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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漆才俊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

传统，编写税务专业志，在我县修志历史上是一项新创的工作，目的

是为了储存税收史料，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通过志书了解我县历代税

制的变革，税源的变化、经济的兴衰，税收的发展等等情况，可为

今后，特别是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系提供借鉴，为社会

主义建设提供咨询，亦是税收理论研究的重要材料·

《嘉鱼县税务志》收录了明、清以及民国的税收资料，系统地、

扼要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实际情况，具体

叙述了我县税源发展变化和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的方法，措施和成

果，并分期、分年，分税、分目精确地统计了各税征收，上解，提

成、减税免税等数据，内容丰富，结构严紧，不失为一部翔实的税务

历史文献。

《嘉鱼县税务志》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税务专业志，但在编修

志书上来讲，确实是一个尝试，难免有不当和不足之处；而从今后

看，对于修志之后继者来说，亦可称之谓探索。玉虽有瑕，不失为

玉，故欣然序之。



凡 例

一，本志结构，系文表结合，志体用语体文记叙，上限起于明

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限止于1985年。

二、本志所载税目、税率表、数字统计表和征收管理工作中使

用的稽查证、登记证和稽征管理人员标志等影印件，均随文编排。

。三，本志所载税目．税率表和征减免税规定，均以税制改革税和

税制调整时颁布的条例和法规为依据，在实施中对某些产品和某些

行业提高或降低税率和修改征、减、免税规定，鉴于交动频繁，均

不一详述。
四、本志对本县未开征的税种不载，对已开征的税种中本县无

税源的税目、税率亦不载入税目税率表中。

五、本志对史料中各个时期使用的不同名词，为保持原文面

目，均按原词编写，不易理解的即在词后用( )注明。

六、本志第二章税制，对民国以前各税附加，因名目繁多，且

其附加额超过正税，有的超过十多倍，故不另在第四节“附加”中

叙述，随正税一并编写。

七、由于财政，税务机构时分时合，财政与税收的法规互相牵

连，故将财政征管的贡赋、田粮和契税、农业税、渔业税等，一并

编入本志。

八、本志记载的货币金额，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

现行人民币制记载．币制改革前使用的旧币，每万元折新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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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嘉鱼县隶属湖北省成宁地区，位于鄂东南长江中游南岸，地跨

东经113。40’一114。12’、北纬29。48’一30。l r，，东邻咸宁，南

连蒲圻，东北与武昌接壤，西与洪湖、北与汉阳隔江相望。东南部

有少数丘陵，西北部为长江冲积平原，西濒长江，内多湖泊，地势

狭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东西宽17．54里，南北长75．5公里，总面

积1017．3l平方公里；耕地49．57万亩，山地12．34万亩，水面47．6l

万亩，其中长江17．49万亩。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水源丰富，土地肥

沃，素称。鱼米之乡一。农产品主要有水稻，棉花、黄豆，芝麻，苎麻

茶叶；水产品主要有鱼、莲、藕；矿藏有煤，锰、磷、重晶石，石

油和硅性耐火石沙；沿长江沙洲上盛产芦苇，柳条和建筑用的粗细

黄沙·农业生产逐年发展，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3．59亿斤、比1949

年的o．79亿斤增长4倍多；皮棉总产585万斤，比1949年的45万斤增

长12倍；芝麻总产量1 165万斤，比1 949年的238．2万斤增长3．9倍，

特别是平原地区的芝麻具有质白、粒壮，皮薄、肉厚，味香、含脂

量高等特点，素为孝感麻糖、嘉鱼麻糖的主要原料，在国内外享有

声誉；苎麻总产441万斤，比1 949年的60万斤增长6．4倍；茶叶自宋

至清有著名的阴山茶、湖西茶，清咸丰五年建有茶税分局，但清末

茶园荒废，至1966年才恢复发展，1985年茶园面积有0．58万亩，总

产137万斤；鲜鱼以内湖放养为主，全县有3个国营渔场，12个乡镇

渔场，1 9个村渔场，8个专业渔业队，．养殖水面8万亩，品种有鲭，

草鲢，鲤，鲒、鳊等，1985年鱼类总产1640万斤，比1949年的169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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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增长8．7倍：沙洲产芦苇面积27100亩，l 985年产量1 7240吨，产值

1418589元。工业从无到有，主要厂矿有棉纺，丝织、麻纺、针织、内衣，

床单、化肥、造船、造纸、水泥、农机、电机、电扇、玻璃、瓷

器、砖瓦，轻工模具、服装、篾柳、教学仪器，煤矿、酿酒等，

1985年总产值20518万元，比1981年的4498万元增长3．75倍，机引

耙，’瓷砖、床单、柳制品、玻璃制品等行销国内外。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开展，农村的产业结构巨变，乡镇企业遍布全县，1985

