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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史是一面镜子，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史、志是民族

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历史的再现，也是中华民族子孙后代

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途径，对激励今人，教育后人将起重要作用。

《榆中县税务志》是一部地方专业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

十年来榆中县第一部税务志，它是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志》

编纂小组数年辛勤劳动的结晶。该志以尊重史实为宗旨，对榆中县清

末、民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的发展变化，机构

设置以及税收收入等情况作了较为翔实的记载，相信会对各经济部门，

特别是税务部门的同志了解、研究榆中税收工作发展历史，弘扬时代精

神，从而借鉴历史，着眼现在，展望未来，搞好和推动今后的工作，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

愿民族文化永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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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县历年工商各税收入占县财政总收入比例表

单位：元

年度!财政总收入I素税收要l复哭政晏 年度‘!『}}政总收入
工商各税 占财政总
收 入 收 入％

1949

(8一12月)560，000：24,438
4·36 1970．4,988,000·3，801,134

76．2
‘

1950 ：730，000 192，133 26．3；1971 6，235，000 4，067，765 65．2

一 一_h—————_—一—————_一

1951 1，690，000 937，346 55．5 1972；5，751，000·3，872，780 67．3

1952 2，llO，000；1，392，175 66．0’1973。4，640，000 3，274，859 70．6

1953 —1，960，000 l，658，381 84．6 1974 5，996，000 4，647，896 77．5

1954 12，115，000 l，596，013 75．4 1975 7，173，OoO 5，644，381 78．7l————r一——。——。一——一————
1955 2，420，000 l，436，642 59．5 1976 7，251，000 5，929，254 81．8

一一——一1——————-一——一 一一一一～
1 956 3．3'26．000 2，142，53l 66．4 】977 7，245，000 5，966，000 82．3

1 957 3，543，000 2，461，431 69．5’1978 7，661，000 5，959，244{ 77·8

1 958 5，71 6，000 3，198，597 56。0 1979 7，384，000 6，31 8，000 86．5

I’—— 一‘ 一一一⋯——
1959 ．5，760，000 i2,345，696 40．0 1980 7，900，000 6，688．290．84·7

1960 4，547，000 1，727，452 38．0 1981 8，840，000 7．843，550 88·6

————一—————一 一 一 一196l 1，879，000 8．o,6，4 C?42．9 1982 8，553，000 7，523，742}88·O

1962 +1，603，000 898，372-56．0 1 983 9，217，000 7，984，497：86·6

1 963 2，801，000 1，799，273 64。2 1984 9，5,t5，000 6，445。913 88·6

1 964 6，894，000 4，937，079 71．6 1985 12，280，000 9，833，998{80·l
，——一————————：．．—— ⋯

1965 。5，6e6，000 4，163，937；74．3 1 986 12，594，000 10，463，648；83·l

1966 14，681，000 3，501，203 76．5 1987 15，063，060 12，473，000 82·8

’

1967 4，701，060．3，713，517；77。7 1988 16，369，000 13．680，000+34·7

1968 4，297，000 3，220，823 75．0 1989{10，278，000 1 6，785，000 87·1

1969 4，456，000 3，269，540：73．4 1990 21，436，000】8，866，000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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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榆中县位于甘肃中部，东邻定西县，西靠兰州市七里河、城关区，

西南与临洮县相接，北隔黄河与皋兰县，白银市相望，东北与靖远，会

宁县接壤。县城距兰州市5I公里。总面积3245．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1 20万亩(内有山地90万亩，川地3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5．57Y亩))·

全县为黄土丘陵沟壑区，海拔在1430米(青城乡东滩)一一3670米(马

唧山主峰)之间，县城区海拔l 87 3米。年平均降雨量350毫米左右。是

个沟壑纵横，土地脊薄，干旱缺雨，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穷

困地区。粮食及经济作物主要有：小麦、洋芋、玉米、糜、谷、豆类、

油籽、棉花、蔬菜、瓜果、烟叶，大麻、甜菜等。马唧山和兴隆山植被

为天然针阔混交林，有林面积为1 o万亩；石灰岩储量丰富，分布于高崖

至银山地带，为全县发展石灰、水泥等建材工业提供了天然条件； 上

庄、新营乡产白云石，并加工白云沙；定远乡水岔沟和连塔乡马家函一

带有煤矿，年产煤4万吨左右；南山盛产药材，有当参、当归，贝母、

小苞枇杷、赤芍、鹿含草等百余种。

兴隆山松柏四季常青，风景秀丽，为旅游避暑胜地。

全县共有28个乡(镇)，268个行政村，3 9．2万多人，有汉、回、

藏、满、蒙、苗、僮、土、东乡、撤拉、朝鲜、维吾尔等l 3个民族。黄

河流经西北部经来紫堡、园子岔、上花岔、青城4个乡后入靖远地界，

全长50余公里，大部分为界河，建有和平，三角城、青城三座大型电力

提灌工程，灌溉面积10万多亩。

县内拥有公路1 67条，其中省属干道6条。陇海铁路由西向东穿境



而过。

以绿烟叶为原料生产的水烟丝是榆中的特产，年产200万公斤左

右，为榆中县重点税源。l951年入库烟丝、烟叶税金728千元，占当年

工商税收总收入的77．7％。随着经济不断增长，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建材、造纸等行业增长较快，税收来源发生变

