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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编写地方史志和部门志的

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为了比较完整地弄清我县税务方面的历史，给今后工

怍提供资料借鉴， 1 9 8 3年4月初，我局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公

室的具体指导下，开始了编写((洪雅县税务志》的工作。

为了反映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在资料的选用和整理方面，坚持以档案记载为主要依

据，结合口碑资料反复考证核实，然后决定取舍。为本志能够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三个方面达到较好的统一，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写本

志的指导方针。按照上级对编志的体例、文风等各方面要求，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以及“详业务，略其它"的精神，本志对民国时期的内容安排较少，而着

重记述-『建国以来人民税收制度的建立相发展过程，以体现我们这个对代的特征。全面

详细地记述了我县在建国后至今三十四年来税收征管实况，以突出我县税务工作的地方

特色。我们征征集资料中，曾受到县档案馆、地区档案馆、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丹棱

县财税局，以及本县有关部门志编写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协助，对此，我们葭向上述

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约感谢。

为使本志能起到“上对祖宗负责，下对子孙造福，现为‘四化’服务”的作目，在

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达到此目的，但限于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编写能力有限，

加上我们对过去历史资料的管理工作不够重视和机构的分合变迁，十年内乱年闻资料的

散失，许多该撰写的史实与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特别是我们缺乏编写税务志的知识和实

践经验，因而记述不免粗浅简陋，甚至可能出现遗漏和错误．在此，我们热忱期望税务

战线和其它各界知情同志对本志提出崤爨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洪雅县税务局编写小组

l 9 8 4年l 2月3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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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起辛亥革命(1 9 l 1年)，下迄l 9 8 3年．同时也对一

些税志必须述及的渊源和目前一些重要事实，作了适当的上溯和下延。

二、本志分卷首、上篇、下篇、附录四部分．卷首分编纂人员名单、序言、凡例、

图片、目录、概述．上篇专述中华民国时期的税务情况，下篇则专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以来的税务工作．附录包括编纂始末及存疑．

三、本志在。篇"以下，按章、节、目、项级次安排归属． 。目"的标码用汉字

一，二、三、四⋯⋯； 。项”的标码用阿拉伯数字l、2、3，4⋯⋯．在个别章节

中，_项”以下也有_分项"这一绒标码用①、②、③、④⋯⋯。

四，农业税、契税，在中华民国时期列入本志，按旧归类作了记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鉴于农业税(公粮)不属税务局的征收范围．契税在建国初期征管过很短

时期，后即移交归财政部门管理．因此，有关史料本志未予收录．

五、本志对建国前的历史纪年，一般用当时通用记法，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涉及使用的乡．镇名称、地名等，俱用当时名称．

’六、我县系l 9 4 9年1 2月1 7日解放，l 9 5 0年1月9日，建立起人民的政

权。故涉及当年1 0月至l 2月的有关文件、资料，仍按原件记载，保存了民国纪年。

文内解放前后的时期概念的界线，俱按洪雅获得解放的实际日期划分。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但也不排除浅显通俗的成语和文言．利周史料

时，在引号内均按原文体照录．

八，本志所使用的货币名称、金额、计量单位，建国前俱按当时通货计算为准．文

内+述及的l 9 5 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均已按规定折算为现行人民币计算，以免

混淆，并便于统一相互比较口径．

九、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图、表分别列在各有关章节之后，

以补充受字叙述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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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县党政授予

的锦旗部份

q乐山地区财税局奖给

的奖状之一

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奖

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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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县税务局1 9 8 4年8月2 4日全体同志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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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人员正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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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讨论税收政策法令

以老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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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洪雅位居四川西南端，东界夹江。峨眉，南接峨边、金口河与汉源，西与荥经、．雅

安接壤，北与名山、丹棱毗邻，面积1，7 3 5平方公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县城

