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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清

经过修志人员几年的辛勤努力，《包头税务志》终于

完成了。这是我市第一部税务专业志，它以大量翔实的历

史资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市税务部门发展的历史状

况，反映了广大税务干部40多年来辛勤奉献，为国聚财，

为包头市经济建设服务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也反映了近

年来在国家税务局建立科学、严密税收征管体系战略指

导思想的指引下，在自治区税务局和包头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通过深化征管改革给包头市税务工作带来

的活力。。。
’

一
．

．

?、一．”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已有两千多

年的悠久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税务局和包头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包头市税
务局在区局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专业管理部门的

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修志编委会，抽调专人开

展这方面的工作。参加修编市税务志的工作人员辛勤工

作，积极努力，查阅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从尊重历史、

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角度出发，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地认真筛选，几易其稿，完成了撰写《包头税务志》的繁

量任务。 一-

， 修编税志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从大量散落

于各处的资料中，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既要反映税收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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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又要反映一个地区税务部门的发展

变化过程。由于机构调整，税制结构和征管方式的变化，

加之人员流动，资料散失严重，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秉笔直书，述而不论，并本着详今略古、详

独略同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包头41年来税务机

构、人员的变化和税务工作中所执行的各项税收制度、税

收政策、法规，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办法、发挥的

作用和取得的成就。 ，

．《包头税务志》的编写，对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启迪未来，开拓前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和深远意义。这

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从1986年开始，包头市税务局根

据国家税务局和自治区税务局的要求，结合包头的实际，

深化征管改革，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整套

税收征管的系统理论与模式，它对强化征管，依法治税，

严格规范征纳双方的思想和行为，建立科学严密的税收

征管体系起了很大作用。我相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

《包头税务志》，将会进一步坚定我们的信念，使我局的征

管改革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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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编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
’ √．1 ．

二、断限：上限为1949年。九·一九’’包头和平解

放；下限为1990年末。个别事件为了叙述上的完整性，在

时间上或者超前或者延后。‘
‘’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裁，以志

为主；总体上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

四、文中的地名、机构名称、税种名称和习惯用语等，

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
一

五、本志辑录的各个时期的货币金额，除引用原文、

原表格、原票证的币值外，其余均以现行人民币计列；对

1955年3月1日以前的人民币值按国家规定作了换算。

六、文中引用的工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

入的有关数据，均出自市统计局的统计资料。 ‘。

七、大事记的记述内容主要是：各个税种的开征、停．

征时间；市局直属的基层单位和职能部门的设置变化；人

员编制的重大变化；相当市局级干部的任免；自治区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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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通电起义，包头市同时和

。平解放，至1990年底的税制建设和税务机构、人员的发

展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介历史时期。
7

’● 。

(一)1949年9月～1957年
‘

-
。

在这一时期，全市的税务工作，经历了建立新税制和

修正税制两个阶段。 ·

废旧立新，建立新税制。包头市解放初期，全国的税

政尚不统一。包头市在筹建人民政权的过程中，为了便于

组织财政收入，根据上级指示，把中华民国时期的包头国

税稽征局及包头市税捐稽征处合并，成立绥远省包头税

务局，并暂时沿用旧税制征税。1950年1月16日，绥远省

包头税务局改组，成立包头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市税务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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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成立后，相继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通

令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开展工作。当时国家公布开征

的工商各税税种14个，包头市税务部门根据税法规定和

税源情况征收的税种为10个。由于国家对这些税种的税

收条例是逐步公布实施的，所以包头市税务部门废旧立

新，建立新税制的工作也是逐步完成的。到1950年底，全

市的税收工作已全部按新的税制运行。

修正税制。1953年1月，政务院决定对税制进行若干

修正。主要是修订货物税，开征商品流通税，并且调整合

并一些辅助性税种。经此次修正税制，我国的工商税种从

14个缩减至12个，其中由包头市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

的税种仍为10个。

1950年初至1957年底，包头市的税收工作不断加

强，全市的税务机构逐步扩大，人员编制逐步增加。市税

务局成立时，人员编制120名，之后增编两次，1953年人

员编制达到190名。

(二)1958～1979年 ．

●

这-It期，国家先后进行了两次以简化税制为核心

的税制改革。1958年，国家决定对税制进行简化。其主要

内容是：1．减少税收种类，把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

和印花税4个税种合并为工商统一税；2．简化征税办法，

对全能厂生产的中间产品，除棉纱、皮革和酒类等产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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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不再征税；3．对一些产品的税率进行了简并，同时

对工厂销售产品的计税格也进行了简化和改进。简化后，

我国的工商税种从12个缩减至10个。其中由包头市税务一

部门征收管理的税种9个。1958年之后，国家对利息所得

税、集市交易税、文化娱乐税又有所调整。调整后，我国实

际开征的工商各税税种已缩减至8个，包头市如期按调

整后的税种征税。+． 。

．，’

