌正式设立海

关，开埠通商，英、美、德、日、法、荷兰、丹麦、比利

时、挪威、瑞士、瑞典、意大利、西班牙、爪畦、印度、新

加坡、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宜昌设洋行，建堆栈，

直接进行出口贸易，宜昌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及各种服务业

有所发展。民国26年(1 937年)，日军入侵中国，抗日战争

爆发，宜昌成为汉、宁、沪等地企业、学校、政府、军队西

迁的转运站和鄂西南、湘西北以至云、贵、·川一带的物资交

流前沿港，饮食、茶馆、旅栈等业得到较快发展，这一时期

的宜昌经济和税收一度出现短暂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

来，·宜昌社会稳定、经济日渐兴盛，形成了以水电、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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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轻纺、化工：医药为支柱，以水力发电为重点，以“两西一东” (鄂

西、湘西、川东)为经济辐射基地的产业结构，促进了税收收入的稳步增

长。经国务院批准，1 992年3月宜昌地市合并，新的宜昌市行政区从此扩大到

原宜昌地市整个辖区范围。随着以上海浦东为龙头，溯江而上直达重庆的长

江经济带的逐步形成，具有重要区位优势的宜昌充分发挥东西联动的关键作

用，经济发展迅猛，工商税收由1 950年的540．8万元上升到1 993年的1 0737 1．6万

元，增长198倍。1994年7月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宜昌税收工作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宜昌国税、地税部门实施税收征管改革，建立新征管模式，进行人事

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充分利用现

代化科技手段，优化纳税服务。国税部门组织税收由1 994年的7．78亿元增长到

2007年的75．08亿元；地税部门1 994年组织税收3．88亿元，2007年组织各项收入

增至54．8 1亿元。税务部门为服务宜昌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发

挥了应有的职能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追溯古老华夏，皇粮国税产生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夏代，始有税

收雏形“贡当”。春秋时期的“初税亩”，则标志着华夏税收由初级阶段向

高级阶段的发展。往后，从汉朝的“户调制”到唐朝的“两税法”，从明朝

的“一条鞭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历朝历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税收制

度。我国对商业手工业征收赋税始于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

年)，至今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税收不仅始终

存在，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宜昌从战国时期楚国设城邑开始出现税收。明洪武元年(1 368年)就已

征收田赋、盐课等税。清初税收基本沿袭明末税制，征收的税捐有田赋、茶

课、渔课、盐课、商税、当税、牙税、契税、厘金、特税、关税等。清康熙

年间’(1 662—1 722年)设关征收盐税，朝廷规定宜昌只销淮南官盐，禁止川

盐入楚。当时宜昌有7家分店领盐销售，为缉私盐，曾在黑岩子(今夷陵区太

平溪上4公里)设卡收税。雍正五年(1 727年)，又将税卡移至平善坝(今夷

陵区石牌)及中水门(今城区沿江大道献福路交汇处江边码头)两处。咸丰

二年(1 852年)，川盐行销鄂省，因宜昌为出入川江门户，云南、贵州、四

川等省货物多以此为转载口岸，盐税成为宜昌主要税源之一。咸丰三年

(1 853年)，宜昌设置厘金局，分设陆路局和过江卡，对水陆过往及起坡转

运的货物抽收厘金。咸丰四年(1 854年)以后，为推行各种厘金捐税更是厘

卡林立，见物就征，一物数征，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同治九年(1 870

年)起，宜昌开始征收洋药川南土(鸦片及土膏)税厘。光绪年间(1 875—

1 908年)，国用浩繁，加之对外赔款，不得不向民间增加税捐，于是宜昌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增加了屠宰税、烟酒税及附加等税种。

康熙十年(1 671年)，宜昌税关分设上、下关，上关设于镇川门，下关

设于小南门，由钦差部员监督对商贸实物征税，归地方管理。道光二十二年

(1 842年)后，全国生产和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朝廷又以“寓禁于征”为

由，创办“洋药”、 “土药”税捐，实行土膏专卖，在生产、转运、落地、

销售、开馆、吸户等环节征收。这些税收的创办，是清朝的财政收入由田赋

为主转向以工商业税为主的开端。宜昌关税从光绪三年至三十四年(1 877—

1908年)的32年中，累计征银83939 1 8两，其中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征银

