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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菁

《财政税收志》，原为《沧州市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专门记述全市(地区)

财政税收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此书撰稿是从1996年底开始(我任《沧州

市志》编纂委员会委员)，1996年5月完成了一个十八万字的初稿，当时称市志

第十一篇——财政税收，分九章二十一节。后又修改“篇目”，除记述大财政收

入、支出、管理历史以外，又着重记述了税收方面的税制、税收机构、税收管理、

税种税率以及国有资产、涉外财务管理等大门类的史料。按照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起到存史、资

治、教化的作用，特别是财政税收部门得以“补史之缺，续史之无”，留下一份精

神财富，增添财政史志之花。

本志上限明代初期，下限1996年底，也有超出此限的部分史料，资料翔实

可靠，事丰言简意赅，存史价值较好。

众志成城，裒然成书。在编纂期间得到本市政府办公室、税务机关、地方

志办公室等单位提供资料，多方指导，在此表示谢意；主要撰稿和编辑栗瑛同

志工作兢兢业业、奋发进取、假El工作、夜以继日，拳拳之心不可泯。

此书分概述，税收制度、税收、税收管理、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财政管理、附录等几部分，共25万字。因水平有限，资料缺乏，有不足之处，望

批评指正。

李学文

二oo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李学文：原沧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沧州财政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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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沧州市财政税收志

概 述

沧州的财政税收。是国家财政税收在一个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古代

以来，特别从明代有《河间府志》记载财政税收18个州县资料以来，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更迭，先后经历了明代277年、清代267年、民国3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48年，共630年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下简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六百余年里，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渤海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外，其余各个时期的沧州

辖区(地区)各县(市)财政税收，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为剥削阶

级国家政权服务的，即“取之于民，用之于君"或“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财政

税收政策。其财政税收收入，主要来自对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的横征暴政。

财政支出，则用于帝王、官吏、军阀的生活享受；庞大的军费、政费开支；以及偿

还外债和对外赔款。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民当家做了主

人。从此，沧州(地区)财政税收步入了社会主义轨道，1979年后又称特色社会

主义，改革开放o 1992年开始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因体制变化

虽有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已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型财政税收；它

区别于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财政税收。其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

主要依靠经济发展，1993年前绝大部分财税收入是来自国有和集体经济(企

业)上缴的税利；财政支出，则重点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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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财政税收志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财政税收的

人民性和建设性。

古代沧州辖区财政税收

作为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地方财政税收，分别体

现了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关系；封建统治阶级对

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关系。以封建社会的地方财政

为例：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主要特征是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基本生产资料——

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民和农奴。它表现出的特点：(1)包含生产过

程内的经济剥削和生产过程以外的超经济剥削，但随着从领主制经济向地主

制经济的转化，前者逐步为后者所取代；(2)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不完全占有

关系相联系，财政税收收入的基本形式是按土地、人口征收的财产税和人头

税o“户调式”是东汉按户征税的制度。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下令(含现河

北一带)户出绢2匹、绵2斤。唐代“租庸调”的主要内容曾经是：每丁每年缴

“租”粟2石，“调”缴绢、绫、绝各2丈，“庸”是人丁年20日的力役，不服役每日

纳绢3尺。“两税法”是唐建中年问开始施行的赋税制度，构成了唐中叶至明

中叶750年政府实行的夏、秋两次征收田赋的制度。明正德年间始先后改革

赋役，南北都在试行新法——“一条鞭法”o一条鞭法的实行，使政府增加财政

收入、改变了沿用两千年赋和役平行征收的形式，是中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

革。嘉靖年间河问府包括沧州、河间县、献县、任丘县、肃宁县、青县、兴济县、

盐山县、南皮县、东光县、吴桥县、交河县、景州、静海县、宁津县、故城县、阜城

县、庆云县18州县官民地49912顷41亩，缴纳夏税秋粮128225石(每石为120

斤)o比明弘治年间记载官民地多25692顷。

明初、中叶和清初，均实行过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财政经济政策。明太

祖朱元璋主张减税安民，他废除了一些元代苛政，攻占大都以后，普查户口，丈

量土地，均平赋役，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并减轻工匠的奴役。清康熙颁布“滋

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二年推行的“摊丁人亩”，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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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辖区财政税收

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解体和商品经

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出现，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控制，致使中国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并日趋深化，沧州辖区各县财政税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变轻徭薄赋为重税政策。于是加重旧税，开辟新税，在地丁钱粮正赋之

外，又有粮捐、亩捐等名目。盐课引制之外又有盐斤加价。咸丰八年(1858年)

