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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地区税务志》和读者见面，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

事。自有修志历史以来，赋税总是志乘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成

书子战国时期的《禹贡》，记述了天下九州的山川、物产、贡

赋、交通等。明清时期，始有以赋税为主的专业志，如《田赋

志》、《赋役志》，《食货志》及《赋税全书》等。但由于历史

的局限性，历代志书关于赋税的记述，往往过于简略，内容片

面、零碎，统治阶级为了点缀粉饰太平，竭力标榜其“轻徭薄

赋’’，以此掩盖其搜刮民财，盘剥百姓的本质。继承和发扬地方

志的优良传统，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社会主义

新税务志，·就成为我们的一项历史任务。

《怀化地区税务志》的编修，始于1987年5月。局党组组织

人力，成立专门机构，经过积极努力，收集了大量的图书、档案

资料，又通过面访，信访，社会调查，在全区税务工作者配合

下，特别是修志同志的辛勤耕耘，历时三载，曾三易其稿，九订

编目，终于1990年4月定稿付梓。

《怀化地区税务志》的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

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着搿忠实历史，详今古弦的略

原则，实事求是地追述了明清(辰州，沅州、靖州)及民国时期

税收，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税收，概述了1950年至

1988年工商税收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变革，反映了怀化地区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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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时期的税务工作全貌．专志告成，为全区制定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为领导和企业单位进行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是一部

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编修税务志在我区尚属首创，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

总结历史，仅仅是初步尝试。因此，这部志稿之不足和疏漏，在

所难免，我们殷切希望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教正。

刘正章

1990年4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一般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对

某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988年。

二、本志结构，按篇，章，节，目安排。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按方志的基本体例，横排竖

写，纵横结合。

四、农业税现不属税务部门的征收管理范围，本志只作简要

记述。

五、新中国建立后的有关税收数据，历年税收任务的完成倩

况，一律按入库数填列。说明某项税目，品名增减变化的数据，

均采用征收数。

六、本志所使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均以当时通行的货

币名称为准。新中国建立后，以现行人民币为准。1955年3月1

日以前的旧人民币，均已按规定的比率折算为现行人民币。

七，本志对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纪年，均用当时朝代年号，

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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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怀化地区，位于湖南省西部边陲，全区南北长375公里j东西

宽175公里，土地总面积27524平方公里。雪峰，武陵两大山脉横

亘其间。，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为50．4％，现有木材蓄积量

5100万立方米，是国家南方用材林的主要产地之一。矿产资源分

布面广，储量较大。巳探明的有金，银，铜、铁、锡，金刚石、

重晶石、瓷泥等30余种，开发潜力较大。全区盛产油茶、油桐、·

松脂。柑桔、烟叶、中药材等。区内河流密布，沅水及其主要支

流渠、i舞、．巫，辰、酉水流经全境，坡陡流急，水能资源十分丰

富‘7 r’

，

_L ●
● ● ， ， _ ‘ 。

二‘ 新中国建立前，区内经济发展缓慢，丰富的自然资源未能得

以开发利用，而历代官府不断地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搜刮民

财，．使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

，
．

，

’-’怀化地区的赋税，历史渊远。据《麻阳县志》载： “苞茅

(即今苞茅山一带)不输齐贡，征之彦。可见当时统治阶级除凭

借对土地和奴隶的占有，直接剥削奴隶外，还凭借政治、军事的

力量，．向平民、奴隶及被征服的部落收取贡物。秦统一六国后，

设立，“治粟内史鼍，负责全国的财政，除增盐铁之利外，统二了

税赋。．但“赋敛愈重，戍徭无巳黟，造成秦王朝的加速灭亡。：

t．汉讥经过秦苛政与楚汉8年战争的破坏，田地荒废，人日
锐减，，提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高祖定租税15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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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文帝免收天下农田税12年，西汉后期税赋有所增加。有对

7岁到14岁儿童不分男女课税的埘口赋"，对成年人征收人头税

的“算赋黟，并对奴婢和商贾算赋加倍I此外还有户赋——每户

每年出户赋200钱}献赋——每人每年给皇帝63钱。东汉，刘尚．

马援镇压五溪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后，增重赋税，阶级矛盾，民族

矛盾进一步激化。

魏武改革两汉租赋制，免除口赋，算赋，规定了口户调彦，

每户出绢2匹，棉2斤，田租改为定额。

唐对推行口租、庸，调黟，并改进均田制，实质是迫使农民

受封建国家控制。‘德宗建中元年(780)始废除“租，庸、调打

法，实行搿两税移。两税法将当时的一切杂敛，总括子两税之

中，禁止其它苛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宋神宗时(1069)，王安石施行变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方田

