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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I县税务局大门．

青川县税务局工会委员畚 正在修建中的税务-局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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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青川县税务志》蝙写领导小纽

左铝：苏白慧、郑忠德、李三．0

三锅税工组 乐安寺税工纽





房石税务所在汇算所得税 青溪税务所在总结所得税汇算

少州税务所在学习《中国税务≯

少州税务所奖状 关庄税务所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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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编写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

修志这项工作，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

的地方志。为此，青川县人民政府子一九八三年设置县志办公室领导这

税务局也随之组织力量，从事《青川县税务志))的编写工作。
+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日臻繁荣的经济形势，给我们编修((青川县税务志))，从客观

上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再现税务历史的本来面目，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先后在四川省档案馆和青川县档案馆查阅了952个案卷，摘

抄四十余万字的历史资料。惟民国三十一年(1942)青川恢复县治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

史料奇缺，也竭力查寻口碑资料以补不足。经编纂为八章二十七节约七万字。在编写中

按照详近略远，时经事纬．横排竖写的方法记叙了青川县的税务史，并尽量争取能体现

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

’

． 本志在青川县是属首创，由于我们既无前入的模式借鉴，又缺乏修志知识，因此，

难免出现遗缺和不足之处。对此，除感谢青川县志办的大力指导，感谢编纂人民的辛勤

劳动外，并殷切希望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

苏自慧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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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
肖 一

《(青川县税务志》，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志办的具体指导

三年七月起，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资料搜集整理，现已编就。尽管因资料和

乏，在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但从“详今略古帮的原则看，仍展现了税收

轮廓，对研究税收在各时期的作用，税务机构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青川县税务志》，能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问世，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确路线、方针，政策分不开的。建国后三十多年来，编纂税志的工作，仅

上谈兵，，。只有在经过“拨乱反正彦，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后，才能使税

为重要议事日程。负责编纂的人员亦锲而不舍，一气呵成。这里，还需提

川县税务志))的编成，是与税务退休干部黄世鳌同志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来，不顾“耳顺"之年，发扬“不用扬鞭自奋蹄一的革命精神，倾注了大量心血，走访

了县，地、省档案馆，剑阁、广元县等有关部门，摘抄搜集整埋资科。乘《青川县税务

志))编就之际，我们向编纂同志和所有为税志提供史实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诚致谢意。

●

郑忠德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



凡 例

税务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编年与记事本宋体的方，

工作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 ‘

采集于四川省档案馆，青川县档案馆，青川县志办公室整理的部份资

三，本志上限从一九四二年八月青川恢复县治起，下限到一九八五年年底止。 ?

四，本志卷首包括编纂委员会、编写组名单，地图、一组图片和目录，设章节目三

个层次，按详今略古，时经事纬，横排竖写的方法进行。

五，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书为“民国××年印，其后括号内为公元。中华人民共和

国时期按公元纪年。

六、货币。中华民国时期按当年通货，标出币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人民币为

难。韭注以币制交革比率。 _

．七、凡一九五O年后的人名加有“口节框住的为编纂时已逝世．

八，本志编纂时，财税机构已经分设，故涉及财政部份未予收录．

5



概 述

，1 1税收，是人类社会分裂为对立阶级．出现了国家后的产物。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

能，制定的征纳标准，采用法律方式，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一
'．

种手段。它的制度是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制定的。其税法是国家法律的组

成部份。

地处四川北部边缘的青川，民国卅一年(1942)八月恢复县治，由于岭峤参嵯绵

亘，交通圾不发达，。工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商业异常肖条，工商税源贫乏。政府当局既

