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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平繇税辩局辩公大楼

镧

髫

囊私霸拓 囊娃会生戈精苷盘舅
建菇巾．JOIt硅,#t-．磐夸_石着支蝈单位
蕾jI矗矗蓐．椎丑新营重酞，

。伦2 ●一九八五年十一凡中共汕颇市委、汕颇市
人民直府命名健平栎税耪局蔫文明单位的蹙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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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九月汕甄市人民政府

授千镜平躲税精局蔫市税诗系统先追
早位的赞旗。

▲中共健平繇委、繇人民政扁

镜平繇税稽局蔫一九八五年先理
的赞旗。

善给-毛八五年定

笼邈囊曼等
中国其产党证平县丢§食7．J



▲ 一九八五年汕朔市工震教育委员
亩授予镜平辑税靖局焉工襄教育光逛
集髓的羹旗。

：I

▲一九八七年汕瓶市税精局授予镜
平驿税辩局蔫光趋集性的婪旗。

▲ 一九八五年汕颤市人民政府授予
镜平释税精局焉市税磷系统先遣集性
的鼙旗

▲一九八七年赓采省财政魔、赓泉
省税旃局授予能平艨税耪局焉先
造集栏的赞旗



▲ 一九八七年能平艨税许局在任领尊班于合影。前排左起：副局最昧天褂、局
畏棒壁粜、副局畏王培庭，硅排左起：副局最睬如存、副局畏詹益根。

▲税耪志端纂领粤小姐厦部分碥辑人蔚合影。前排左起：睐是埘、林熏粜、王
培庭，棱排左起：曼辨洲、奢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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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历来是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
h

式。

古今中外税收都为统治阶级所掌握，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有鲜明

阶级性，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税收的性质就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国家

所建立的税收制度，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国

家所建立的税收制度，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税收工作对政

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等方面都起着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

《饶平税务志》记载了税收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研究

、继承和发挥税收作用可以作为参考的一部志书。它具体记述饶平县

各个时期开征过的税种、税率和征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及后人了解

我县税收发展、变化情况，更好地发挥税收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服务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

依据。

编纂《税务志》是一项新的而又艰巨的工作，饶平县税务局编志

人员，在资料缺乏，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积极收集资料，深入探索、

广征博呆、去沩存真以达到史料翔实，在编写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要求，经过数年努力编成本志书，保存了史实，愿它为今后进一

步搞好税务工作，开创税务工作新局面有所贡献。

林良定

1990年7月7日

注： (林良定同志现任饶平县副县长)



前 言

为了系统认识饶平县税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其发展规律，给

当代和后世提供借鉴。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在县志编纂委员会

的领导下，饶平县税务局，于一九八五午十月成立《饶平税务志》编

纂领导小组，同时成立编写小组，分工专人征集资料，认真考证、力

求翔实、符合志体。经过数年的努力于1987年lo月完成初稿，以后又

作了多次修改补充，编成本志。

编写税务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前人的经验和模式可循，旧

方志中有关课税的记叙也极为简单，况兼《饶平县志》续修中断了一

百多年，民国时期的税收档案资料也残缺不全，解放后的档案资料也缺

乏整理。这给修志带来很大困难。在此情况下，修志人员不怕难、不

嫌苦，勇敢探索，认真调查，广征博采，先后查阅了五百多万字案

卷，摘录和复印一百多万字的资料，并经查核，奠定了较充实的资料

基础。
．

在编写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力求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同时遵循搿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饶平税收的历史和现状，力求体现税务专业

的特点和地方特色。但由于历史资料所限，解放前部份深感不足。解

放以后，在饶平县开征过的税种基本上编入本志。

由于缺乏经验和我们的政策、理论水平所限，本志尚感不尽完

善，遗缺错漏在所难免，殷切希望行家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志办公室等有关单位和许多老同志的

支持和协助，在此特表谢忱。

《饶平税务志》编写小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饶平税务志》主要记述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税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上限追述到税收起源，下限断至一九八七

年。

二、本志分卷首和章节二部分。卷首分序、前言、凡例、目录、

概述、大事记；章内共分九章39节，全书约16万字。

三、本志按章、节、目、项安排归属，目的标码是一、二、三

⋯⋯，项的标码是1、2、3⋯⋯，有的项中还有分项用①、②、③
—k一

””“表不。

四、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都用当时通用记法，并在

括符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统一用公元纪年。

五、币制、度量衡单位，均按各个历史时期通用单位，不作换算

对比；建国初使用的旧版人民币值，则一律换算为新版人民币值。

六、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使用图表，各种图表分别附在各

有关章节之后，以补充文字叙述之不足。

七、资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民国时期的年鉴、指令、文

件、报表；县税务局保存的文件、总结、报表；财政部、省财厅、省

税务局编印的各种税法汇编、《国家税收》以及老同志提供的口碑材

料，书中引用史料概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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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历代税收都是由统治阶级所掌握，为阶级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服务，不

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税收的本质就有所不同。

明，清时期，本县赋税，以田赋、丁役(也称地丁、民米)，为主要财政收入。每年分

上忙、下忙二期完纳，称为夏税、秋粮。既征粮米也征银钱，正税之外还有很多附加。附加

税额往往超过正税。田赋，丁役以外征收的税种还有盐税(分场课、盐引饷)、关税、契

税、当饷，房铺捐、屠捐、赌捐，船捐、杂税⋯．．．等。各项税课、田赋、丁役收入最大。光

结三十四年(1 9 0 8年)，各项税课收入银8 9，8 8 4两(无包括盐引饷、关税，下

同)，其中·田赋、丁役银3 5，7 7 7两，占8 9．7 0％·宣统元年(1 9 0 9年)各

项税课收入银4 5．7 4 3两，其中l田赋、丁役银3 6，5 7 9两，占8 0％。

民国初期，仍沿袭清代旧制。以后逐渐开征新税。从民国元年(1 9 1 2年)至民国二

十五年(1 9 8 6年)这段时间里，由于军阀刈据，政权频易，法随人定，任意科派。税

制漫无章程。民国二十五年以后，广东政归中央，始渐统一，但民国政府，为了支持庞大军

费、政费，对原征税额不断提高．附加带征名目繁多，又不断开征新税。田赋一项经过多次

变革，每变革一次就提高一次征收额，本县民国十年(1 9 2 1年)以前，应征年额大洋

8 5，1 l 9元I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起应征年额毫洋9 0．6 2 1元，民国二十四年

(1 9 3 5年)起应征年额毫洋2 0 1，5 6 4元；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起应征年额

稻谷7 5，8 0 0石·民国三十七年(1 9 4 8年)起应征年额稻谷1 7 1，7 1 7石。除

田赋外在本县开征的国税、省税有。盐税、关税、货物统税、烟酒税、烟酒牌照税、营业

税、特种营业税、营业牌照税、筵席娱乐税、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契税、遗产

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等。此外．还有县地方团队，豪强自行科派的苛捐、杂税，致

不胜数。本县解放初期，调查二个村镇民国末期的苛捐、杂税就有5 7种，农民负担的捐

税，竟达到占农业收入的6 0％以上。而千方百计压榨出来的民膏．却大部分流入各级官

员、当权者和征税人员的私囊，沉重的赋税，造成了生产萎缩，经济萧条，各业衰败．金融、

物价、社会治安呈现一派混乱的局面，加剧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破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是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一种重要形式。税收政策法令是

根据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制定的．并且根据各个时期

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和改革。

解放后，本县税收工作，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对需要鼓励和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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