均税法，由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田亩数收取赋税，使税负趋

向平衡。元朝赋税有田赋，盐税，榷茶，商税，还有所谓额外

课，课税项目达30个之多。明初，实行安养生息之策，田赋基本

上沿用唐，宋税制。明中期，皇戚贵族巧取豪夺，农民赋税加

重。1581年，明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一条鞭法一，即

把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

收税。

清初，沿用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康熙五十一年(1716)颁

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决定，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但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一方面

要应付对外巨额赔款，一方面要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军起义，靠地

丁，漕粮等项正常收入已无济于事，便加倍向人民勒索，遂于咸

丰四年(1854)开征厘金，后又加半厘，协厘。并对田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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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关税实行附挪~征税。。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以后，特

别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以后，为抵补巨额赔款导致的财政空虚，

又相继开征房捐、土药税，屠捐，宣统初年，全区赋税年额为

62．37Y两，其中地了11万两，厘金22．5万两、土药税24万两、田

房卖契税2．4万两，其它赋税2．4万两。 ，

．

民国初期i赋税沿用清末旧制。民国元年至16年(1912—
1927)，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政令不一，苛杂繁多，拥兵自卫

的大小军阀，借口部队给养，任意搜刮。除巧立名目，征收杂税

杂捐外，民国12年至15年，省财政司分配全怀化地区所属各县主

要税种的比额为120万元(银元)，较宣统初年赋税额增加近

40％。民国17年(1928)以后，南京国民政府鉴于清末税收名目

芜杂，课征方法不一，负税极为不公的弊端，曾实行税制的整理

与改革，首先明定国家，地方两税之划分，逐步建立起直接税，

间接税两大系统，并于民国24年、31年进行两次地方赋税的整

理。其时，全区各县共裁撤各项苛捐杂税104种，金额330余万

元．但国民政府为应付纷繁的军事供给，名目繁多的摊派和杂捐

却有增无减。抗Et战争期间，在。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的幌子

下，各项杂捐杂税被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摊派漫无限制，各项税

捐额增加9倍。1945年后为筹集内战经费，除加重旧税外，又增

加新的捐派。此期，全区先后增加特税，煤油特税，特产税，盐

斤口税、警捐，善后捐、自治户捐，田赋团款附加、场捐，月

捐，游击捐，毛厘捐、绥靖临时费等。民国36年(1947)，全区

税捐总收入为600258万元，又较1945年将近翻了一番。竭泽而

鱼，税源枯渴，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反动统治的灭亡。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国家税收经历了

建国初期的统一税收，建立新税制，1953年的调整税负，修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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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1958年的改革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I 1973年的简化税制，

试行工商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改革工商税制等五

次大的改革。现行税收制度巳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

制。社会主义税收在平衡财政收支，配合社会主义改造，积累建

设资金，调节生产和消费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和旧社会

的税收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通过税收取得的资金9又通

过财政预算安排，有计划地用于发展生产和举办各种公益事业，

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移。解放后的39年，全区用于生产

建设、农业投入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支出209369

万元，占全区财政支出总额的68．6％。

在不断完善国家税收体制的同时，税收的稽征管理也经历了

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对私改造时期，税收的稽征管理，以私营工

商业为重点，制定各税种的征收方法，采取一系列严密的征收管

理措施，加强源泉控制，开展反对偷税、漏税的斗争。这对恢复

国民经济，平衡国家财政收支，推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发挥了重

要作用。对私改造完成后，强调税收工作大搞群众运动，忽视专

业管理， “大跃进"中，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征收管理制度，说成

是迷信制度，单纯查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虽恢复了一些专业

性征管措施，但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彻底纠

正，征管松驰的局面还未能很好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一中，税

收稽征管理再次受到削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在党中

央，国务院重视下，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税收工作的措施，税收稽

征管理得到明显加强。1981年根据国务院决定，税务总局发布了

《关于清查偷漏欠税的通告》。1982年又开展全国性的纳税登记

工作。1985年至1988年，每年都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1988年，

全区共检查纳税单位和个人12754户(其中工商企业2207户，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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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户10547户)，共查出偷漏税2733．7万元(包括专业检查和

自查)。

全区广大税务工作者还充分发挥税收工作联系面广，信息灵

通的优势，在建国后的各个时期，认真贯彻落实搿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秒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本着“欲取先予，边取边予黟的原

