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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644年至1994年，广西税收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清朝顺治元年至道光末年(1644至1850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入关，定都北京。顺治十

三年，完成对广西全境统治。当时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

业地丁收入，、厂税等税捐居于次要地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各项税捐应征定额263216

两(银，下同)，为地丁收入416399两的63。12％。截止道光末年，广西征收的税捐有厂税、盐

税、当税、牙税、矿税、契税、槟榔税等七种。征税权力集中于朝廷，具体稽征业务由府、州、县负

责，专业征收机构只有负责征收厂税的各府、州、县税厂。
’

咸丰元年至宣统末年(1851年至1911年)乙．这期间，帝国主义入侵加剧，各地农民革命迭

起，特别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声势更大。全省军费开支大增，地丁收入锐减，加上清廷庚子赔

款摊缴，财政更加困窘，收不敷支，缺口巨大。为此，趁朝廷允许地方开征新税之机，从成丰五年

(1855年)起，开征厘金；同治年间，开征浔州南北河护商经费、蒙江饷捐、长安勇饷捐；光绪年

间，开征土药税、酒锅油糖榨帖费、米谷练兵经费、赌捐、妓女捐；宣统年间，开征购烟牌照捐、客

栈牌照捐等等。至宣统末年止，先后开征和改征的新税、捐、费达19项之多。与此同时，对原来

征收的盐税、当税、契税实行加征或提高税额税率。对盐税、百货统税等主要税种，还增设省级

主管机构和基层稽征机构，加强征管；或实行招商承包，加强稽征。宣统元年(1909年)，全省税

捐收入3266869两，．是同年地丁收入468756两的6．97倍，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9．05％，已取

代地丁收入成为全省最主要的财源。但大肆搜刮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宣统末年，岑溪、镇边、

永福、怀远等州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捐斗争，汇入埋葬清王朝的滚滚洪流。 ‘

辛亥革命后，广西宣布独立。民国元年至10年(1912年至1921年)7月，旧桂系军阀陆荣，

廷统治广西。他为满足其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把征税大权集中于省政府，自设征收机构，自

订征收章程，任意搜刮，自收自用，对原征各税实行各种加征和附征，其中仅加征行政盐捐一

项，民国6年至9年即达222．3万元，占同期盐税总收入48．08％。另外还开征印花税，烟酒特

许牌照税、烟酒公卖税等等。民国6至9年，各项税捐累计收入1964．79’万元，年均491．2万

元，比宣统元年收入453．74万元(原为326．69万两，按0．72两折算为1元计算)，增加8．26％。

民国10年7月至14年6月，旧桂系下台，各地自治军划地称雄，互相混战，政局动荡，战
。

乱不已，各地税务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百货统税、盐税、烟酒税、屠捐等主要税捐，实行招商承

包，不便商包和无人承包的，则委托县政府代征，税收工作陷入混乱状态。

民国“年7月，新桂系军阀上台统治广西，对税收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一、整顿烟(鸦

片)税、赌税、百货统税：盐税，并将禁烟罚金列入预算。二、对外国进口的烟酒、煤汽油和不纳百

货统税的货物实行征税。三、简并重复征收的货物通过税，实行一次课征，同时相应撤并税务机

构。四、取消招商承包和比额制度(对征收机关规定每年征收定额，并按完成定额的情况给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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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的一种制度。)，实行直接征收，实收实解。经过整顿，民国15年至17年全省税捐累计收入

6272万元，年均2091万元，比旧桂系统治的民国6年至9年的年均收入49l万元，增加3．26
倍。 ．

．

民国18年，蒋桂战争，新桂系战败出走，在此战乱期间，主要税捐又恢复采取招商承包的
办法，部分税捐甚至中断征收。

。

民国18年12月11日和19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百色、龙州起义，成立

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左右江人民政权，废除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旖行合理的税收政策，使

税收成为革命根据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有力地保证了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的需要。

民国20年，新桂系重新统治广西，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刀为号召，实行“三自刀(自卫、自

治、自给)政策。在税收方面，整顿禁烟税，简并重复征收的税捐；统一核定各税附加率；划分省、

县两级税捐；同时在全省普遍设立征收机构，推行直接征收；制定县政府代征办法；取消招商承

包，使税捐收入有较大增长。民国20年至25年，年均收入2591万元，比民国‘15至17年的年
均收入2091万元，增加23．’91％。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央接管广西国税，建立起国家、省、县三级税收体制。．广

