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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窖
甫q 雷

纂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世行远，源远流长。司

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找出事物的规律，垂

鉴于后世。及晋、宋、至明、清达到方志之鼎盛。都有着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支柱，关系到天下治乱，国家兴衰、人民生

产、生活的安定，历代史家都注重记载赋税。从《尚书·禹贡》，到以后

各代志书的食货、方贡、赋役等篇都对税收有详确记载。潍坊市地

处沿海，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交通便利，资源丰富。自明万历，

清代康熙、乾、嘉至民国，每隔几十年即纂修志书，恐事迹之湮没。

至我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岂能不编纂付梓传于后，

以备有所取舍，由此编志之事，倍感迫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j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经济繁荣，

人民富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明盛世。1 982年市委成立史志领导

部门，敦促我局建立编志机构，我局乃于1 984年4月组织成员，搜集

资料着手编纂，历时四载，草创结束。内容共分9章3 1节，20万

字。时间自1840年起至1 98 5年止。并略叙了清以前各代税收和附录

日伪时期的苛捐杂税。采取详今略古。其兴衰治乱，扰民与利民可

见一斑。新中国的税收，取之于民，嗣之于民，扶持发展生产，远

非历代可比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的事业，亦为后代

借鉴评论。由于我们素质水平所限兼资料缺乏，恐难达到预想之要

求，后之览者自有评议，希领导及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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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断限时间：上起1 840年下迄1 985年，对个别税种因事而

异，扼要的有所上溯。

二、内容：除前言、凡例、附录、编纂领导人名单、目录外，

共分9章31节59目，共20万字。

三、体裁：采取横排竖写，以事为经，以时为纬，力求横不缺

顼，纵不断线。’

四、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志、记、录、图、表等多种

形式。

五、历史纪年：通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公元纪年，历代当时通用

之称谓，在公元年后括号内注明。

六、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币为单位，对i日人

民币折成现行币值，保留原币值的作了注明；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

币值加以注明；对建国前历代币值，为保持历史原貌，均以当时通

用币值，银两银元、法币等记述。

七、史料来源：市档案馆、市财政局、本局档案，各县区税务

局以及外查函调、口碑资料，经鉴别整理后采用。
‘

八．．潍坊市税务局(即1 948年新组建的昌潍专署税务局)是解

放后新设机构，文内所述解放前之史实，是潍坊市辖区内的税务史。



目 录

第一章税务机构沿革⋯⋯⋯⋯⋯⋯⋯⋯⋯⋯⋯’⋯⋯⋯⋯⋯(1)

～一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赋税机构⋯⋯⋯⋯⋯⋯⋯⋯⋯⋯⋯(I)

第二节 民目时期的税务机构⋯⋯⋯⋯⋯⋯⋯⋯⋯⋯⋯(1、

笫三节 解放区的税务机构⋯⋯⋯⋯⋯⋯⋯_⋯⋯⋯⋯(1)

笫四节 建国后的税务机构⋯⋯⋯⋯⋯⋯⋯⋯⋯m⋯⋯(4)

一、税务机构的建立和调整⋯⋯⋯⋯⋯⋯⋯一．．⋯⋯(4)

二、市税务局领导成员的更迭⋯⋯⋯⋯⋯⋯⋯⋯⋯(9)

三、198 5年潍坊市税务人员基本情况统计⋯⋯⋯⋯(I 1)

四、1 98 5年县、区局副局长以上干部名录⋯⋯⋯⋯(i 2)

第二章 税制沿革⋯⋯⋯⋯⋯⋯⋯⋯⋯⋯⋯⋯⋯⋯⋯⋯·⋯··(I 7)

第一节 清代以前的赋税⋯⋯⋯⋯⋯⋯⋯⋯⋯⋯⋯⋯⋯(I 7)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税收⋯⋯⋯⋯⋯⋯⋯⋯⋯⋯⋯⋯⋯(I 9)，

第三节 解放区的税收⋯⋯⋯⋯⋯⋯⋯⋯⋯⋯⋯⋯⋯⋯(1 9)

第三章 新中国税收的建立和发展⋯⋯⋯⋯⋯⋯⋯⋯⋯⋯⋯(30)

第一节 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30)

第二节 1 9 53年税制修正⋯⋯⋯⋯⋯⋯⋯⋯．．-．⋯⋯⋯⋯(31)

第三节 1 9 58年改革工商税制⋯⋯⋯⋯⋯⋯⋯⋯⋯⋯⋯(32)

第四节 19 73年试行工商税⋯⋯⋯⋯⋯⋯⋯．⋯⋯⋯⋯⋯(34)

第五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税制改革⋯⋯⋯⋯．．-⋯“(34)

第六节 税收的征收管理⋯⋯⋯⋯⋯⋯⋯⋯⋯⋯⋯⋯⋯(37)

一、纳税登记⋯⋯⋯⋯⋯⋯⋯⋯⋯⋯⋯⋯⋯⋯⋯⋯(37)

二、纳税申报⋯⋯⋯⋯⋯⋯⋯⋯⋯⋯⋯⋯⋯⋯⋯⋯(42)

1



三、纳税鉴定⋯⋯⋯⋯⋯_⋯⋯⋯⋯⋯⋯⋯⋯⋯⋯(42)

四、帐务、票证管理．．⋯⋯⋯．．_．．⋯⋯√⋯⋯⋯⋯⋯··(43)

五、征管档案⋯⋯·‘⋯一⋯⋯⋯⋯⋯⋯⋯⋯，一_，·¨．．．．(∞．)