年固定资产348万元，产值2380万元。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税收

提供了物质基础。从1 949年7月至1985年底，全县各种税收收入累

计17580．93万元，其中：农业税3165．22万元，占18％；契税1．65

万元，占D．ol％；渔业税54．45万元，占o．3 1％；工商各税1401 3．1

万元，占79．T1％，年递增“％，各税附加346．51万元，占1．97％。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发挥了税收的经济杠

杆作用。工商各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1981年至1985年

征工商各税5906．99万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收入6656．67万元的

88．74％，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调节生产、调节消费、促进

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税收在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发展阶段其名称亦不同，有称赋税、

租税或税捐，其共同点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向经

济单位和个人无偿征收实物或货币，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

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税收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旧中国税收为封

建主义、帝国主义服务，其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民国二

十三年和二十四年(1 934--1935)，其搿税制改革前苛捐什税有3059

种，另外还有田赋、附加和各种摊派款。人民在苛捐重敛盘剥下难

以聊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税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税收来自国营和集体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创造

的纯收入，在劳动者个人所得分配之前，就已经作为一项搿社会扣

除糟，转为国家属全国人民财产，国家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当前

的利益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国家预算，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用于

有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

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符合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充分

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 ：。
‘

j’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历来是以土地课税为主体。民国二

十三年(1 934)，全县每石田(十亩)要征正税、附税，县政捐，

学捐，提捐、保安捐、保甲捐等七种税捐，计银币4．77元，占产量

价值的37％；税捐岁入合计搿国币一1 68296元，其中商铺捐7200元，

仅占岁入合计的4．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执行《全国税

收要则》，为有利于工商业的恢复-9发展，采取有差别的税收待

遇，工业轻于商业，日用必须品轻于奢侈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

业轻于无益于或少益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同时，为优先发展国营经

济和合作经济，还依法给予减免税照顾，促进生产发展，活跃市

场。1952年，全县市场商品零售额由1 950年864万元增加到1 043．1万

元，税收比1950年的32．22万元增长到l 13．18万元。

在实现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税收配合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本着公私企业搿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

则，于1953年对私营工商业开展了反偷税漏税斗争，全县共查补偷

漏营业额468874元，占纳税营业额23．6l％，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

促进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1 954年，全县遭受百年未有的洪水灾害，平原地区农作物绝收，

工商业户搬到丘陵地区生产自救，全县耕地和养殖水面共计受灾面



积d1．3万亩，其中淹没耕地面积47．4万亩，占耕地总面积51．6万亩

的91．9％，国家发放救灾款125万元。税收为支持灾区人民生产自

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按税收管理体制报经批准，对灾区人民

从事生产自救新办商业服务行业免征工商业税和工商所得税：新办

工业除生产烟、酒、糖外，其产品销售收入给于免税照顾；对灾区

老企业恢复生产，其应征的税款减半征收。当年税收收入仅96万元

比l 953年的l 28．5万元下降32．5万元，支持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

生产，发挥了减税免税的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1962#起，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全县税收工作认真贯彻执

行材从经济到财政”的方针，在实现搿五好"(执行政策完成任务

好，依靠党政结合中心爵，促进生产联系群众好，共同协作部门关
系好，工作学习劳动生产好)， “三无”(无漏征、无差错、无滞

欠)的基础上，进一步广辟财源，增加收入，取得显著成绩，1958

年省财政厅在县召开税收促进生产现场会。然而，此时出现税收制

度单一化，搞’。税利合一一，国营企业只交利不交税，片面强调税

收积累资金的职能，忽视税收对经济调节的职能，全县全年多交税

款178487元，其中，税收包干结算多交税款109844元，寅吃卯粮征

税68643元(抵缴了1959年应交纳的税款)。因此，1958年入库税

-款154．7万元，1 959年下降到ll8．1万元，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

影响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文化大革命”批判。烦锁哲学”，县内搞一种税，一个税率，

搞所谓搿三自”计税(自结、自报，自交)，税收制度再次减并，

国营企业只征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征工商税和所得税，违反了

拜依率计征，依法办事”的税收政策，影响了企业经济核算和经济

管理，由于中央强调搿保证税收一，在搿十年动乱一中，除1968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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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69年税收收入大幅度下降外，主要税源流失不大· 靠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全面改革了税削，建立多种

税、多环节、多次征的税收体系，进一步发挥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

用．1985年，全县征收税款1359万元，比1 949年的2．4万元增长565

倍，比1978年的707．25万元增长92％，比1981年的1164．27万元增

长16．7％。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税收必将一步

发挥其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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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 制