化，烟丝，烟叶税金占工商各税总收入的比例逐渐下降，1 990年入库烟丝

烟叶税金455 9千元，虽占工商税收总收入的24．1％，但仍居各税目的首

位。全县税收主要来源于国营、集体企业，l 990年入库的税款国营企业占

54．5％，集体企业占37．5％，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只占1．4％和6．6％。

在国营企业中，税收主要来源于县属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中，税收主要由

乡镇企业缴纳，1 990年乡镇企业缴税5683千元，占集体企业缴税总数的

77．46％。第二步利改税后，征收的税种主要是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

税。l 990年入库的工商税收收入中，产品税占25．9％，增值税占2 9．6％，

营业税占34．3％，三税合计占89．8％，是榆中工商税收收入的骨干税

种。

榆中县税务局座落在县城一悟路西端。县局设有6股：人事股、监

察股、计会股、税政一股、二股、征管股；l队：稽查队； 1室：办公

室，以及县检察院驻税务局检察室。基层有l 2个税务所，1个征收组，

1个检查站，具体负责全县2053户纳税单位和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全

局共有正式职工120人。

榆中县税务早期历史资料，有据考查的为清代、民国时期，且残缺

不全，断续无章，仅从查到的资料看，民国后期榆中经济落后，商业萧

条。但民国政府为了维护反动腐朽的统治，只好以加重税收的方式来满

足贪官污吏奢侈生活的需要。致使苛捐杂税繁重，农民生活痛苦不堪。

仅民国三十六年(1 947)榆中共收各种税捐2 34，046，1 54元，且此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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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向商人征收外，多半为向农民直接摊派征收，本就生计艰难的农民，

纳不起重税，只好背井离乡，乞讨为生。

l 94 9年8月1 6日，榆中解放，建立了榆中县人民政府。9月2日县政

府决定成立榆中县税务局，将金崖、条城(青城)和县城原国民党税务办

事处和稽征所进行了接管，留用部分旧税务人员，补充了一批新人员。机

关当初设在金崖，同年1 2月奉令迁往县城。

建国之初，解放战争尚在进行，百废侍兴。恢复经济，整顿财政是

当时的重要任务。首先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榆中县只对营剁

事业所得税、普通营业税、一时营利所得税．印花税、货物税、 交易

税、屠宰税、使用牌照税沿用旧制进行征收。全年(8～1 2月)共收税

款244，384，058元(旧币)。

l 950年全国统一税政，经过调整．合并，统一为l 4个税种，中央陆

续颁布了税收法规和《税政实施要则》。新的税收政策趋向经济深度

发展，历时短短3年(1 950—l 952)，榆中县税收收入从l 92，1 3 3元(50

年)增加到1，3 92，575元(52年)， 扭转了民国政府遗留下的百孔千

疮的混乱局面，恢复和发展了经济。

l 95 3年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提出税

收工作的重点是调节经济，大力组织收入，逐步利用、限制、改造非社

会主义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经济日益繁荣，税收制度

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已不相适应，为了解j夫这一矛盾，对原有的工商税

制作了若干修正，试行商品流通税，修订了货物税和工商业税中的营业

税等。改变了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度，这对发展国民经济，扶助合作

经济，加强对私改造以及保证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作

用。l 956年对私改造完成以后，税收的征纳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于

l 958年进行了改革税制，将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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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对工农业产品，．从生产到流通， 实行两次课

税制。
’

但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税务机构几经分合，；人员变动频

繁。1 958年实行税收收入由公社包干，基层税务机构撤销，税务干部分

配到公社工作，使征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烟叶减

产，使税收收入大幅度下降。1 95 9年税收收入2，34 9，697元，比1 958年

的3，1 98，5 97元下降26．5％；1 960年1，727，452元，比1 958年下降46％；

1 96 1年806，402元，比1 958年下降75．8％。

1 96 1年底，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执

行，税务机构重新建立，招回了部分税务干部，税收工作有了加强。从

1 962年起，税收收入有了上升，1 964年由于烟叶的丰收和“四清运动矽

对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使榆中县税收收入达到了

4，937，07 9元。

l 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黟，国家在各方面遭到严重损失。

把税收政策和税收杠杆当作“条条专政力来批，把监督职能斥为“管、

卡、压黟，把已经简并了的税制，又作为“繁琐哲学一批判。各种造反

派组织相继成立，实行夺权，搞派性，使税收受到了严重影响，收入下

降。l 966年3，581，203元，1 96 9#-3，26 9，540元，分别比l 964年下降

27．5％和33．8％。

1 97 3年起在全国试行了工商税。这次改革，把工商企业原来缴纳的

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及盐税

合并成一种工商税，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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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这样， 工商税制实际上已改变为单一税

制。

l 958年和1 973年的这两次改革，都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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