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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河南省税务志》出版了，这在河南历史上是空前之

作。这本书追述了税和税制的渊源，系统地叙述了1840～

1990年税制的变化历史，特别是全面详细地叙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4J『年来河南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税制

和税法具体执行税收的情况。她明确分析了不同历史时代所

行税制的阶级本质，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税制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所起的杠杆作甩。

既写出了几十年来河南税收工作的成绩，也写出了主要由于

缺乏社会主义税务工作经验而经历的曲折道路；既反映了税

制的历史，也总结了经验。因而，这部书将对河南税务工作

起积极有益的作用；既能促进税务工作本身的发展，又能对

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税制税法的教育。我这里谨对《河南省税

务志》的出版致以热烈的祝贺!

这部志书是在河南省税务局党、政领导的关怀下，在税

务志编纂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主编张书庭、副主编

王静、胡志洌等许多同志十易寒暑辛勤努力完成的。他们广

泛搜集资料，系统加以整理，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完成了这

部内容丰富、观点正确、文字精练的好书。我这里也谨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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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编纂《河南省税务志》的同志们的成功致以热烈的祝

贺!

邓天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

缸



序

序 二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可。存史”、“资

治’、。裨教化”，为历代盛世所重视。

赋税志历属通志要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续修

《河南通志》之后，中辍162年。民国J8年(1929年)及

刀年(1934年)，虽先后编修《河南新志》及《河南通

志》，惜未付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曾多次筹议修

志，又因时政多故，终未实施。因之，长达210多年，河南

省志成了空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政

通人和，为编修社会主义新志创造了契机。近几年来，在河

南省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筹划督导下，新修《河南省志》的部

分专业志以及某些部门志陆续编纂出版，填补了历史的空

白，《河南省税务志》就是其中的一种。

河南赋税征制古老，主体税种单一。但自1840年鸦片

战争以后，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务工务商者

渐多，以及近代工业缓慢发展，新开辟了一些税种，税制也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国期间，渐次形成新的征制。税政举

措，也有改进。但捐杂繁苛，危及税本，招致人民诟责。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努力完善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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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对税制进行改革，周折亦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税制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尤其是在税政举措方面，充

分发挥人民税收的凝聚力，坚持以法治税，强化征收管理，

开展促产增，阢促进经济发展，税收职能作用日益显得重要o

《河南省税务志》详尽地记述了1840-'-"1990年河南税 ．

制的沿革变化及河南税政的进退得失，还附录了1840．'-

1990年河南经济税源概况以及河南日伪统治区的税务，是

研究河南税务的一部难得的工具书和资料库。

《河南省税务志》的出版，不仅填补了长达150多年河

南赋税志的空白，而且突破了旧的赋税志的章法，创出新的

体例。这些科学、系统、完整的税务史料，将为后世修史者

提供借鉴。

编写《河南省税务志》的同志们，经过几年来收集资
。

料，研究提纲，分工整理，反复论证，多次修改，终究把

《河南省税务志》编纂成书。所有参加编审人员付出了辛勤

劳动和心血，对此，表示感谢。 一

《河南省税务志》是在河南省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指

导和关怀下，经过多次评稿、修订成书的。该书内容翔实，：

观点正确，符合实际，实用性强。但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敬期读者批评指正。

缸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序 5

序 三

《河南省税务志》是在河南省史志编纂委员会指导下，

由河南省税务局组织编写的一部税务部门专业志书。

河南省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历代都是国家的重要税

区。其治税思想、税制模式、规章典则、管理制度，演变曲

折，且资料浩繁，内容丰富。《河南省税务志》记述了自晚

清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河南省税收制度、税收

政策、税收管理的发展演变，反映了各自及其相互交递的历

史概貌和发展轨迹，提供了比较翔实、全面、系统的税收资

讯，突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JD多年来税收的发展面貌，显示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

制度税收的性质和作用，可以达到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

务四化，裨益后世的目的。。是人们了解河南税收、研究河南

税收的资料宝库和重要工具用书。

在编修本书中，我有幸参与了组织领导工作。开始，

1985年3月，受省史志编纂委员会委托，编写《河南省

志·税务志》，1989年年底成稿、评审。后因避免财、税两

志重复，‘省史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将《河南省志·税务志》与

《河南省志·财政志》合并为《河南省志·财政志》，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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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省税务局另行组编《河南省税务志》。在同志们的共同努

力和有关单位及省、地、市、县税务部门的支持下，历时

JD年，广泛收集组织资料，制定篇目，分工整理，精心撰

写，认真评审，反复修改，编成本志。在这里，我对编辑人

员和工作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有关单位及省、地、市、县

税务部门给予的大力支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对本志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志因时间跨度大，内容浩繁，又是众手成书，限于资

料和水平，，漏错失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

多鼍予
一九九四年十．=-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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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7

凡例

一、《河南省税务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并为后人留下珍贵历史资料为宗旨，力

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不属《河南省志》序列而单独成书，故不尽受

专业志体例的限制；但因记有农、关税及工商各税等全部国

家税收，突破了部门管辖，亦不宜以部门志看待，应属二者

之合体。

三、本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上限一般起自1840

年，下限断至1990年底，少数税种作了适当的上溯或下

廷 ’．

四、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的体例，首设概述，宏观记述全

省税务工作的概貌；在概述下设税制、管理两篇，分门别类

记述各方面的情况；最后是附录，收有河南省经济税源、税

负、税收考析和全省税务系统先进集体及先进工作者名录等

内容。 。

五，本志记时，清代及民国按各朝代年号纪年，夹注公

历。组织机构、会议、文件、著作等名称一般用全称；过长

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机构、职务按当时

称谓记述。文中图表用所在章、节和排列序号三个数字编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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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表列税额。清代按银、钱计列；民国时期

1938年以前按银币计列，1939"-1947年按法币计列，194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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