则，促进生产，开拓税源。1988年，全区税务干部、职工在。促

产增收，支援生产彦的号召下，共办促产点1005户，这批促产企

业实现产值67860万元，利润8745万元，税金11466万元，分别比

上年增加32％，24％和36．6％。发展生产，为税收提供了丰裕的

税源，税收已成为全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7解放39年来，全区

税收收入除“文化大革命彦初期的1966年较上年有所下降外，收

入一直稳步上升。全区工商税收1982年跨亿元大关，1987年突破

二亿元。1988年入库工商各税25535．5万元，为1950年的63倍，为

筹集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 事，记

康熙四+八年(170．9)

辰州府城东设置盐卡，征收盐税。

雍正=年(IT24) ．

辰州府城南窑湾设税卡，征收木税。

乾隆六年(1741)

辰州知府陈文言，在府城西里许之北河口设卡，征收木税。

咸丰五年(1855)

湖南创办厘金，辰州、洪江设厘金局。

同治九年(18TO)

双江设厘金局，分上、下两卡。

同治十=年(1878)

托口设厘金局，下设滩头卡i

光绪十三年(1887)

洪江厘卡改土药局，征收土药厘税。

光绪：十九年(1903)

洪江士药局改为土药膏捐局。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洪江土药膏捐局改为统税局，年分土药税额库银24万两。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加强厘金征收，增设关卡。辰州、托口、洪江、双江四厘金

6



局共设卡15处，年比额17．3万两。

民国元年([1912)． ，一，’．』．‘， ．， ， ．．。
．

●

‘

。‘湖南将晚清时期的湘岸督销局改为湘岸榷运局。沅陵，洪

江，黔阳设榷运分局。
’‘’‘。+、‘

民国2年(19lS)
’

。‘8月，全区各县开征印花税；均系委托邮政，

发行销售印花税票。

民目4年(1915)
L ’ 、

银行或县商会

9月，沅陵设卷烟分局征收公卖费。其余各县由县署兼办。

民国5年(191e)
’ 。

-。’

一1溆浦县知事程国瑶贪污巨额税款潜逃。+
-。‘

民国6年(1917) · 一 一 -· ⋯

7月，将屠捐改为屠宰税。
‘ 、 · 一

12月，沅陵，洪江设印花税征收分处。。。一’

民国8年(1919)
’

张学济自称第二军总司令驻沅陵筹借年饷，预征田赋，发行

湘西纸币，全县骚然。 ·

杂军第三军总司令胡瑛驻辰溪勒揖极重。

民国9年(1920)
。

10月，沅陵，淑浦，芷江，黔阳、靖县，会同6县设立屠宰

税局，其余各县仍归县署征收。
。

民国10月(1921)
’

、 7月，屠宰税连同烟酒，印花，土硝各税，改归杂税局办

理。设立会同，沅陵，辰泸溆、芷黔，绥靖通，凤麻等杂税局。

民目11年(1922)

沅陵镇守使蔡钜猷抽收土税30余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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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2年(1623)

沅陵厘金局长陈永经乘即将卸任之机，串通浦市税卡主任，

加征过江厘，企图中饱私囊而归。群众十分不满，掀起一场抵制

过江厘风潮。

民国13年(1924) ．

5月22日，沅陵厘金局局长苏湘，因受扦子团牵制，服毒自

杀。

川军熊克武等号称10万，驻满沅陵城店屋，城乡揖款数10万

元。 ，⋯

民国15年(1926)

6月19日，永顺塔鸭产不法刁民甘栋臣冒充官长，指名收

捐，非法拷打、敲诈乡民，索银两百元，拿获解送镇署，经贺龙

提讯，于当日枪决于沅陵上南门。 ： ，

．

黔军总司令袁祖铭、师长何壁辉入县勒捐10万元。．

民国16年(1921') ，t

． ：省军团长戴恢垣与陈斗南部在陵城隔河大战五日，炮火满

城，勒捐抄掳，受害者千余家，百里骚然。一 ，⋯ ，’

