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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1从传说中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贡”，到商朝的“徭役

田”，到周朝的”九赋”，直到当代的较为完善的税收制度，可见税

收与国家同时产生，可谓源远流长。我们今天所以能或多或少知道一

些有关古今中外税收的事，全依赖文字的记载，而一本《普安县税务

志》，则使我们从现在向历史回溯七十余年，能够比较详尽地了解普

安县税务工作中关于机构的沿革，税制的执行、税种的征收、税源的

管理与培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税制的改革．税务机关的

自身建设等情况。所以，我们应当感谢《普安县税务志》的编纂者们

通过付‘出的辛勤劳动，取得的积极成果，做了·件有利于促进普安县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事，好事。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份，历来受到国家各级政府的

重视，《普安县税务志》的文字明确地反映了这个方面。解放前，

“普安县县长赵济华、杨家骧先后兼任过税捐稽征处长及二课课长"

职。解放后，普安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成立。 “1950年6月由普安县长

吴兴德兼任税务局首任局长。”虽然解放前后税收反映的阶级本质不

同，但政府注重税务这一点，在当今也值得借鉴。尽管未必再以县长

兼税务局局长，但政府总该要重视税收工作则是无疑的。

税收是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其收入

来源即税源，不应任其自生自灭，税务部门和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

／，吵



部门都要重j况税源的培养，读《普安县税务志》后，我

也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税务志》详细地记述了普安县税制改革的情况。从一九

制，一九五八午工商税制改革，一九六三年工商所得税

七三年工商税制改革，一九A-年到一九八四年国营企

明一个l'口-J题，即税收也同我国的各行业一样需要深化改

，使社会主义的税收，无论在征收管理，税种设置，t税

都能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任何其庀制度的优越

，{ ，’～ J'．

‘

“，、． ＼：
．

{

为一项具体的工作j需要专人来做，需要专门机，构来

强税务部门的自身建设是很重更的。修志、读志，温故

在的税务部门，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健全税务部门工作制

务工作人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

义中国的基本国情教育，把税务干部队伍建成一支有理

有文化、有纪律、．熟悉专业业务、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

，秉公执法，廉洁奉公的队伍，让这支队伍胜任愉快地

务工作，以便将来后人续写税务志时，有更可贵的经

的内容。 一

、

税务志》给我以上启发，愿其他读者读后，见仁见智，

普安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李本恕

j一九九O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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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l，《普安县税务志》于公元1 987年5月开始编写。本志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力求寓褒贬于文体中。

2、本志解放前史料主要取于民国时期的《普安县志》和普安县

档案馆民国时期财政，税收档案资料，并辅之以地方父老口述资料；

解放后史料，则取于本局历年档案，并参考贵州省税务局《贵州省税

务大事记》有关记述史料；解放后税收数据取于本局历年会统报表， ，

其他数据则取于普安县统计局和供销社统计资料，依时序为纵，史实

为横。横排竖写，详今略古。 ．、

3、本志时限除税捐征收简略述于民国前外，余上限于公元1 9 1 3

年，下限于公元i987年。

4．本志总体结构。以黔番南州税务局印发的《黔西南州税务志-．

篇目》编写，就实际需要，一些章节略有变动。，-心-I-首列有“概述”、 簟

简介普安县概貌和税捐发展概况，以方便阅读．考查、志尾列有“附

录”和“编语”。全书共分为7章23节。

5、本志用规范化标准化汉字书写，引用文中有繁体字者一律改

用规范化简化字。书内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宇书写，不定数字则用汉字

书写，如：一年，二年，千元等。

f。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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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

6、本志币制称谓，解放前按原币制数字书写，同时用括号注明

“法币”、 “金元券”、 “滇洋”等。解放后一律以人民币书写。

7、为了方便阅读，书内插图和附表附于本节(文)之后，并在

文中加括号注明，如(附图1)、(附表1)等．

t 4’