第一节税务机构

收历代集权于中央，县由知县主持，户房佐理，各级地方行

征。元设河泊所，明设课税局，清设钱粮柜。民国时期除地

收入和地方税外，中央根据税源情况在县另设国税机构。财

务机构、地方与国税机构。时设时撤，时合时分，变动频繁。

5月解放后，6月设工商局经征各税，l 1月，成立税务局，

后时有分合，l 984年分设税务局至今。

泊所：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县设太平湖、黄盖湖、头陀

思湖等四个河泊所，专司渔课。太平湖河泊所设于县置西偏

经征太平湖、蜜泉湖．白湖、龟湖(大岩湖)(陈家湖)等渔课；

河泊所设于石头口(赤壁)，经征黄盖湖、沧湖、左湖渔课；

河泊所设于港口头(港口)，经征蜀茶湖渔课；致思湖河泊所

宝嘴经征西梁湖、斧头湖渔课，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裁撤。

课局：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建，址在县署西偏塘湾。正

(1437)裁撤。

税分局：清咸丰五年(1855)建，隶属羊楼洞茶税局，址在

同治五年(1866)撤。

捐局：清咸丰五年(1855)设太平口宝塔洲、岛口(界石上

陆水西岸)，陆溪口、新滩口厘卡。同治五年(1 866)，宝塔洲厘

卡改为厘捐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厘捐局为统捐局。隶属羊

楼洞特别税捐局。民国-l--匕#-(1928)改为征收局，隶属县财政局·

钱粮柜：清光绪三十一年(1 905)县设钱粮柜于县署，下设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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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米埠、陆溪、簿洲四柜，经征田赋。民国十七年(1928)撤·

契税房、推收所：民国二年(1913)财政部《税官条例》规定，

县知事为征收机关长官，除钱粮柜，征收田赋外，当年增设契税局，

专司投税典卖田产契约事项、增设推收所专管民间买卖田地推粮过

户事项。民国九年(1920)撤。

财政科：民国九年(1920)设，辖钱粮柜，经办契税及地产税捐·

民国十七年(1 928)改为财务局，。十九年(1930)改财政局·

烟酒事务分局：民国十年(1921)设。湖北省烟酒局嘉鱼事务

分局一，接办县署代征烟酒税。民国十九年二月改为搿湖北省烟酒

印花税局嘉鱼稽征所一。民国二十六年(1937)撤。

营业税办事处：民国二十二年(19s3)省设羊楼洞营业税局，在

县设_湖北省羊楼洞营业税局嘉鱼办事处一，经征营业税、屠宰税，

牙税，当税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撤。

县民国政府第二科：民国二十六年(1937)，国民政府制定

《裁局改科办法大纲》，县财政局撤消。县政府设一，二，三科、

第二科下设经征处，经征省、县两级各税．

税务局：民国二十七年(1 938)十月三十一日日军侵驻县城·

国民县政府机关撤离，二十九年(1940)在南复乡成立县税务局，’

办理省，县两级税捐。民国三十年(1941)，省第一行政督察署在

韩家叽、陆溪口设行署直属稽征所。

税捐稽征处：民国三十五年(1 946)五月，撤销县税务局，成

立县税捐稽征处，下设鱼岳、陆溪、龙口、渡普、簏洲等五个稽征所·

直接税查征所：民国三十五年(1 946)元月成立，名_财政部

湖北区直接税局武昌分局嘉鱼查征所。一 ．

货物税办事处：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成立搿财政部湖北区



大冶分局嘉鱼办事处’’． 。

田粮管理处：民国三十六年(1 947)四月成立县田粮管理处，

经征田赋。

税务局：l 949年3月由县工商局统一经征各税。同年11月成立

县税务局，初在黄忠街原振华旅社，1950年迁东街忠善堂，次年迁

塘湾，1952年迁南街原凤鸣旅社。1958年4月与财政局并为财政税

务局．1960年四月嘉鱼与武昌合县，1961年儿月分县，复建为财政

局。1 962年6月1 5日析出成立税务局。1 998年改称口人民收入局·

1970年5月并入财政局。1973年1月改为财政科，1975年9月复名财政

局，1984年4月析出成立税务局，下设办公室及人事教育、会计、工商

税政、集体税政、征收管理等五股，下辖十个税务所和五个税务组·

明代嘉色县税务构机

负 责 人、
年 代 机 构 名 称 住 址

职 务 姓 名

l 364一1437
嘉鱼县税课局 塘湾

(元至正二
太平小白龟湖河泊所 塘湾 所官 汤 旺

十四年至明
黄盖湖河泊所 石头口 所官 一郑敏华一

正统二年1) 头陀港河泊所 港口 所官 罗学贡
致思湖河泊所 静宝嘴 所官 贴木儿

清代嘉鱼县税务机构

，、

清
咸
丰
五
年
、-，

1866(同治五年)