民国17年(1928) -
，

12月裁撤厘金，机构撤销，改办货物统税，是月成立沅陵，

洪江货物统税征收局。 ． ， ，一．·

辰州常关移至桃源陬溪，更名武陵关。 ．．
，

．，

民国19年(1930) 。 一

沅陵、会同、辰溪、溆浦，芷江、黔阳，麻阳、靖县，通道

设营业税征收局。 ． ，

民国21年(1982) 一 ．
r，

1月28日，开征特种物品产销税，沅陵县城及凉水井设卡负

&



责征收。 ， j，∥。。·j：：，：‘

会同、沅陵成立营业税兼产销税征收局，其余各县配有营业

税稽征员司。 一， ．．|．

。。。

民国24年(1935) ， ．。

7月，营业税机构裁撤。沅陵、会同，溆浦设立税务局，翌

年增设芷江、辰溪、黔阳，靖县，麻阳5县税务局。． !，、．

民国26年(1937)
‘

．、． 一．

1月成立湖南所得税办事处沅陵区分处，辖沅陵，辰溪，溆

浦、麻阳，芷江等12县(黔阳，靖县、通道，会同属邵阳分

处)。
‘ ‘

．。 一

民国29年(1940) 。

‘ ’

6月，沅陵区所得税办事处分处改为直接税分局-O

民国31年(1942) ’· 一． ．：
’． ‘．：

会同、沅陵两县设立地方税捐征收处，撤销税务局。’

4月，设立长沙海关“沅陵办事处一、“洪江办事处"，征

收进出口物品的正附税及战时消费税。
‘

民国32年(1943) 一，

：·j靖县税捐征收处自治户捐征收员彭祖仁，贪污自治户捐及滞

纳金潜逃。
～ 、 一i；一：．

民国33年(1944) ·’7 -、。。

1月，芷江直接税查征所扩编为征收局，办理芷江、怀化、，

晃县3县直接税业务。嗣因商业不畅，税收短绌，于同年6月仍

恢复芷江查征所，。并将晃县查征所扩充为征收局。 ，’．

民国35年(1946)· ·．_ ·： ；”：，

全区除通道县外，各县均成立税捐征收处。 j：．

沅陵县税捐征收处长修先祥贪污税款18亿元(法币．)。，经县

9



参议会弹劾，畏罪潜逃。

民国37年(1948)

沅陵，洪江设立国税稽征局，各县设国税稽征所。

1949年

蒲和生部(解放时投诚起义)在怀化汽车站设立税卡，收

“买路钱∥。·

11月成立湘西税务局，辖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税务分局。

1950年

1月撤销湘西税务局，在湘西行政公署财经处内设税务科。

4月4日，新晃县税务局局长白新荣、干部夏瑾珊两同志，

执行公务，遭匪伏击，壮烈牺牲。

4月30日，会同专署税务局干部王保山同志，从芷江赴洪江

执行公务，遭匪袭击，以身殉职。

：tiffl4日，会同专署税务局由芷江迁洪江市办公。

1951年 一

3月贯彻第三届全国税务会议精神，发动职工开展护税斗争。

1952年

，8月16日，省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沅陵专署，所辖辰溪，沅

陵，溆浦，麻阳与会同专区属县合并，成立芷江专署，是年12

月，易名为黔阳专署，税务机构亦相应随之调整。

1953年

6月28日，黔阳专署税务局从洪江迁黔阳县安江镇办公。

11月11日，洪江市税务局干部刘伯志，因严格执行党的税收

政策，惨遭不法商贩杀害。四名凶手于1954年1月10日被处决。

1954年 ，·

专署税务局推广沅陵“计划杀猪彦经验，造成滥宰现象。全

10



区宰猪440321头，比1953年多宰91241头，头数比上年增加26％：’

重量只增加6％o’ ，

1。’

。‘；i：． “．，：

1955年

贯彻省十三届扩大税务局长会议精神，改进对私营工商企业

．征税办法，采取查帐计征，民主评议、定期定额等征收办法。

1956年 、 、

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税收征

收方法上废止了民主评议。 ．．
，

·

1957年 。·’

1月，接办国营企业利润滥交工作。

1956年

11月，全区基层税务所并入人民公社财贸部财政科。

1959年
”

． 4月，调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取消对公社的财政包干，恢

复基层税务机构，恢复对公社企业征税。 ·c-·’

同月，专署财政税务局改为专署财政局，主管全区财政，税

务工作。 ． ，t’

‘

1960年
。

‘

·

4月，在广西龙胜县召开边区协作会议，研究湖南城步i通

道流入广西的木材征税问题。 ·

1961年
‘

9月，湘西金矿划归桃源县管辖，税收移交桃源县税务局征

收。 ．

．
：

1962年
‘

·
‘． ：’+：

撤销专署财政局，分设专署税务局，财政局。

‘4月，专署税务局在黔阳托口进行征收集市交易税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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