始，直隶各府、州、县开办厘金，对水陆交通要道过往运货，一律设卡收厘。随

后又增津海关海关税和州县烟酒税等，各类附加税达几十种o(二)商品经济

有所发展，财政税收结构有了变化。鸦片战争前地丁钱粮的农业税占财政收

入80％以上，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各州、县地丁钱粮的农业税一般占70％

以上，盐课、厘金(统税)和其他正杂各税等，却大有增加o(三)清代后期上解

的军费支出愈来愈大o(四)财政税收管理上，出现地方分权趋势。光绪二十

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令各地摊解数额巨大“庚子赔款”，

开始允许地方府、州、县在原有收支外，就地筹款，另辟财源。民国五年(1916

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互相争战，处在北京京畿重地的沧州各县财

政经济，陷入了极度混乱。表现为：(一)财政入不敷出，连年亏空，只得借债和

增税。民国十四年(1925年)前后沧州辖区增加附加捐税很多，约有百余种，仅

沧县、河间县、献县、盐山县、青县、吴桥县、任丘县、东光县等增加的附加捐税

49种o(二)支出紊乱，结构不合理。其中军政和司法、警察、保安等项开支占

绝大部分，而教育费、建设费很少。另有额外开支，如南皮县民国13年(1924

年)军队抓车抓夫用款约需20万元，民国16年(1927年)直鲁联军索要柴草、

大车约值5,6万元o(三)在财政管理上，出现了地方封建割据状态。民国5

年(1916年)后，地方军阀甚至县政府(公署)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势力范围内，自

行制定法令，任意加捐增税。如民国11年(1922年)曹锟为筹划战争饷需，摊

派大县(河间县、献县、沧县、天津县)出款5万元，高粱、小米4000石；中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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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财政税收志

(盐山县、任丘县、青县、交河县、宁津县)出款4万元，高粱、小米3000石，小县

(肃宁县、东光县、南皮县、庆云县、阜城县、新海县)(新海县为今黄骅市)出款

3万元，高粱、小米2000石。

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沧州财政税收

中华民国26-_38(1927--194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渤海革命根据

地、解放区财政税收，是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中，是以农村为基地，主要

以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供给，并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总的方针政策是

“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主要任务的。民国26年

(193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深入到冀中，初创各专区和各县根据地时，

为适应战时财政税收需要，号召人民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

枪。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将过去一切捐税统统废除，并停征了田赋，抗日

经费本着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爱国行动去摊派和募集，曾一度无税率、无征

收制度、无开支标准，一般是军队机关驻在哪里，就在哪里要钱、要粮、要柴草。

民国27年(1938年)抗日政权建立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

劭文提出建立农业税的合理负担制度，冀中各专区、县政府都对财政税收进行

整顿，开始建立各项财税制度，用累进税率开征了救国公粮。不久，又恢复开

征了营业税、印花税、烟酒税等工商税收，后又增加了出入VI税o 1940年(民国

芝9年)以后，边区各县实行统一累进税，将田赋和印花税、营业税、烟酒税等税

收，简并为一个税种，按统一累进率征收。这不仅适应了战争时期财政征收体

制的需要，而且也使负担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原来40一50％，扩大到80％左

右o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统一累进税中农业部分和工商业部分，开始分别

征收o

1947—1948年，沧州所辖过的十几个县大部分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贫下

中农分得了土地，执行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2月25日公布的《华北农业税暂

行税则》o本税则，改变了累进税率，采取有免税点的比例征税的单一税制。
．--一4·--一



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沧州财政税收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沧州地区(市)的财政税

收，是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逐步建立起的新型社会主义财政税收o l妒1996年的48年中，沧州市及其
地区(专区及各县)财政税收工作，贯彻“从经济到财政”的方针，为人民服务，

人民当家理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财政税收工作均发挥了应

有的职能作用。特别是随着财政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

展，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收支结构日趋合理，沧州及其所辖地县(市)财政

税收已成为全地区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柱o 1996年，全市及其辖区财

政收入由1949年的2462．3万元增加到153082万元，增长61倍(未减去物价上

涨因素)o财政支出由1949年的399万元增加到141956万元，增长354倍多

(未减去物价因素，假如物价增长10倍，实际增长35倍)o 48年累计完成财政

税收收入129．9亿元，其收入来源从新中国建立至1960年十年多的时间农业

税占很大的比重。例如1950年农业税2071．6万元。占财政总收入2399．6万

元的86．3％；1959年农业税为6433万元，占财政总收入9957万元的65％o第

第二个五年计划或60年代以后，工商税收超过了农业税收，国有企业收入从

1967年后也超过了农业税收。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工商税收和企业收入，

分别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55．1％和20．2％o这十年间农业税收仍占22％左