869705两，内土药各税达845 1 94两， 占总额的97．1％。宣统元年至三年

(1909—1911年)共计征银174857两。清末的35年间，共征银8568775两。

民国时期的宜昌税收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次之。直接税以田赋为主，

特种消费行为税次之，而矿税、房税、交易税不多，所得税初．办。间接税以

关税、盐税为主，其次为烟酒税、营业税，奢侈品和烟酒税的税负相对较

轻，而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反课以重税，间接税实际上大都转嫁于广大的贫苦

人民负担。民国时期的38年中，宜昌县的各种苛捐杂税和乱摊派，累计就达

70多种。

民国之初，宜昌执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民国元年(1 912年)制定、民

国3年(1 914年)公布实施的国家税及地方税税制。国家税包括田赋、盐税、

关税、常关税、统捐、厘金、矿税、契税、牙税、牙捐、当税、当捐j烟

税、酒税、茶税、糖税、渔业税等17项；地方税包括赋附加税、商捐、牲畜

税、粮米捐、土膏捐、油捐、酱油捐、船捐、什货捐、店捐、房捐、戏捐、．．

车捐、乐户捐、茶馆捐、饭馆捐、肉捐、鱼捐、屠捐、夫行捐及其他杂捐杂

税等20项。民国3年(19 14fg)6月取消，民国5年(1 91 6年)恢复执行。税收

不敷急需之时，军阀便直接派员到各牙厘局、卡坐收或索取税款以筹军饷。

民国4年(1 91 5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严禁鸦片法》，宜昌税收急剧下

降。

民国5年(1 9 16年)，北伐军到宜昌，兵卒横行，民船军用，商店遭抢。

驻军当政，把持税收，将规定应解税款截留挪用，擅征附加，强行摊派。驻

扎在宜昌的川、滇、黔靖国军联军，加征筹饷，后来过往驻军沿袭征收。

民国1 O年(1 921年)，四川、云南鸦片生产复起。长江乃鸦片营运要

道，宜昌再次成为烟土巨贩云集之地。由于军阀割据，鸦片税作为军饷重要

来源再度兴起。民国11年(1 922年)秋，经吴佩孚批准，’宜昌设立“济宜办

事处”，民国12年(1923年)11月，宜昌鸦片开业，军政商联合成立“济宜公

司”，民国1 3年(1924年)3月，又改为“济宜事务处”，成为专收鸦片税机

构，开土税号1 8家代征土药税。实行“寓禁于征”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宜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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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越征越多，成为宜昌税收史上的一大悲剧。

民国1 6年(1 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整理赋政，统一税制，划契

税、牙贴、屠宰税为省以下之地方税。宜昌地方捐，除田赋附加、契税附

加、券票捐附加、屠税附加和漆捐、茶厘及附加之外，又以货物运行需要护

送而征收护商捐税值百抽五。因此，民国时期的税收虽有所划分，但苛捐杂

税并未革除，特别是宜昌沦陷时期，税收更为混乱，人民苦不堪言。

民国20年(1 93 1年)裁废厘金，开征营业税，同时公布《统税条例》。

宜昌先后开征棉纱、面粉、香烟、布匹的统税。民国23年(1 934年)，省政

府从是年7月起一次裁废杂项捐税科目6种，但宜昌县的各项捐税仍然有地

丁、屯饷、五厘税捐、券票捐、屠税附加、契税、地丁堤工捐、地丁附加学

捐、买契附加、学产租课、学产房租、慈善产业租课、慈善产业房租、慈善

捐、商铺捐、田亩捐、特税附加、特税附收公益捐、筵席捐、车捐、戏票

捐、公安税捐等。尤其是“花捐”，不但应客的堂条每次要纳0．14元，而且

每一妓女每月要交6～7元。

民国29年(1 940年)6月12日，日军侵占宜昌城。伪政权除在经济贸易上

任意扩大利润率，大搞鸦片、食盐专卖牟取暴利外，还勒征宜昌进出口杂货

及屠宰、田赋、地价、产契、。牙帖、娱乐(即娼妓捐)等税捐，掠夺出逃市

民不动产租金，致使工商凋零，万民如洗。

抗日战争时期，关税、盐税、统税收入锐减，军费激增。为弥补财政短

缺，。民国26年(1 937年)扩充转口税，提高原税率，加征烟酒税等统税，印

花税加征l倍，罚款增大为20倍以上至60倍以下。是年lO月，公布土酒加征与

举办土烟丝税，新增遗产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至民

国36年(1 947年)计有国税、省税及地方税捐50余种。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100多年间，宜昌及其周边战乱、灾祸频繁，加之清

末和民国时期关税不能自主，关卡林立，苛杂百出，以及贪官污吏的贪赃枉

法、欺压盘剥，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

影。

从1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 993年，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税

收事业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脚步走过了曲折向前的发展历程。宜昌税务沿着

新中国税收事业的发展轨迹不断发展壮大，为宜昌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宜昌解放于1 949年7月1 6日。面对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萧条、财

