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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方志不失

为一颞璀灿的明珠。盛世修志，是修志事业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解放后，老■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修志事业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修志工作都曾作过指

示。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列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无论政治形势抑或经济形

势，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盛世。这就为编修地方志及专业心-1-：．提供了物质准备和精神条件。

1981年，在省、市召开地方志会议后。我局在市税务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的领导和区

志办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开始了《北碚区税务志》(以下简称税务志)的编修工作。我们始

终遵照有关地方志会议精神，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以崔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及搿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耖相统一的要求核实与选用材料，使

，。之符合历史的本来面丑。，

税务志，是我局首次以业务为题编写的专业志，除对民国时期作了简要记述而外，着重

是以新中国建立以来至1985年期间的税收业务活动为主要内容。它既是一部记载税收事业

(税务机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资料史册，也是本局系统广大税务干部和创业者们事迹的

实录。它用可靠数据资料及增长幅度对比显示了本区组织财政收入的工作实绩，同时，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区经济(税源)变化情况和工商业生产经营发展的速度。志中既有成功

经验和失误教训的介绍，也有税务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尝到的艰辛和甘甜。因此，编篡税务志

不但是时代的需要，区志办的要求，也是税收战线上各个专业和广大职王的共同愿望。由于

我们水平不高，缺乏经验，税务恚的质量可能不太理想，但我们毕竟怀着_个愿望。但愿它

能成为我们从事税收理论研究的同志们和奋战在征管工作第一线的广太税务工作者r。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探索税收新特点，新路子和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有用素材和历史借鉴。

。我局编纂税务志的任务，是在时间紧，人员少，缺资料的情况下开始的。编志过程中?

我们在组建班子，征集资料，开展编写均走过一段弯路和遇弼不少困难，但由于领导的关怀

重视，编志人员的不懈努力以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历经几度春秋，总算初步见到了成效。

在此，我代表分局和分局编志领导小组，谨向北碚区志办，市税局编态塞的领导和同志们

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以及各兄弟区县局的光临传经送宝致以衷心的谢意r谨向本局各科，

～室0所、队酌认真审稿和提供资料以及常年坚持在编志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袭示深切的感谢。

编修出一本具有时代，地方特色的志书，原是我局开展这一工作酌初衷，但由于时闻

紧，任务繁，难免没有遗漏甚至谬误之处，为此，恳请同行和知情者多多赐教，不胜感激。

刘支勤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九日

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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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写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实事求是为原则-体例上本着

详近略远，详业务略其他，横分竖写，依时叙事，文风上力争简洁流畅，朴实无华。
一

二，本志时间断限t上起民国初年，下迄1985年，但在某些分志的记述中根据需要，对

其渊源也分别作了简要的追溯。
、

三、本志由卷酋、’章节、附录三大部组成，卷首包括序言，凡倒，图表，目录、概述，

章、专记税收业务，章以下按节、目项安排，附录·重点记述对税收工作产生过较大影响孵

大事。
’／

“ ’

四、本志以语体文；记述体为主，但也有少量的文言，成语及引用文中原属文富文的康
、

、

文。
‘

’

。+。一 。

五，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并在文中穿插图表，以补文字记述的不足。

六、本志在行文中对数字的书写t除民国纪年外，其余纪年数字。j表列’数字二概使用阿1
：

拉伯文。
‘

七、本志在使用货币名称、金额单位时，民国时期以当时通用贷币为准，解放后为了口．

径一致，统计方便，一律按1955年新旧币兑换以后的人民币为准(新旧币比率t l—loooo元。)

八，对同一税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如有更换，本志砌采使用时耱最长或最后用名为

标题，如搿车船使用牌照税拶，“城市房地产税拶。

九、文中涉及到文件及单位名称，本恚除第一次使用全名外，以后均甩简称t如绦
俩∥球办法廖膏中财部彦，口税总一，aJil东局弦，冀省疗局一，口市’税局芹，口语稳

臆≯，搿区分局扫，—本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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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在解放前是国民党陪都一一重庆的一个重镇，市街中心朝盱镇位于嘉陵江小三峡中

温汤峡与观音峡之间的南岸，从西北流向东南的嘉陵江河道，把北碚地区境内各乡镇分为两

半，出朝阳逆江而上有金刚、二岩、澄江，顺流而下有白庙、蔡家，同兴，东去文星、代家

沟，西至天生，歇马，北岸的东阳、黄桷隔江相望，形成北碚地区工矿企业中一b和商业贸易

集市中心，江(江北县)巴(巴县)壁(壁山县)'合(合川县)是北碚东、南、西、北的邻

县，人口107，574人，矿产资源有煤、矽、硫，铁矿、石灰石．．自云石等，主要农作物有水

稻，玉米，红苕、小麦，油菜，桑蚕、水果，药材，水陆交通方便。北碚地区山川秀丽，景

色宜人，缙云山之秀、北温泉之美、小山峡之奇早已名贯蜀中。“缙云山风景区”经国务院

1982年列为首批公布的4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

解放前，北碚地区以矿业(煤炭)生产最为兴旺，自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军阀混战，兵

连匪祸，骚扰民舍，抢掠行船，商贾客旅不敢轻易入碚。于是船捐，护商费等苛捐杂税由此

而生。1927年，卢作孚先生出任峡防局局长后，着手整顿社会治安，开拓实业，普及教育，

进行市政建设，使北碚开始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1936年，改峡防局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