距省会成都市l 4 l公里．民国时期交通不便，仅有青衣江通船、筏，建国后继眉洪路

通车，、．接着雅乐路襁县内公路梧继建成，现在全县乡乡通车，交通堪称便利．、。。一

民国时期，全县人口】9．8万(1 9 4 9年数．建国后， 1 9 8 3年已增丢；口、r

蕊万余)，以农业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为主，兼有小麦、葫、豌豆．高梁

等；、经济作物主要为油菜、．竹木、笋干，药材，白蜡、·蚕桑、．耕牛、生猪，兼有茶叶、

枫卷、花生等；工业方面，有煤、铁和农付产品加工及酿酒、，造纸、纺织、榨油和粮食

加工等手工业作坊，．规模均不大．木材、粮食等沿青衣江而下，水运销乐山、宜宾、重

庆；笋干、土纸等土特产旱运销眉山、仁寿、简阳、成都，手工纺织土布运销荥经。一雅

安。汉源、、康定等地．上述运销产品，从外地换购食盐；棉纱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城

乡商业贸易曾一度繁荣i这些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有利于我县农、工、．商各业的发

展，也给税收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税源． ，．

， 在民国时期的三十八年中，前期由于军阀混战，兵连匪接，宫绅剥削，．捐税繁多，．

后期又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以致酉业凋弊，民不聊生。而当时政府不事发展生产i

只知渴泽而渔j一味加捐加税，造成经济衰退，税源枯竭，人民生活困苦i ．·

民国初年，洪雅税捐由县统一的机构征收．民国八年(1 9·l 9年)至二十三年

(1 9 3 4年)军阀割据，洪雅征税机构逐渐增多，驻防军阀又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关

卡。除征收金省统一的税种外，又巧立名目，苛征各种杂捐竟达数十余种之多．在军阀

争夺地盘之际，军费菏派。更为繁多，形成败走的部队剐派副了军费，新来的军队又派

军费；加之洪雅又是战场之一，拉夫派款，层层搜刮，入民生命橱财产遭受极大损失．

同时还强制推行粮税的预征和抬垫，甚至一年预征五年之粮，农商各界不如。其苦。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为了筹措打内战的经费，大肆

征收田赋，对洪雅在防区制时期预征的粮税(即田赋，)概不承认，从当年起又重新开

征；名为·年一征，实则更换名目，附征三倍临时军费，同时继续征收其它杂税．抗战

开始后田赋又改征实物，并实行征购和征借．国民政府不仅照征旧有各税，而且又先后

开征了间接税和直接税．．设在洪雅的征税机构也增多，形成了一套多税种、多机构的税

捐体制． 。

当时政府的横征暴敛，加上临时的附征、摊派，有增无减．洪雅县人民在重税，难

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先后发生职布工捣毁营业税分所、纸槽户抗议营业牌照税和

高庙商民撵器经收员等事件，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抗拒交纳苛捐的斗争精神．

总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无论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四川军阀割据



时期，还居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其税收都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

利益服务的．他们想尽各种名目，用尽各种方法，通过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已’’，

搜刮入民的钱财以饱私囊和进行内战．

中华入民共和国成立后，入民当家作主，税收作为取得国家财政收入的一条重要渠

道虽然继续存在，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通过税收取得资金，又通过财政预算的安

排，有计划地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用于增

强国防力量，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相应地提高入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事实证

明，社会主义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

刚解放的一九五零年，洪雅县即建立了入民的税务机构，新的税收工作迅速全面地

展开。首先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包征制度，减轻民负；接着根据洪雅县的

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上级新建立的税收制度。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三年的三十四年

中，全国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的修正和改革，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的需要．洪雅县的税务机构遵循国家制定的税收政策法令，在征收管理中，按照叠依法

办事，依率计征’’的原则，贯彻执行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一一“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对工商企业较好地起了既监督，又服务的作用，为组织财政收入，发挥税收的

经济杠杆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资金作出了贡献．

解放初期，洪雅全县共有工商户l，2 0 0余户(1 9 5 1年数)，其中6户为公

营外．其余全为私营．人民购买力极低，百业有待恢复．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洪雅县

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农、工、商各业和各项事业建设不断发展．工农业产值逐年增加，粮食产量比解放