右o 194卜1996年共48年，全市及其辖区各县(市)财政支出累计108．1亿元，
其中用于经济建设支出为23．2亿元，文教科文卫体36．5亿元，抚恤和社会救

济费7．5亿元，行政管理费(含公法)21．5亿元，其他各项支出19．3亿元。

附：1949"--1996年沧州市(地区)各个时期财政收入分项表

1949---1996年沧州市(地区)各个时期财政支出分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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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财政税收志

第一章税收制度

第一节 明清及以前税收制度

有国家就有税收，有税收就有税收制度。沧州及其各县(市)从春秋就有

井田征收土地税的制度。公元前494年后出现了“初税亩”的新土地税制度。

也就是从土地面积为根据向田主征税的新税制。

秦汉政府以后实行的田租、户税制度。到唐代实行的租庸调法和两税法，

一直沿用到明代被一条鞭法所代替。明代土田之制有官田、民田；屯田之制有

军屯、民屯；另有草场、庄田等。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河间(府)田赋有

夏税，有秋粮，皆一定之正额也。而兼有养马之费、⋯⋯有池洼鱼课之税、官庄

籽粒之税、屯田新增之税”o另有税课、盐钞，河间府18州县分别为117844贯

542文、895345贯460文。当时，河间府18个州县官民地29935顷9r7亩，官田

亩税5升3合5勺；民田3升3合5勺，合计征夏税39803石、秋粮92903石(一

石为120斤)o明代徭役分为里甲、均徭、杂泛。以户计为甲役，以丁计为徭

役。丁分成丁、不成丁，16岁以上为成丁，成丁而役，60岁以上免役。当时，河

间府18个州县力差人数为6767人，月工食银36637．26两为力差，另有银差

31848．14两，听差共银5783．68两(银差为应役缴银代役)o

按税制讲，从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始)因井田而制军赋，征调人力、物力。

东汉末年(建安九年)曹操定每户征收绢2匹、绵2斤，完善了户调式。唐武德

六年(公元623年)，令天下户按其资产分为三等。贞观九年(635年)，将三等

户中的每等更分为上、中、下，成为九等(制分为九等)。到大历四年(769年)，

规定每年税钱：上户4000文，上中户3500文，上下户3000文；中上户2500文，

中中户2000文，中下户1500文；下上户1000文，下中户700文，下下户500文。

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开始实行地税和徭役合一的一种新税制(在此之前官

一8一



第一章税收制度

田亩税5．35升、民田亩税3．35升)，即先将明初的赋和役归并，然后合并到田

赋的夏秋两税一起按货币征收，不再另征徭役，政府差役(务)，则出钱雇募。

所有赋役按亩计算，计亩征银；赋役以外土贡、方物也合并到田赋内征收。一

条鞭法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人，改变了沿用2000年以来赋与役平行征收的

税制征收形式，使两者合一，促进了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是赋役史上的一次

重大税制改革。

摊丁入亩是雍正二年(1724年)的又一次农业税收制度进一步改革，它是

将“丁银”并入田粮征收的制度。据《河北省志·财政志》(第十九页)记载：“清

初，直隶课征于农业的赋税，仍沿用明代‘一条鞭法’o课征于田的称地银，课

征于丁的称丁银。实行赋随丁增o"当时，直隶沧州各县(河间府各州县)的农

业税收称地丁钱粮，分为地丁、租课和漕粮三项。属于附加性质的，还有耗羡

和差徭。清顺治元年(1644年)，确定直隶钱粮征收仍按万历年间勘仗核定之

数，明末天启、崇祯时增加的一律豁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为鼓励增加

人口，发展生产，并固定丁口和赋税的实额，确定以康熙五十年钱粮册内人丁

数为课征常额，其后新生者不再征税，谓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o自雍正二

年(1724年)起，将河间府各州县(沧州等18州县)丁银摊入地亩，随地粮征收，

统称地丁。议定：每地钱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二丝七忽。当时地丁科则(税

率)以土地等级和种类而定o

清朝前期，沧州各县、州征自工商方面的税赋只有盐税、牙税、当税和常关

税(海边天津县有此常关税)四种。咸丰八年(1858年)后开办厘金。光绪二十

八年(1902年)又开征烟酒税，翌年又设矿产税。

第二节 民国时期税收制度

。一、民国时期田赋征收制度

’

民国建立以后，沧州及各县田赋仍沿用清代旧制，分地丁、租课、漕粮三

项，另有差徭一种。1914年(民国三年)为统一名称，将地丁、屯粮、旗产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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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财政税收志