政枯竭、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粮食奇缺、市场混乱的局面，宜昌市人民政

府、宜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派员接管了原有的宜昌海关、宜昌国税稽征



局、．宜昌县税捐稽征处、宜昌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等机构。并经过积极筹备，

在一个月之内迅速成立宜昌市人民政府税务局负责全市税务工作。与此同

时，宜昌地区及其所辖9县，也先后成立了地直及县直税务机构。按照中央关

于接管城市的指示精神，宜昌市在解放初期沿用民末税制，开征货物税、工

商业税(含营业税、所得税及临时商业税)、印花税、屠宰税、文化娱乐税

等税种。

1 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实施要则》，

规定全国统一征收14种中央税和地方税，白此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税制体系。

宜昌市除关税未发生和薪给报酬所得税、地产税、遗产税暂缓征收外，

实际开征工商业税、货物税、盐税、存款利息所得税、房产税、屠宰税j印

花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交易税。此外，还征收特产税、

土产税和地方政教建设事业费。

1 953年，在商品流转环节减少、税收收入相应下降的情况下，进行了以

简并为主的税制调整，重点是把原来的货物税与生产、批发、零售环节的营

业税、印花税、棉纱统销税以及棉花交易税合并在一起，集中到工业环节

(即工厂销售产品时)一次缴纳。这次的税制调整，由于过分强调简并，对

正常经济活动和税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为遏止这二趋势的发展，宜昌

地、市根据全国财经会议的精神和税法规定，从是年8月起，对私营批发商恢

复征税，并配合有关部门，打击非法经营活动，削弱私营批发商左右市场及

物价的势头，为巩固和增强国营批发阵地，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优势提

供了有利条件。

1 958年，受“大跃进”思想的支配和影响，全国试行将原来实行的货物

税、商品流通税与工商业税中的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同时变

更纳税环节，对工农业应税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实行两次课征的税制调整。

这次调整，税制虽大为简化，但税收特性却大为削弱，税款入库难以保证。

由此，宜昌和武汉等地一样，迅速停止了“税利合一” (实际是“以利代

税”)的试点。

在“积累税”、 “综合税”、 “行业税”简并试行与重点推广的基础

上，全国于1973年又确定全面试行工商税制调整，将原工商统二税及其附加

和屠宰税以及盐税合并为工商税，重新按行业和产品设计税目税率，并改变

部分征税方法，包括取消全部“中问产品”的征税等。此次简并后，对国营

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对个人、外侨

和外国企业保留征收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但对涉外企

业仍照征工商统一税。这次调整，对国营和集体企业基本上形成了单一税

制，因而制约了税收经济杠杆作用的正常发挥。

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行，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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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开始进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面性、结构性改革，逐步形成

由以流转税为主体向以流转税、所得税双重主体转变的多税种、多环节、多

层次的复合型税制体系。此后，对国营企业及部分行业进行所得税、增值税

试点；1983—1 984年，实行两步利改税与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

宜昌市实际进行了盐税、个人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j牲畜交

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建筑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等1 5个

税种和1-983年开始实施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收。1 984年后，又

开征或恢复征收了印花税、特别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私营企业所得

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建筑税同时废止)、

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9个税种，以及教育费附加、资源开

发(调节)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平抑副食品价格基金、旅游发展基金

等5个特定收入项目。

1 992年3月，宜昌地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行政体制。宜昌税务相应组

建成立新的宜昌市税务局，从此结束-了宜昌税务地、市分治的历史。1 993

年，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宜昌税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税制改革的重大

决策和部署，为1 994年分税制改革及新税制的正式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1 994年1月，宜昌全面贯彻实施新税制，建立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其主要特点是增值税实行价外循环，同时合并所得税