初期成倍增长．工业生产发展迅速，逐步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生产，同时出现一批

现代化工业企业，新建立了农机厂、水泥厂、水电站．在交通运输上，眉洪、雅乐公路

通车，青衣江大桥建成，使县内各乡公路畅通无阻。随着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不

断发展，商业购销两旺，市场繁荣活跃，物价基本稳定，广方人民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

善，人民购买力逐步提高。一九八三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9 0 5万元，较一九五

一年的6 3 4万元增长七点七倍，生产发展，税源充裕，这就为税收的增长，创造了更

为有利的条件．从一九五零年起到一九八三年止，洪雅县工商各税收入(不含建筑税和

国营企业所得税)为6 0，0 0 5，8 0 4元，其中一九五零年收入2 l 5，8 7 3

元，一九五二年收入l，0 2 9，7 6 6元，一九八三年为一九五零年的二十一点八

倍，为一九五二年的四点六倍。这是建国以来洪雅人民对国家作出的贡献。

一九五七年，我县税务机构从财政部门接办了利润监交工作．由于业务不熟和承办

机构几经变化，这一工作在一九七八年以前都是一般地进行，以后才逐步得到改进．随

着国家利改税政策的颁布和实施，这一工作正在进一步调整中。

一九八三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创建了一些新的税种。我县试行了增值

税，开征了建筑税，征集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同时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

这对促进企业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筹集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

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洪雅县税务工作虽然取得较大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

·2·



的要求，仍经历过不少波折和吸取过深刻教训．在这段时期内，税务机构几分几合，洪

雅与丹棱政区合并和分建，人员变动频繁。削弱了税收的征管力量．在_左一的思想影

响下，我县曾经历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_浮夸风黟，一九五九年的_反右倾，，，特别是

_文化大革命弦的十年动乱，林彪、江青瓶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给国家整个经济

带来严重灾难，也给我县税收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情况

有所好转，但由于囊两个凡是"的影响，一段时期税务工作仍然开展不力．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党耜政府采取了许多强化税收的措施，各级党政加强了对税务工作的领

导，人员增加，征管加强，使过去存在的-监督不力，管理偏松弦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

变，进一步发挥了税收的职能作用，整个税收工作呈现出新的景象．

目前，全县税工人员正在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积极促进工

农业生产发展，大力组织财政收入，以开创我县税务工作的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积累资金，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贡献力量．

·3·



⋯洪。雅县税务大事年。表
，■+ ．。

，’．
，． 一。，． ， ．’

‘民国元年(1 9 l 2年)I_●3月，洪雅县沿袭清末旧制，设经征分局主管各项：
税收．、4月，经征分局裁撒，成立洪雅县征收课，，仍经亦全县税赋的征脓 j

民国二年(1 9一l 3年’民国政府将地丁改为正税，．将棒捐、揖输筹改为副税．拱

雅县正副稹统，征收’_燕照规定绩_寒施。“i ，+。t—t～’。一-。i，，“一．：、，， ，o

要，同年四月，。跨雅县征收课裁擞k成立延晦昂^：港!蟹诬收课的案拇业．氖■。： =j菇

民国三年(1 9 1 4年)，田赋由延银臻徊宦银霾。，每厦折■元搴岛当时尽熊合一
元四角，变相增加群众负担．

同年中央核定四川预算，令参照粮额加收征解费一成，收入之款作征收局经费和解

款之费用．

民国七年(1 9 1 8年)陈洪范派军强提洪雅县积谷4 4 9 7石，许以民国八年田

赋作抵，已初露田赋预征的先兆。田赋预征实从何年开始，因查无史料．但到民国1 9

年(1 9；0年)洪雅县征收上下季田赋共为三征，即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秀

三十三年(1殳4 4年)，到此已多征了粮税十四年，直到川政统一，防区制告终，田

赋强征结束的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年)，洪雅县田赋已预征到民国五十四年(1 9