六、税务专管员劁度⋯．．．_⋯⋯·，⋯⋯，⋯“．·，⋯．⋯．．㈡·(46)

七、征．收管理⋯⋯⋯⋯·，⋯．．，⋯⋯、一．⋯⋯¨一。⋯⋯．．．．．．·(．49)

瓜、纳税检查⋯⋯⋯⋯⋯·．⋯一．⋯⋯、．．⋯⋯⋯．⋯一．一·。．(52)

九、税收收入⋯．．．⋯⋯⋯"⋯⋯一、⋯⋯，一∽·．_⋯·．一．⋯(；53)

第七节促产增收发展经济⋯．Ⅵ．、．”．．-．．⋯·．⋯⋯⋯Ⅳ．⋯⋯⋯r R3、)

彳、扶持乡：镇、村办企业．¨，⋯⋯．．．⋯⋯．⋯·．⋯．．．⋯·(63)

二、支持帮助国、合企业⋯·．．．．．⋯⋯．⋯．⋯⋯⋯⋯。⋯(63)

三、减税免税促进企业发展．．．．．．-．．．⋯，⋯⋯⋯⋯一⋯一(64)

四、支持发展农副业⋯i⋯⋯⋯⋯⋯⋯⋯⋯⋯⋯¨一。(．65)

第八节税收，的计划、会计，统计_，⋯．-．．w_⋯⋯⋯⋯·-(71)

第四薄建国后，的税种税目⋯⋯⋯⋯Ⅵ“，⋯_⋯¨∥⋯⋯二⋯一．(79)

第_节，工商各税⋯⋯⋯⋯⋯⋯⋯⋯⋯⋯·．⋯．⋯⋯⋯”⋯。(76)

。f、货物税⋯⋯⋯⋯⋯⋯⋯⋯“．．．．⋯⋯．．t．一．⋯⋯⋯一+(76)

二、商品流通税．⋯¨·．．．．．．．．．⋯⋯⋯一．．．．．⋯⋯⋯⋯⋯一(+S1)

三、利息所得税⋯⋯⋯⋯⋯⋯⋯⋯⋯⋯·j¨⋯⋯_·．(S5)

四、工商业税．．⋯⋯．⋯⋯⋯⋯⋯⋯⋯⋯⋯⋯⋯⋯_7．(零5)

五、工商所得税⋯⋯⋯⋯⋯⋯⋯⋯．，．．⋯⋯⋯⋯⋯．．．．(91)

六、莫体企业所得税⋯⋯⋯⋯⋯⋯_⋯⋯⋯⋯⋯w<99)

七、国营企业所得税⋯⋯⋯⋯⋯⋯⋯⋯⋯⋯⋯⋯(1 00)

八、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105)

九、外国企业所得税⋯⋯⋯⋯⋯⋯⋯⋯⋯⋯⋯⋯(1 06)



十、棉纱统销税⋯⋯⋯⋯⋯⋯．=；⋯“^⋯⋯_⋯(1 07)

十一、屠宰税⋯⋯⋯⋯⋯⋯⋯··：⋯⋯⋯m⋯^⋯i：1右亍)

十二、牲畜交易税⋯⋯⋯⋯⋯⋯⋯⋯^“⋯山⋯(i 09)

．十三、集市交易税⋯⋯⋯⋯⋯⋯⋯⋯⋯⋯⋯⋯⋯(I 10)

十四、城市房地产税⋯⋯⋯⋯⋯^⋯㈠‰⋯“⋯(一1 i 2)

十五、文化娱乐税⋯⋯⋯⋯⋯⋯⋯⋯_“⋯出“r(I 1 3)

十六、特种消费行为税⋯⋯⋯^．、．⋯⋯-⋯⋯⋯(1 I 5)

十七、车船使用牌照税⋯-小心“小^⋯．．．硝一·(1 I 7)

十八、印花税⋯⋯⋯⋯⋯⋯⋯⋯_⋯⋯⋯⋯⋯⋯(1 26)

十九、工商统一税⋯．．．-⋯⋯_?一小山一⋯⋯⋯：·(i24)

． ．二十、i商税⋯⋯而一⋯⋯_k⋯⋯⋯“⋯⋯“·(i26)。

二十一、产品税⋯⋯⋯_⋯⋯⋯‰⋯一“。⋯⋯。(1 28)

三十二、．营业税一⋯⋯_⋯⋯_m⋯m“⋯⋯一(i49)

二十三、增值税⋯⋯⋯⋯⋯“⋯“一“⋯．：．⋯沁：(i 52)’

三十四、建筑税⋯⋯‰k⋯⋯⋯州沁一。“厶⋯K“(i53)．

三十五、国营企业调节税⋯⋯k“-h⋯⋯⋯“j(i 54)．

三十六、国营企业奖金税_：一：：t
J"N：J o g go．“⋯h·(1 55了

二十七、集体企业奖金税⋯⋯⋯__?_：_h⋯·(156：j}

二十八、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k．．．⋯．⋯“(1 57)

三十九、城市维护建设税⋯⋯⋯⋯⋯⋯．．．_一K一(}58)
、

第二带盐税⋯⋯⋯⋯⋯⋯⋯⋯一⋯⋯。：⋯¨·⋯⋯⋯(1 59)

一．清代前的盐税⋯⋯⋯⋯⋯⋯⋯⋯‰⋯“j⋯⋯(1 59)

二、中华民目时期的盐税⋯⋯⋯⋯⋯⋯m⋯⋯⋯(1 60)

L’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盐税⋯⋯⋯．．“”(163)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