概7述

普安县位于黔西南西北边陲，全县面积1，429平方公里。东部与

晴隆县接壤，南部与兴仁县为邻，西南部一隅紧靠兴义县属马岭区

界，北部与六盘水特区山水相连。全县居丛山之中，平均海拔1，500

米左右i。属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民族杂居县。普

安县以农为主，主产苞谷，水稻、小麦次之，兼产薯类及其他杂粮。

经济作物以烤烟、油菜，茶叶为主要产品。矿产资源丰富，有煤，

铁、铅．锌等，有的已经开发利用。滇黔公路横贯县境，普青公路直

达州府。区、乡公路通车，交通较为方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业购销活跃。1987年底全县设四个区，一

个区级镇；34个乡，两个乡级镇。总人口222，275人；其中农业人I=／

为209，687人。
’

盘水镇，是县辖区级镇，普安县城所在地，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地处滇黔公路干线上，又是全县区．乡公路中枢。工商企

业、服务行业发展较快。1 987年全镇人12 9，470人；其中农业人I：1为

2，803人。

普安县屯垦于明、设县于清。清顺治l8年(公元166 1年)正式定

名普安县，设县治于兴城，(现今兴仁——编者)康熙中，徙县治于

兴新，(现今普安县——编者)嘉庆三年(公元1799年)裁兴城巡检

改设县丞。民国元年(公元l 9 1 2午)裁兴城县丞，与其地设兴仁县，

∥5‘



必新设普安县。至此普安、兴仁各为县治。民N-午(公元1 91 3午)

与邻县兴仁，盘县、兴义，晴隆划拨插花土地完毕，普安县治疆域始

得固定。

税捐，乃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实现箕统治职能向人民无偿课征实物

或货币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民国以前普安县是以地丁合一的

曰赋制度以及佚役苛杂等名目课征捐税，j以取得其财政收入。‘清嘉庆

．4年(公元1800午’)普安县佚役凡科定额为1 2 j ooo牵；，’沿续1 I 2年，

e民冷不堪。：_’(民国《普安县志》<杂事志>)除田赋是按亩征粮又征

银外．铁役派款繁多：一]1有按里征收军需用粮用银，搬运掳掠珠宝财物上

京向人民索佚折征银两；．官府用车、辇：马骑。和猪、．羊：鸡：、鸭‘：i

鹅按里以佚征银；修驿道．备渡船按里以人头征银等。查考民国《普

安县志》弓。至清光绪年间赊田赋、。佚役凡苛外j．还有厘金、鱼课、．盐

课的征收： ·‘一一～、_． 二·、：j■。：．√i一一一·．．．。 。r，

～．民国元年(公元1 91 2年)普安县伏役繁苛得豁免：”．i、．． ，．

-．、民初，普安县设有专司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机构。除鱼课、’盐课

外，另有屠捐、契税、印花税征收。一方面沿袭清制征收赋税，‘二方

。 面又设立新税扩大收入。《普安县志》总辑田昌文当时作《奇荒叹》

写道：一“官吏催征新税钱，印花票催来亟亟。-：⋯0县长爱财多心计，’

房‘产税过要验契；委官员亲接踵来，佚马摊收依旧例”．。‘普安县在，男

代统治者平苗平叛中，饱经战火滋扰，政府不顾民间休生养息，-人民

负担沉重。 ，． ：．-．．，； = 一i。：‘ !．-～!．?o．．

‘民国24午，(公元l 935年)中央军进驻贵州，黔政趋统一。始有

中央√省级、地方捐税层次。1普安县地处边沿，交通闭塞，工商业经

营清淡，农业生产不发达。·中央和省级税捐只有极零星收入。县级财



政赖以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地方税捐为主。普安县地方税捐概采招

标承包(或称招商承包)制，政府虽颁有税捐征收“条例’、 ．“办

法”，但对承包人则失去制约，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官商串通一气，划

分包征势力范围。对纳税人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取之于民，用之于己。

除此，尚有“禁娴罚金”、 “自卫特捐”、 “保警食米”一：～保甲经

费，，等名目，苛杂繁多，延续至解放时止。导致生产不振，经济凋敞。

；一公元1949年底，普安县实现和平解放。1950年3月，兴仁地委派

来工作队接管国民政府政权，筹建普安县人民政府。1950年3月29日

普安县人民政府成立。从此普安县各民族人民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I 950年4月下旬普安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成立。局址设于普安平街孔家