荒升科、官产升科、旗地升科、黑地升科等统称为地粮；将八项旗租、广恩库租、

马馆租、储备军饷租、海防租、河淤租、拨补租、津通屯租等一律改名为地租。

是年，财政部通令，各省完纳地丁钱粮，一律以银元折算。省规定，各县地丁钱

粮、旗产钱粮、屯粮，每正银一两折征银元2、3元，八项旗租、各项杂租、河淤

租、学租，每正银一两折征银元2元。

1933年(民国22年)，国民政府通令，废除粮租名目，统称田赋。。

田赋附加，始于民国3年(1914年)，沧州及各县田赋附加有20余种，计有

警费、学费、自治费、建设费、区公所费、度量衡检定所费、保卫团费、堤工费、保

安队费、习艺所费、农事试验场费、财务局费、电话费、农会费、救济院费、医院

费、仓谷费、师范讲习所费、修理城工费等，这些田赋附加分上下忙随正税征

收。例如1931年沧县每亩田赋正税一元附加也是一元，征70245．35元；盐山

县每亩附加0．21元，征收87483．13元；献县每亩附加5分5厘，征收20893．4

元。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8--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各

专区实行的农业税制，是由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政府)统一制定的，对农民

征税先后主要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制度。1939年10月颁布了《冀中区

村合理负担办法》，规定合理负担以地亩为标准；以户每人为单位，视其平均地

之多寡，划分等级累进法；每人除去一亩半地免于负担，其超过亩数按累进法

计算。每户地五亩为一级，五亩一分以上至十亩以下为二级，余此类推。第一

级为基本单位，每亩仍按一亩计算单位，级累进其差为二分，即二、四、六、八、

十之比。余次而为一亩二分、一亩四分、一亩六分、一亩八分、二亩之比例。第

六级以后之地亩均按二亩计算摊派负担。

1940年11月lo日，边区政府公布了《统一累进税办法》，12月15日又公

布了《实施细则》o实行统一累进税，是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建设和税收制度

的创举，它把所有资产和收入应缴纳的税，统一于一种税制累进征收。此种税

制比合理负担征收办法，优点和意义很多：一是把田赋、印花税、营业税、所得

税等税收简并为单一税种，以适应战时的征收体制；二是使负担更趋于合理；

三是负担面由原来40一50％扩大到80％o《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194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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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进行了修正)，其税制要素主要为三点：(一)征税范围分资产和收入两项：资

产包括土地、商业投资、存款、公私合营贸易局投资、证券、存粮、存货及金银珠

宝；收入包括土地、林木、羊群及家庭副业收入，房租及存款、证券、存粮的利

息，公私商店、行栈、工厂、合作社及个人经营事业收入，公私合营事业收入，临

时经营事业收入，自由职业及从事各业者的薪给报酬收入。免征税范围也分

为两项：资产免征的有房屋、工业投资、合作社股金、水利投资、畜养、一切用

具、各级政府和团体基金存款及边区公产、县公产及各级学校校产；收入免征

税的有脱离生产的各级党政团军工作人员、教职员和靠脑力或体力劳动直接

所得生活费，抗战军人家属受补助的收入及因抗战伤亡所受的抚恤收入，公营

事业收入，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收入，教育储金的收入及边区公产、县公产

收入o(二)统一累进税各种资产及各种收入的计算单位统一定名为“富力”o

⋯⋯(三)税等、税率共分十二等o⋯⋯(四)统一累进税，以个人为单位计算分

数，不论男女老幼，大口小口，均以一人论。每人扣除一个免税点，免税点定为

1．5个富力；各项资产收入合计，每人不足1．5富力者，概予免税；超过1．5个

富力者，只征其超过部分征税。

二、民国时期工商税收制度

民国以来，北洋政府时期，除对清代各税继续征收外，1913年创办印花税、

次年开征烟酒税o 1929年(民国18年)，在沧州的各县开始征收卷烟、麦粉、棉

纱、火柴和水泥等五种统税。民国20年(1931年)裁撤厘金，当时河北省的厘

金及与厘金性质相同的常关税_律停征，并开办营业税以抵补地方财政收入。

民国25年(1936年)开征营利事业所得、薪给报酬所得和征券存额利息等三个

所得税。民国35年(1946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所得税法》，增设财产租赁

所得税、一时所得税、综合所得税及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同年八月，国民政

府公布《货物税条例》，将统税、烟酒税中的洋酒税并入货物税内征收。同年开

征的还有遗产税。到1947年6月为止以前，沧州、青县城及极少数地区执行

日本投降后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所定工商税收。也就是1945年8月至1947

年6月，沧县城、青县城及-tJ,部分地方执行国民政府制定的工商税制。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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