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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湘乡税务志》，按税种性质分类记述湘乡工

商税收。清末，民国的田赋和建国后的农业税、契税

以及国家虽有税种，而湘乡未开征或未设机构随流转

方向由邻县征收者，本志均未列入。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一般为清代道光二十年

(公元1840年)；下限为1989年底，个别章节根据需要，

适当上延下续。

三，本志记述地域，1951年县域变更前，包括现

双峰县，娄底市及涟源市部份地域；1951年9月起，

以县域变更后，湘乡行政区划实辖范围为限。税收收

入，除部份章节为保持历史原貌仍用老县数据外；1949

年9月～1951年8月的入库数，均剔除了划出地区。

四、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

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加注相应公元年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清代纪年用汉字；

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

五、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清代为银两，民国时



期先为银元．1935年以后为法币，1948年8月改为金

圆券，1949年7月又改为银圆券。建国后的货币为人

民币，1955年3月发行新人民币．每一元兑换1日人民

币一万元。志内凡未另加说明的均为新币。

六，本志中建国后的税收数字以实际入库数为

准，有关比较，也是以入库数为依据；各个时期的工

商户数以实际纳税登记数为准。因此，与有关部门的

数字不尽一致。

七、本志对在章节中不宜安排的事件，一般放大

事记里叙述。

八、清末，民国时期税务机构负责人和税款征收

数字，虽已列表附录，但因资料不全．仅能收入一部

份入志。



序

志随政出，盛世修志。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

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

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

世的千秋太业。《湘乡税务志》，在湘乡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和湘潭市税务局的领导与关怀下，1987年3月

组建编志领导小组，先后聘请离、退休干部易志学、胡

纪元两同志开始史料收集。经过一年多辛勤耕耘，四

方取材，粗有轮廓。旋因胡老年高体衰，难以支持．

搁笔还乡。易老以多病之躯，独笔奋进，三历寒暑，四

易其稿，殚精毕力，终于成志。

《湘乡税务志》，经过广征博采，在省、市档案馆，

图书馆及各有关编志办，查阅了大量档案、文史典籍

和历史报刊，并走访有关单位和知情人士等，共摘抄

建卡资料3600张约11077字，复印资料200：b-字。在此

基础上进行筛选，去芜存精，去伪存真，于1988年lO

月进入编写。用新观点、新方法，按实事求是原则，

秉笔直书，1990年1月完成送审稿编印成册。5月，召

开评稿套，应邀参加的有中共湘乡市委、湘乡市政府、



市地方志办，湘潭市财委、市税务局的有关领导，县

志总暴、副总纂，相关单位修志主编和本局部分同志

共42A．．。经会议鉴定，获原则通过。旋叉根据评审意

见，调整了部份章节，补充和订正一些史实，数据。

11月，报请湘乡县志编纂委员会审定批准付印，列入

《湘乡市地方志丛书》系列。

税收是国家权力的经济体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

和再分配，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不同的税收本质。从

本志的史料可以看出，建国以前的税收，是统治者对

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有取无予；新中国的税收。不

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是国家巩固政权、指导

生产、．引导消费的重要经济杠杆。

从本志史料还可以看出，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支柱，

它的兴衰成败，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是相互效应的。

这些史料还教育我们，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认

识税收本质，明确税收地位，特别是我国处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依靠税收筹集资全和发挥经济杠

杆与监督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必须很好借鉴前人的

经验教训，进一步开展税收研究，做好税收工作。

事业在发展，史绩在创造。谨愿《湘乡税务志》的

续篇更新更美!

罗征沐

一九丸。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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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湘乡在清咸丰前；征自工商的税很少，岁入基本

上靠地丁漕粮。成丰五年(1855)，为镇压太平军，筹

集军饷，奉令劝谕客商抽收厘金新税，设置厘金分局。

此为清代在县设置税收机构之始。同治十一年(1872)，

为加强盐税控制，湘岸淮盐督销局，在湘乡设分销子

店，旋改督销缉私局，实行官督商销。光绪三十年

(1904)为筹解海防经费，规定烟洒除抽收百货厘金外，

另征烟酒车税。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工商部颁布

《矿税章程》，先后就乾丰，楚丰，嘉亨、益丰等公司，

在六区坳头山，七区石洞(均今双峰县属)等地开采的

硫磺矿开征矿产税。当时，清廷新政繁兴，军需频增，

宫廷靡费浩大，开支恶性膨胀，遂敛每兴一事，即有

指定货品加抽厘金或盐税附加。宣统年问，盐税附加

达十八项之多，全年收入几与田赋栖埒。到宣统三年

(1911)止，除杂税杂捐外，在县征收的正规税种有：

田赋．盐税，厘金．矿税．牙税，当税，契税．烟酒

税等。

民国建立，赋税一承清制。由于内战连绵，各地



2 湘乡税务考

军阔拥权自主，把持税收。湘乡地处要冲，驻境或过

境军队的给养多系就地取给。当时财政体制混乱，县

级财政孤悬，擅增正税附加，开征杂捐，临时摊派，不

知凡几j而上级规定的税种又次第增加。各项专税专

款征收机构此伏彼起，各项税捐局长，主任、委员，征

榷员层现错出，以各种名目自设的税卡、办公处、稽

征所密布各地，困商病民，无以复加。民国17年(1928)