大桃1950年5月8日，普安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全部人员在执行征收

任务时遭土匪袭击，牺牲二入，余悉被掳劫。县人民政府当即调出人

员进入税务机关以保工单位，继续执行征收任务。1950年6月普安县

人民政府税务局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县长兼任税务局长，从人民解

放军147团调来副局长，配备专业会计，设置税务组长。至1 950年底

普安县人民政府税务局计有包括副局长在内的工作员9人。

1 950年1 2月，全省第一次税务会议召开，贯彻《全国税政实施要

则》，统一全国税政。从此根本改变普安县原有的税捐征收管理制度。

在普安县税务局机构日趋完善的同时，青山：兴中税务所于1 951

年上半年相继成立。同年从兴仁专区税务局、专区政民干校、普安县

政府科室等调来干部增强税收力量。县局成立<业务股>。1951年底

全县税务干部扩大到1 5人，．交易员7人，这是一支为后期普安县税务

工作发展的基本队伍。。

1 95 1年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在青山区进行，各区反封建斗争相继深



入开展，全县税务于部经受一次阶级斗争教育和无产阶级革命洗礼。

1 952年初，全体税务干部参加“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经受一次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教育。

1957年，《关于农村工商税收的暂行规定》颁布，普安县税务局对

全县农村工副业进行纳税鉴定，为统一农村税收的稽管开创新的局面。

1958年10月——1961年普安与晴隆并县，原两县税务机构相应合

并。1 958年I 1月一1959午与县财政科并为财税局；I 966--1 973年，文

化大革命中与县财政并为财税办公室和财税局。在运动的推动下全体

税务干部出于对毛主席和党的信赖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政治大革命，

致使税务机构无政府主义泛滥，一度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I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税务工作越显示它在新时期经济

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在加强税务建设中，普安县同全省税务系统一

样，改变机构管理体制，进行干部考核，调整领导班子，开展干部专

业培训，实行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制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措

施。全县税务干部队伍组织结构上，向实现革命化、知识化、年青

化、专业化道路上开始转变，税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3年对国营企业完成第一步利改税任务，1984年10月贯彻第二

步利改税试行办法及各项新条例，对国营企业进行第二步利改税。

解放37年，随着普安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

展，税务工作从为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开始，所经

历的每个历史时期，在贯彻执行税收政策、积累资金．调节收入、发

展生产、保障供给，促进普安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起到它的职能作

用，记下历史篇章。 ，



～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县税务局

据民国《普安县志》载： “满人频年征役多删至万金，少于数千

金，历二百五十余载而无由自拔。”清朝时期，普安县税捐征收机

构，无记载查考。

一，国税、省税机构。民国时期普安县有零星国、省税收入。民

国2年(公元1 91 3年)贵州省国税厅筹备处下设青山支局，(普安县青

山镇)青山支局辖旧营(现今楼下)、江西坡两个稽征所。以后固、

省税机构设于盘县，有：～黔桂滇区货物税局盘县分局”， “盘县第

五区营业税局”、 “盘县税务分局”， “盘县直接税局”。普安县

国、省税收入，。皆由上该局派员征收或由普安县政府着人经征、代

管 ．

口●

民N 3T午(公元1948年)贵州省国税厅第五区兴义征收局设青山

支局，下设旧营(楼下)、江西坡稽征所。

=、地方税捐机构。普安县地方税捐机构，受普安县政府领导，

记述于下： ．

1、民国7年以前(公元I 91 8年)，普安县派有经征员洪家瑞，

征收田赋、地方杂捐。

2、经费局，民国8年(公元1 9 1 9年)，民国《普安县志》“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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