不重视工农业生产，又无力改善交通运输。在“赋税并举"的政策下，人民的纳税能力

每况愈下。虽设五等税捐倍征处专司各种工商税收的稽征管理，实则成了专管杂捐的征

纳机构；税收管理体制极不严肃，税捐稽征处可以随人定法，稽征方法全采招标包商

制，中标者可以加码征收，且包额低，又多为地方豪强所把持。招标的九种税曰中，屠

宰税占当年税收总额的40一60％，投标者多垂涎此税。历年税收不敷财政支出，除连年

整理财政，清耶说收外，政府和地方豪强在八年中先后共设置二百五十多个杂捐项目，

征敛无常，病商困民致极。民国卅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渴望休养生息之

际，而内战又作，四川省政府认为青川是共产党赤化过的县，更加防范，竭力搜刮民

财，用以加强靖戍。杂捐派款接踵而至，正如民国卅五年(1946)陈忠荩县长在给十四

专员公署报告中诉说的： “政府有顾此失彼之感，人民有纳捐不逮之痛"，至民国卅八

年(1949)十二月，青川解放后，人民才彻底摆脱了苛政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税收，是国家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份。它是根据“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生产出发，为政治服务，走群众路线为社会主义建设积

累资金。是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企业经济核算的重要手段。是调节生产、流通和消

费的一个重要经济杠杆。 j

建国卅六年来，工商税制先后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七三年和一九八四

年进行过四次较大的改革。前三次改革，主要是在保持原税负基础上简并税种，减少纳

税环节和征收手续。青川县的工商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一九五O年的9．73％上

声 ．



丹到一九八五年的1 15．4％．其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浮夸

1勺．76％，一九六二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

九六五年才逐步回升到63．5l％。由于搿文化大革命黟的冲击，

的54．01％。一九七三年改革税捌，笼罩着“左"的阴影， 认

化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税制越简单越好，税种越少越好

照简化，合并的原则进行。最后，对国营企业只征工商税，对

税和工商所得税。在此期间，青川县的工商税收波浪式的前进

收实绩占财政总收入的79．15％。一九八四年，不再保持原税负

收渠道，建立了一个有各种不同特性的多税种相互配合的工商

入，提高了整个社会综合经济效益。因而一九八五年全县工商

最高纪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青川县整个经济，围绕如何把企

革，由基本是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

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都有较大

进。一九八四年城镇集体工商企业和个体经济的税收占税收总

升到43．43％，实现了税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

建国后，青川的财政税务机构经历过两合三分。一九八三

时，税务系统有职-T'85人，比一九五O年编制增加了5．5倍。壮

收机构。实践证明，税收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税务干部要充分认识自己责任重大，岗位

劢，为国家积累资金继续作出贡献。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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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0年一1985年)

民国二十九年(1940)

三月，四川省税制调整，屠宰税划归县有，平武县决定宰猪一只定额征收法币三

元，羊一元。 ：

’

．· ．? 一民国三十一年(1942)

八月，青川按四等县置六等经收处，下设十二个征收区。

同月，新开征营业牌照税和使用牌照税。①

民国三十二年(1943)

一月，改屠宰牲畜定额征税为按标准秀量(65公斤)从价依5％税率计征。

三月二十四日，筹募同盟胜利公债十二万三千元(法币)。@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元月一日起，整理县自治财源，开始课征房捐。

七月，筹募同盟胜利公债(法币)110万元。④

民国三十四年(1945)

一月起，先后建立十四个乡镇屠宰税监察委员会．

十一月，经收处并入财政科，改名经征股。

民国三+五年(1946)

九且一日，经征股单独没立，改名税捐征收处。

民国三+六年(1947)

一月，税捐处升格为五等处。
‘

一 j

十一月，税捐征收处处长刘可久撤职查办。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六月二十九日，青川县摊筹战乱设防准备金(法币)两亿元。④

十一月，摊募修建青溪东侨费(金元券)八千万元。⑤

民国三十八年(1949)

七月一日起，各项税捐改征银元。

十月，再次紧缩机构，税捐处裁减员工十四名。

一九五O年

元旦，青川县人民政府接收税捐稽征处。

三月一El成立青川县人民税务局． ．

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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