以前，湘乡设置过的县级税务机关多达9个。征收过

的主要税种有盐税．厘金，契税．矿税，当税，牙税、

印花税、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屠宰税、土硝税。

在征收方法上，大多实行包征、估征。县内厘金

于民国9年起招商承包，官办变为商办。当时政府只

图稳定收入，而承包者则视厘金为利薮。肆意苛索，额

外巧取。对应解包额任意短亏，结果官方索取仍无法

满足，·商民负担则骤增数倍。其他如烟酒．屠。硝等

税莫不如此。

民国17年(1928)11月，国民政府划分国家税和地

方税，县内属于国税的有盐税、印花税．烟酒税；属

于省地方的有田赋，契税、牙税、屠宰税、土硝fI；i。

地方财政以省为主体，县附于省。民国19年度，全县

财政收入仅田赋附]JH225180银元，契税附J；Ⅱ8000银元。

民国23年6月，中央第二次财政会议后，为推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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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建立县预算基础，才从省税内划出屠宰税归县，是

为县内有正税收入之始。当年度屠宰税比额为8400银

元。

国家税、地方税的明确划分，虽已改变军人把持

税收任意提取税款的情况，但当时省政府主席何健，

热衷内战，积极反共，县内举办团防，保安，募捐筹

饷应接不暇，除于民国20年元月创办营业税外，并先

后征募善后捐、不动产买卖捐，航空基金等，其中善

后捐征募达5年之久，共收各都坊、城区营业、山田．

房产等捐银元22840元，相当两年半的屠宰税收入。同

时，何踺与贵州军阀勾结，把持土烟(鸦片烟)贩运，在

四路军总指挥部下设两湖清理特税(系清末土药厘改

称)处湖南分处，以永丰为特货必经之处，设置特税查

缉派驻所，名为禁烟，实为高额征税。自民国18年8

月起到21年2月止持继征税两年零七个月。

民国24年(1935)7月，为统一省县征收机关并着

手整理税务，湘乡在民国22年6月裁撤省税征收局之

后成立县税务局，掌管田赋、契税．营业税，烟酒牌

照税。牙税．屠宰税等，并代办国税征解(25年7月，

烟酒．印花税局撤销，湘乡只设征榷员)。当时政局稍

定，税制渐趋统一，对苛捐杂税，迫于人民反抗，也

曾F令废止，可是“国计新需，时虞不给，莫得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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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民负政策，不能见诸行动，虽有可守之法，而无

守法之吏，在税收的包征，估征。摊派中，贪污中饱，

敲诈勒索，相袭成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方军务增多，新的捐费继起，

乡、保、甲按人按地摊派的壮丁捐、欢送捐、保甲捐，

由省县立法开征的自治户捐，百一捐、应变捐，自卫捐、

自卫附捐，所取于民者不可胜数。抗战胜利后，国民

政府为满足内战需要，苛捐杂税有增无已，各项税率

普遍提高，新的捐派不断兴起，县内为解决乡、保自

卫费用附营业税带征的一次捐献和筑路附加、乡保经

费、绥靖临时费．外运生猪自卫特捐等，均是民国36

～38年先后兴起的。

国家举办的新税种，县内有自民国25年起至36年

止先后开征的所得税、过份利得税，房捐、营业牌照

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筵席税，遗产税．土地税等。此

一时期的中央税收除盐税外已形成直接税和货物税两

个系统，分别设立机构征收(37年6月，直、货两税机

构合并改组为国税稽征所)，直接税包括所得税、利得

税、遗产税、特种营业税．印花税；货物税包括烟酒

税．矿产税；地方税收经过民国31年把省级财政并入

中央财政和35年又恢复省级财政的两度变革，到1949

年8月解放前夕，县级税收有契税，屠宰税，营业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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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税．房捐及省分给的土地税

50％，遗产税30％j营业税50％等。省税仍归县税捐

稽征处征收。

1949年9月1日成立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废除杂

捐、摊派，沿用部份旧税制。当时开征的税种有屠宰

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房捐。11月

起，执行华中货物税、屠宰税、筵席税。印花税、房

地产税等征收暂行办法。并补征和催收旧政权移交的

上半年各项欠税，在工作中，广泛宣传人民税收是“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推行“评分定值”办法，发动群众

积极纳税。当年9至12月共组织各税入库6．52万元(折

新币)，对支援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和回笼货币．稳定金

融、平抑物价，都起到一定作用。

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

一全国税政，县内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

税，所得税、临时商业税、摊贩业税)，印花税、利息

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使用

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等9种；对税目，税率相应

作了调整，实行重工业轻于轻工业，生活必需品轻于

非生活必需品、迷信奢侈品课以重税的原则。国家通

过税负指导调节生产和消费，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行业发展。在征管上，工商业税采取自报查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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