6 5年)，多征了三十一年粮税。

民国八年(1 9 1 g年)省令批准，洪雅县在契税项下附加征收实业广告费和团练

经费两项，到此，契税附加共有五项，数额合计超过正税率一点二七倍。

民国十一年(1 9 2 2年)成立洪雅县地方税收支所，接办地方税收业务及地方公

产、学产征收事宜。

同年八月，四jII军政府颁发(《成华抬垫正副税简章》，规定粮税旧欠由各团保筹垫

缴纳，准照垫款加十分之三收还。洪雅县依照执行，广大群众深受其苦。

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洪雅县地方税收支所裁旅，业务由财务局接办。

民国二十二年(1 9 3 3年)，县财务局改组为洪雅县财政科。同时成立洪雅县政

府经收处，接办地方税收业务。 ，．

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年)十二月八日，国民政府公布((印花税法》，定于民国

二十四年(1 9 3 5年)九月一日起实施。此法对民初《印花税法))多有改动，洪雅县

依照办理。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川政统一，国民政府对防区制时期军阀预征的粮税

概不认帐，并自当年起，废除预征项目，实施附征。除照征当年一征田赋外，是年洪雅

县一征田赋附征三倍临时军费(剿赤费)，实为四征。

这年，县地方附加改为按一征数的百分之六十征收，同时又分豫保甲捐一千二百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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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民国二十五年(1 9 3 6年)七月，墩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侈11))，

底奉文于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开菇。
民国二十六年(1 9 8 7年)四月；省颁布《INJII省营业税征收章程》，

各县开征营业税。十二月，四川省营业税局洪雅稽征所成立并开征营业税。

洪雅于年

明令全川

同年，中央减免田赋一征，改为一年三征，同时加收国难费一征三成．洪雅是三征

县，国难费共加九成。

是年十月，财政部以非常时期军用浩繁为由，呈请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征收印

花税暂行办法》，对印花税加倍征收。洪雅县依照办理。

民国二十七年(1 9 8 8年)二月，县政府经征处裁戴地方税业务移交县财务委
员会办理。

同年奉省令新办积谷，洪雅决定全县以四万户计，户平一石，共四万石．以三年时

间募齐，当年一万六千石，次年和第三年各一万二千石。

这年十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分别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和((非常时期过份利得

税条例》，定于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起，加征过份利得税。洪雅县依规定征收．
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数百织布工拥到洪雅县营业税

分所，抗议该所擅自对土布征收营业税和行费。群众砸烂了分所的吊牌、办公桌柜，撕

毁档案文件，甩了印章⋯⋯这就是洪雅有名的织布工捣毁营业税分所事件。

民国二十力年(1 9 4 0年)六月，因实行新县制预算不敷，洪雅县政府决定开办新

税来弥补。先在旅馆、屠宰行业开征营业牌照税和在城区试办房捐，并将纸槽捐改办营

业牌照税j由原小槽一架年征一元改为二十元。造纸槽户极力反对，于六月结社抗税，

十月在省城报刊登载《请看洪雅违法殃民、擅征纸税之新政》文章加以揭露。一时舆论

哗然，朝野慌乱。洪雅县政府以“心存捣乱，信口雌黄；阻扰新政，防碍税收’’的罪

名．于次年一月将槽户代表“送府究办”，历时数月的造纸户抗税斗争终被镇压而结束。

同年三月，屠宰税划作县地方税。

同年七月一日，洪雅开征遗产税。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六月，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战时田赋一律改征实

物。洪雅县政府于十月二十九日布告开征。
。

‘

同年二月， ((矿产税条僻协公布，六月， 《货物税条例》公布。八月，财政部川康

区税务局乐山分局洪雅办公处成立，负责货物税的征解事宜。

，同年八月，洪雅县征收局擞销，九月一日，洪雅县田赋管理处成立，接办其田赋、

契税业务；同时成立洪雅县政府经收处，接管地方税捐及各种附加征收工作。

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动全⋯百架献机运动，分配洪雅县捐款八万元。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洪雅县奉令开展土地陈报工作。丈量结果：总面积

为五十四万九千亩，其中承粮面积为二十六万二千亩

同年三月，洪雅县稽征所裁搬，成立。财政部川康区直接税局洪雅县营业税稽征

所"．张孝矩任所长，￡(次年三月又改为财政部西川税务管理局乐山分局洪雅查征
，

7。

所)． “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七月十五日，高庙商民许李氏往桃源贩卖土碱，、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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