实验区署，辖区北碚、黄桷、文星、二岩、澄江五乡镇，但一切税收仍由各乡镇原属县政府

征收局办理，实验区只有权征收保甲经费和教育经费。1942年，实验区改名为北碚管理局，

次年11月成立经收处，主管税收有两项，一是税捐，二是公学产租金，税收权限有所扩大，

县级行政区规模逐渐形成。这个时期正值抗日战争中期，由于日军侵犯，沦陷区部份工商

企业陆续内迁入碚，使北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加之国民政府一些机关，学校移迁北碚后，

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要员名人频繁来往和旅居北碚、更提高了北碚的知名度。1945年，

抗岛战争胜利后，内迁单位陆续复员，对北碚财源有较大影响，尤其临近解放前夕，货币贬

值，物价飞涨，经济衰退，税源枯竭’到1949年12月2日北碚解放为止，地方经济处于维持

状态。 ＼
．

解放后，北碚地区几经规划，多次调整，截至1985年底，土地面积为37 4平方公里，人

口37万余，辖街道办事处8介，乡镇15个，属重庆市的一个郊区。区税务分局根据国家经济

建设和税收工作实际需要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分局机关设有8个科、室、队、在编人员57

人；下属8个税务所(包括国营企业税务所)按本区行政区划设置，在编人员150人，全局干勤人

员总计为2 0 7人，承担本区组织财政收入和征收管理工作的重任。解放后36年中，区税务分局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中央、省、市税务局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政策法令，规章制

度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开展工作。

从1950年统一全国税制劲1984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国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

税制改革。解放初期，五种经济成份并存，一1950年北碚地区国营企业仅17个，私营工商业

2．028户，工商税收是以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商业)为主要来源。鉴于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私

营企业特多，为保障供给和恢复发展生产需要，在税收上按照对私营企业实行利用、限制，改

·l·



造的政策精神，采取了“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并实行公私区别对待，手续繁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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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漏税普遍存在，税收连年出现起伏和相对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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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弦嚣方针。税务部门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组织财致

收入，开展税务监督管理。1979年7月，区财政、税务机构分设，逐步健全了澍度，充实了

干部力量，工作逐渐走向正轨。自1979年起，国家磕续制定并颁布了若干税法，开辟了新的

税种，恢复了一些旧税种，逐渐形成了一个结构比较合理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

税收体系，建立健全了复税制。

随着经济休铡改革的深入，多种形式生产经营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

豹发展。为充分发挥税收经济的调节作用，自1981年1月起'按照中央指示，北碚区在一

轻，电子仪表两个行业中的国营企业实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的试点，取得

了初步成效。198,1年迎目，第二步利改税在国营企业中全面试行'弼1985年北碚税收实绩达

6870万元，为1976年的4．02倍，是1950年的64．76倍，从1950年至．1988年的36年中，全区共

收正商各税总合为53497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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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税收

第一章峡防局时期的苛捐杂税

第一节 苛捐杂税起源

民国七年(1918年)，川东道委派地方人士周宝箴、壬锡武成立峡防营，负责北碚地区及

重庆在嘉陵江小三峡一带的治安防范。民国九年，川一军吴象痴为峡防司令。民国十一年，

又由第二军委卢诚为峡防司令。民国十二年(1923年)上年，秦汉三旅长驻峡区，自任峡防

司令。在此期阅，北碚地区税收都由各乡镇隶属县麝征收局征收。但嘉陵江流域流经北碚地

区的过道费(即称买路钱)，自民国初期开始就产生了。1923年冬，江、巴、壁，合四县协

议，将原来的峡防营改组为峡防局，胡南先、熊明甫分任峡防局的局长和付局长，并芷式向国

民政府打报告备案，名正言顺地开始抽收过道船捐。因此征收过道船捐成为北碚地区税务活

动的开始。

自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各地军阀四起，互相争夺，胜者为王，自划防线地域；一

切财政税收搿悉决於该区之最高军事首长。且因争夺地盘，引起盗匪充斥，四处搔然弦。

(弓l寓《北碚月干吐》、1937年1月l 7区出版，第一卷，第五期)，嘉陵江三峡区域的北碚地

区。。自民国八、九年闯，即有土匪“纵横驰骤於境内黟， (出处同上)。有的抢掠民舍，有

的劫夺船只，闹得本地民众难以安居，o商贾船只也不能正常往来和通过，有时就是军队过路

也须预办交涉才能畅行，否贝q就会发生意外，造成人、财、物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交

通。过往行船商贾没办法，只好秘甩地方势力疏通关系，以保畅行。一般须请长旗(如大爷

之类)或管事(如五爷之类)座在护送船中，过三峡I=I，如果遇上匪船阻拦，即出面办理交

涉，或赠送金银钱物，或敬送香烟、大烟。土匪最喜欢要的是枪支弹药，如若得到，一路畅

行无阻，人船货都能安全通过，因为土匪一般是联合行动的，所以一关即过，其余便可以依

次放行。当地把疏通这种关系称为： “办软交涉刀。

继后，土匪股头越来越多，横行子北碚境内，过路商贾行船通过，地方势力办“软交

涉，，的办法也无济于事了，因此当地人士就开始组织起民办团队地方武装，一方面帮助维护

地方治安，一方面护送过路行船、商贾、武装护送通过嘉陵江小三峡。护送过程中，护送人员

的全部旅差、伙食费用由船主或商贾承担，此外还要给予相当可观的酬金，作为护送货物的

交换条件。当地把用这种办法来疏通开辟航道称为∥办硬交涉"。在当时多匪的四川，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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