1905(光绪三十一年)

嘉鱼县茶税分局

宝塔洲厘卡

陆溪口厘卡

太平口厘卡

清摊El厘卡

簿洲厘卡

宝塔洲厘捐局

宝塔洲统捐局

羊
楼
洞

特
别
税

．1 捐
局

羊楼洞特别税捐局

8



一I

-▲

‘
叫

民国时期嘉鱼县税务机构及负责人更迭袭

负 责 人
公元 民 国 机构名称 附 注

职务 姓名

钱粮柜 有鱼岳，陆溪，米埠．
簿洲四处

1912 元年 嘉鱼县摧收所

嘉鱼县契税房

1920 九年 嘉鱼县财政科

1921 十年 烟酒事务分局

嘉鱼县财务局
1928 十七年 下设缎蟆矾和

宝塔i}fI征收局 局长 邱躬介
上关两稽征所

湖北省烟酒印花
1930 十九年 税局嘉鱼稽征所

1931 二十年 嘉鱼县财政局 局长 冯昆

羊楼洞营业税局
1933 二十二年 嘉鱼办事处

嘉鱼县政府第二科
1937 二十六年 (财 政 科)

嘉鱼县财政局 局长 涂时俊
1940 二十九年

嘉鱼县税务局 县长兼
局 长 郑蔚棠 下设径征处

韩家矶稽征所 所长 蔡鸣九 直属第一行政1941 三十年
督 察 署

陆溪口稽征所 所长 邓飞鹏

1942 三十一年十
至 月至三十三 嘉鱼县税务局 田粮处长

1944 年七月 兼局长 程觉僧

1944 三十二年八
至 月至三十四 嘉鱼县税务局 田粮处长

1945 年五月 兼局长 王治平

1945
三十四年六 县长兼
月至十月 嘉鱼县税务局

局长
陈德纯

1945 三十四年十
至 一月至三十 嘉鱼县税务局 县长兼 淡瀛

1946 五年四月 局长

1946
三十五年五 嘉鱼县毳霜霆 局长 黄呜佩月至八月 处长

1946 三十五年十
至 月至三十六 嘉鱼县税捐处 处长 龚吱山

1947 年九月
1947 三十六年十
至 月至三十七 嘉鱼县税捐处 处长 杨峙 下设鱼岳，陆

1948 年三月 溪，龙口，渡

9



负 责 人
公元 民 国 机构名称 附 注

职 务 姓 名

1948
三十七年四月 嘉鱼县税捐处 处长 高长勋 普，簿洲等五至

1949
至三十八年四月

1949 三十八年五月 嘉鱼县税捐处 处长
董全志

个稽征所

朱传礼
财政部湖北区直接

1946 三十五年一月 税局武昌分局嘉鱼 主任 万良玉 直属武昌分局
查 征 所

财政部湖北区货物
1947 三十六年二月 税局大冶分局嘉鱼 主任 刘霞飞 直属大冶分局

办 事 处

1947 三十六年四月 嘉鱼县田粮管理处 处长 况树人

1947 三十六年四月 嘉鱼县田粮管理处 处长 熊值一

代理
任璇艳1949 三十八年四月 嘉鱼县田粮管理处 处长

1 949—1 985年税务局股室及各税务所设置沿革表

机构 年度 股 室 基层税务所 附 注
名称 月份 1 2 3 4 5 1 2 3 4 5 6

工 1949年 1949年6一10月商 6JlO月
局 基层税收工作

陆 龙 龙 渡 簿 新工 由区乡政府兼1949年 溪 口 溪 普 洲行 税 会

政 务 计 税 税 检 税 税 滩作
“一12月 股 股 股 务 务 查 务 务 口组

办，未设置基
所 所 所 所 所

税 陆 渡 簿 层征收机构．

1950年 稽 秘 会 龙 普 洲
至 征 书 计 税 税 税

1951年 务 务 务股 股 股 所 所 所

1952年 稽 会 计
专 陆 城 渡 簿 新
卖 溪 关 普 洲 街

务 至 征 计 划 事 税 税 税 税 工
1953年 业 务 务 务 务 作股 股 股 处 所 所 所 所 组

秘 税 计 会
陆 城 渡 簿 新
溪 关 普 洲 街

1954年 监 政 划 计 税 税 税 税 工
局 务 务 务 务 作

股 股 股 股
所 所 所 所 组

1955年 秘 监 税 计 会 陆 渡 簿
溪 普 洲

至 书 察 政 划 计 税 税 税
1957年 务 务 务股 股 股 股 股

所 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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