西税收开始纳入全国统一的轨道，但主要征税权力和主要收入仍在省政府。为适应战时财政需

要，国家、省、县均先后开征了一些新税，如国税的过分利得税，省税的榨碾业、窑业等营业牌照

税，县税的富力捐等等，并提高了部分原征税捐的税率、税额；同时建立起国、省、县三级税务机

构体系，逐步推行源泉控制的征收方法，加强稽征管理。这对保证战时财政需要，起了重要的作
用。 ．

民国31年，国民党政府将省级财政并入中央系统，实行国家、县两级财政税收体制。广西

的税收，基本上都按全国统一税法规定征收。同时取消货物通过税，征收货物出产税，简并税

种，统一规定法定的县地方自治税捐，税收收入大部分集中于国家一级。民国31年至34年，国

税收入占66．2％，县税收入占33．8％。
’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7月，恢复实行国家、省、县三级财税体制。将部分国税下放给

地方，重新调整税收收入分配。民国．36年，国税收入占30．75％，省税收入占4．07％，县税收入

占65．18％。

民国36。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内战不断扩大，军费激增，通货膨胀，物价飞

涨，财政税收状况日益恶化。为进一步运用税收工具加强掠夺，又将早已废弃的货物通过税重

新恢复征收，并开征房屋、盐、矿产自卫特捐，实行营业税预征拦征，所得税估征，任意提高屠宰

税、货物税、烟酒税等税率，各县还普遍开征特产税。横征暴敛，必然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因此

各地“反三征”(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浪潮迭起，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解放后，广西税务部门在积极完成工商税收任务的同

时，还承担着监督国营企业解缴利润、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等

工作。 ‘

40多年来，工商税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57年，税收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是税收工作的一个黄金时代。

解放伊始，百废待兴。为保障革命战争供给，支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各项建设的需要，

各级党政都把税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一方面迅速接管旧的税务机关，重新组建新的
一2一．











品，从投产之日起，免征产品税五年；为推动横向经济联合，对联营企业由于联合项目产生的新

增利润减半征收所得税五年。到自治区确定的环江县等49个重点扶贫县进行联合经营所得的

利润，一律先分后税，前。3年免征所得税，后2年减半征收。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中，企业进行

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所得的净收入，在50万元以下的，免征所得税；为扶持发展新产品，对列入

国家、自治区、地市试制计划并鉴定合格的新产品，分别免征产品税，增值税3年、2年。1年。拐

外，对基层供销社、食品工业、老企业安置城镇待业知青、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等等，都给予

一定的减税免税。．又如在促进对外开放方面，为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多年

来一直认真贯彻执行出口退税政策；为鼓励外商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一

直实行税率从低，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政策。对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以

及外商投资企业转让科研成果、兴办开发能源、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或农林牧项目，到自治区

确定的环江等49个重点扶贫县兴办企业等，都分别给予免征或减征地方所得税的优惠。这些

措施对促进广西经济腾飞，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在征收管理方面：这一阶段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从上到下系统地成立专业机构，加强

专业管理。1984年起，自治区及地、市、县税务局先后成立征收管理处：科、股；1985年至1987

年，各市、县成立了78个税务稽查队；1989年各市、县普遍成立发票管理所；1990年各级税务
局相继成立稽查处、科、股，1994年又在原有稽查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力量，组建稽查分

局，赋予检查权、征收权、处罚权，以加强税务检查的执法力度。与此同时，各级税务部门还与政

法部门密切协作，加强综合治理，以法治税。1986年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税务局决定，

在税务系统配置税务助理检察员，1988年市、县税务局成立税务检察室，1990年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税务检察室成立；1989年以后，部分基层税务机关还在公安部门支持下，成立了公安执勤

室：与人民法院建立了一定形式联系制度，这为严肃税收法纪，打击暴力抗税行为，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二是为征管模式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过去沿袭白铲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

一”的模式，对外管理偏松，查处偷税漏税不力；在内部缺乏监督、制约机制。1988年开始探索

改革，1989年在容县召开征管工作会议，变税务人员上门收税为纳税人主动上门申报纳税，

1991年在平果县召开基层税务工作会议推进征管、检查两条线的征管模式；1994年大力推行

“以票管税”，并在北海市进行以现代化手段为依托，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务稽查相结合的政

革试点。三是建立健全征管制度，加强以法治税。1986年至199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了=

((关于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自治区税务局先后制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税收管

理暂行办法；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会计制度、财务管理若干规定、帐薄管理实施办法；税收驻厂征

收管理试行办法；关于实施《税务行政复议规贝归几项规定；关于实施《税务机关查处税务案件

办最眵的规定；纳税检查规程(试行)；税收征收管理暂行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小规模

纳税入管理办法，等等。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税法宣传教育活动；自治区税务

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还下达了“关于维护税收法制，保障税收工作顺利。

进行的联合通知))；同时，年年都开展税收政策大检查，1985年至1994年查出的偷税漏税达

222456万元。四是通过征管活动，积极促产增收。在城镇，着重促进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增强

活力，在狼抓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在农村，着重结合当地经济优势，抓重点税源、骨干项目、重点

产品，从政策上、工作上予以扶持，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卷烟、机糖两项重点税源而言，通过扶

持，促进了生产，税收也大幅度地增加，两项合计，1985年税收比1980年增长31．31‰1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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