1973年，国家决定再次简化税制，把工商统一税及其

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盐税合并

为工商税。经简化，对国营企业只征1种税，即工商税；对

集体企业只征2种税，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至此，国

家税制已从原来的复合税制演变为单一税制。包头市完

全按照此次简化税制的规定执行。， 一

； 简化税制后，税收的职能作用日益减少，税务部门的
‘

机构和人员一再裁并、缩减。1958年6月，市人民委员会

决定把市税务局并入市财政局。1961年，市人委决定恢复

市税务局建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税务机构又几经撤．

并，全市税务系统的人员编制也由257名减少至83名。?
⋯

’
●

(三)1980,-．一1990年
。

。1980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

了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税收对

国民经济的重要调节作用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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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截至1990年底，对税制

改革采取了两项重大步骤：

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改革。1983年和1984年，

国务院对国营企业进行了两步利改税的改革，改变了自

建国以来我国对国营企业不征所得税的办法。但是，自

1987年以来，由于在包头市的国营企业中普遍地推行企

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因此，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实际

上又被承包合同所取代，税务部门征收的国营企业所得

税，年终由财政部门按承包合同进行结算，实行多退少

补。
’

全面地改革工商税制。1984年9月，在进行第二步利

改税改革的同时，国务院发布了产品税、营业税等若干税

收暂行条例，并取消了工商税，之后，国务院又对一些税

种进行了调整与改革，并发布了相应的税收暂行条例。到

1990年底，我国的工商税制已从过去的单一税制转变为

新的复合税制，开征的工商各税税种达32个。 ．

在税制改革的同时，国家决定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全

面地恢复和建立税务机构，逐步地给各级税务部门增加

人员编制。1979年3月，包头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包头市

财政税务局分设为市财政局和市税务局，之后，又逐步建

立了各旗、县、区税务局和市属一、二、三分局，包头市税

务系统的人员编制数曾数次增加，1979年3月市税务局

恢复建制时，实有人员345名，到1990年末，人员编制数
．4．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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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1 226名。

41年来，包头市的工商税收，随着地方经济事业的发

展，特别是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前进步伐而不断增长。

解放初期，包头市是一个只有9万多人口的小城市，

4个小工厂。1950年，全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 539万元，

而工业总产值仅为1 162万元。全市征收入库的工商各税

收入为402万元。41年来，由于包头市经济建设的发展，

全市税收规模也相应扩大，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逐年加

快。1990年，全市征收入库的工商各税收入达73 262．9

万元，比1950年增长181倍。1950年至1990年，全市入

库的工商各税收入总额达546 089．1万元0除此之外，自

80年代以来市税务部门还负责为国家征集国家能源交通

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和教育费附加等。10多

年来，市税务部门征集。两金力和附加收入总额达到

104 444．3万元，连同工商各税收入两者合计为650 533．4

万元。 。

．。．。

，， ，
、

41年来，包头市的工商各税收入经历了以下4个重

大变化时期。 ．·

．‘

。：一
一 (一)1950年至1952年，包头市正处于国民经济的恢

复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尚未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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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所以全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税收收入增长速

度缓慢。1952年，全市的工商各税收入比1950年增长

5．9％。

在此期间，全市的经济税源重点是商业经济，全市累

计入库工商各税收入中来自工业经济方面的税收收入仅

占全市同期税收总额的11．8％。

(二)1953年至1959年是包头工业基地的大规模基

本建设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确定在包头兴建的6个重点

建设项目(包钢、内蒙古第一、二机械厂和包头热电厂等)

全面开工。与此同时，市属一批地方工业骨干企业陆续建

成投产。因此，这一时期全市的工业经济发展迅速，税收

收入增长速度较快。1959年，全市的工业总产值比1952

年增长26．6倍；国民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5．8倍；入

库工商税收比1952年增长9．5倍。

这一时期，全市的经济税源主要是地方工业和轻工

业，例如包头糖厂于1955年建成投产后，至1957年的3

年中累计缴纳货物税2 446．6万元，占全市同期税收收入

总额的34．4％。此外，1956年由于全市完成了对私营企

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全市的税收收

入已转变为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要来源。

(三)1960至1978年，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转入边建设

边生产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包钢等大型骨干企业相继建

．成投入生产，因而虽然遇到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苏联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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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撕毁援建包钢等企业的合同，撤走专家，特别是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但包头市的工业经济仍然发

展较快。1978年，全市的工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近3

倍；国民生产总值比1959年增长85．5％；入库税收比
。

1959年增长2．1倍多。 ．．。 ．
．

· (四)从1979年开始，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进入技术改

造和配套建设阶段。在此期间，全市的工业生产和各项经

济事业发展迅速，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工商各税收入增长

很快。1990年，全市的工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

算)，比1978年增长3．1倍；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

． 算)，比1978年增长了3倍以上；工商各税收入比1978年

增长4．2倍。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全市征收入库

’的工商各税收入，占解放41年全市征收入库的工商各税

收入总额的71．5％。 ．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头市的工商税收

之所以增长迅速，而且12年的税收收入总额超过改革开

放前29年税收收入总额的2．5倍，其主要因素是党和国

家采取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因而促进了包头工业基

地的技术改造与配套建设，使全市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大

中型骨干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并采用了新工艺、新技术，

增加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到1990年，包头工业基地

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家规划的4Q个工业行

业中，包头市已有32个，其中冶金、机械、电力、建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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