制，国有、集体、私营企业所得税制得到统一。伴随新税制实施，1994年7月

税务机构一分为二，国税局、地税局应运而生。国税部门负责中央税、共享

税及国家指定的税种和基金的征收管理，具体包括：增值税、消费税，金融

企业从1 997年起按提高3％税率计征的营业税部分；中央企业所得税以及中央

与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地方和外资

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出口产品

退税的管理；中央税、共享税的滞补罚收入，2001年开征的车辆购置税，

2005年起代收的工会经费。地税部门负责征收的税种为：营业税、个人所得

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房产

税、屠宰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地方企

业所得税(包括地方国有、集体、私营企业)、印花税、地方税的滞补罚收

入、按地方营业税征收的教育费附加。1995年后，地税部门还负责征收河道

堤防维护费、旅游发展基金、平抑物价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地方教育发

展费、社会保险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水资源费等规费。2006年开征

的烟叶税由地税部门征收。

1994年7月，宜昌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实行垂直领导和管理一新成立的



【1 84f)．：至2007年】

概述

宜昌市国税局、地税局坚持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税，强化税源管理，从成

立之初的收入数量管理过渡到坚持收入数量与质量并重、加强收入预测和监

控、弱化计划管理，走向组织收入工作目标管理和工作责任制管理，税收收

入任务管理方式不断改进，税收征管质量不断提升，税收收入结构不断优

化。14年间，宜昌市国税系统共完成各项税收收入390．7亿元，年平均增长速

度，达到1 9．6％，税收收入规模居全省市州第2位，仅次于武汉市，国税收入高

于经济增长幅度2．9个百分点，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45％以上。

实施新税制及机构分设以来，宜昌税务部门坚持依法治税，落实“两个

转移” (税收工作重心向征管和基层转移)，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以更

好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此；先后进行了征管、计会、机构等多项改革。

1 994年8月，在全市进行旨在普遍建立以“三自纳税”为基础的纳税申报制

度、积极推行税务代理，进一步加强纳税申报、代理、稽查“三位一体”征

管模式改革。同年，宜昌市国税局被国家税务总局确定为全国税收征管改革

1 8个试点单位之一。1 996年，推行“申报纳税、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微机

监控”税收征管新模式，逐步实现了由税务人员下户收税到纳税人上门缴

税、由分散征收到集中征收、由手工操作到网络支持三大历史性转变和申报

多元化、管理集约化、征管电子化、稽查规范化、服务社会化的征管改革目

标。同时进行计会改革，执行新的税收会计核算制度。1 998年，大力收缩和

适度集中税务机构，建立实行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管理模式。1999

年，在全省首批运行全国税收征管软件(CTAIS)，将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全

部纳入计算机网络管理，全市上线运行的纳税户覆盖率达1 00％。2000年，以

建立科学、严密、高效、规范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为目标，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2001年，顺利开通金税防伪税控系统，全市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进入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与此同时，按照“全部工作上机，全部信息上

网，全部人员会用”的目标，大力推行办公自动化建设。全市所有县(市、

区)局均建成局域网，逐步实现与银行、工商、财政等部门的网络互联，使

宜昌税收信息化建设和社会化服务进入崭新阶段。从2003年开始，在全市推

行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2005年，全面推行以“管户与管事、管理与服

务、属地与分类管理相结合”为原则的税收管理员制度，1在全省率先推行

“同城办税”。2006年，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和城区的机构设置。同时大

力推进CTAIS V2．0版上线运行。2007年，推行“一案双查”，充分发挥税收

稽查的功能作用。 一

宜昌税务部门坚持以人为本，从严治队，干部队伍素质得到提升。重视

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纪律建设和勤政廉政建设，坚持每年开展春季

集训，实行年度考试考核制度；1998年，宜昌国税系统率先推行以全员竞争

上岗+、搞活分配、动态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竞争、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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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风险三大机制，受到国家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充分肯定；探索能级

管理新机制，激发干部队伍活力；强化“两权”监督，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深入开展“正行风、树形象”活动；打造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节约型

机关，建立教育培训机制、开辟学习论坛，提高全市各级税务机关的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全市国税干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由机构分

设时的30％上升至1J2007年的92．8％；实施税收文化建设工程，编撰出版《中国现

代税收文化概论》、 《我国水电行业税收政策、分配及征管研究》、 《那些温

暖我们的岁月》等一批税收文化精品，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良好反响，涌现

出全国优秀税务干部陈孝明和全省优秀国税所长宋明生等时代楷模。

宜昌税务部门坚持以服务大三峡、积极支持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己

任，给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办税服务，大力推行“一窗式”、

“一站式”、 “一网式”、 “一线式”、 “八公开”、 “首问制”等办税承

诺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并规范办税服务内容和操作标准，开展阳光执法和透

明办税。认真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深

入开展税收宣传，及时把税收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和评

议，以良好的执法和服务形象，赢得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信任、理解和

支持。宜昌市国税局还为五峰甘沟、秭归周坪等地资助兴建3所希望小学。新

税制实施及税务机构分设后的1 4年，是宜昌税收史上全面、健康、快速发展

的时期，税收工作全面加强，税务部门形象不断优化，税收地位日益提高。

四

纵观宜昌100多年来的税收演进发展史，不难看出，中国税制历经沧桑曲

折而又逐渐发展进步。从晚清税收作用的衰落，到民国税收的混乱，再到新

中国“统筹论、区别论、无税论、工具论、杠杆论、法治论” (见《湖北国

税五十年》)的演进，随着人们对税收认识的不断升华与成熟，终于在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建立起以“统_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保障

财政收入”为宗旨的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从而促进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正是税收收入的强劲增

长和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才得以在2006年全面取消实行几千年的农业税，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践证

明，良好的税收制度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催化剂，科学的管理是税收制度

发挥促进作用的关键，和谐的税收内外环境是税收发展的基石，高素质的税

务队伍是税收制度得以落实的保障。100多年来，宜昌的经济税收发展经历了

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从川盐销鄂到宜昌开关，从改革开放到三峡工程的建

设，宜昌都出现了经济、税收相互促进、快速发展的局面。而宜昌最近10多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更体现出良好的税收制度对地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赋税发展的历程，为当今的税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然而，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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