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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税务系统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事迹报告会

锦州市税务系统第一届田径运动会



锦州市税务局二分局在企业查帐

锦州市税务系统珠算比赛赛前准备



锦州市税务局凌河分局进行税政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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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蓑霎甓查处偷税抗税案件现场工作会议

锦州市税务局雕鼢工作会议



序 言

《锦州市税务志》是锦州有史以来第一部专业志。修成这部专

业志是锦州市税务战线上的一件大事，通过它系统地回顾历史，认

识各个历史阶段中跌宕更替的税务特征，从中探索社会主义税收的

客观规律，为改革和研究税务工作，提供历史借鉴，更好地支持和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锦州市税务志》是从1840年到1985年这一时期有关税务史实

横断面的真实反映。这个时期充满了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也充满了人

民的苦难和欢乐。编写《锦州市税务志》就是要写出这一伟大时代

里，锦州税收的真实面貌，既反映一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通过税收手段进行掠夺和压榨劳动人民的史实，揭露

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反动本质；更重要的是要系统地

用事实阐明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党和政府为了减轻人民

负担，首先废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苛捐杂税，使人民得以休养

生息，继而又在1950年实行了全国统一的税政，建立了搿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认真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税收工作充分发挥了经济杠

杆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开辟了税收历史的新纪元。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中，

税务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金市税务工作者，将继续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同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加

倍努力。

陶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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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锦州市税务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指导

下和局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85年初组建税志编纂委员会和税志

办公室，抽调5名同志着手编写工作。从拟定篇目，搜集资料，整

理编纂，历时2年9个月，于1987年9月完成初稿。经税志编纂委

员会和市志办公室几次审查修改，最后于1988年1月终审定稿。

我们在编写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

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系统地记述了清末以来锦

州税收的发展和演变。全书分15章74节，计32万余字。

本志资料，来源于锦州市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财政局、

本局各科室；外地有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长春市、大连

市、沈阳市等地图书馆，档案馆；本系统的省局税史组，武汉、沈

阳、鞍山市税志办公室。此外还走访了在税务部门工作过的老领导

老同志。先后共搜集史料460多万宇，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前的

资料残缺不金，尤其国民党时期的资料，因战祸遗失，很难查找，

建国后的资料也因机构并撤频繁而多有散失，所以只好就现有史

料，加以整理入志。

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曾蒙各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热

情支持，省局。税史组”、鞍山市。税志办一的同志，以及孙彦

廷、赵玉衡、李信、刘正安等老同志，为我们提供了珍贵资料；税



志办公室原来的5名编写人员中，高庆丰同志离休，聂春林同志被

调出，他们为本志书的编纂，做了不少工作；锦西市税务局史秉文

同志为本志书从文字、内容等方面认真细致地审核，在此一并表示

谢意。

编写膏税务志”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时间跨度大，内容广泛，

加之我们初次编写志书，政治政策水平低，写作能力有限，简陋粗

糙之处，所在必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锦州市税务志》编纂办公室



凡 例

一、本志按照方志的体例横排竖写，采用记、志、图、表等综

合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

二、篇目设置采取章节两层结构。

三、本志的上限从1840年起，但为追溯征税起源，有适当延

伸；而下限则断至1985年。

四、本志对历史纪年，1911年以前各朝代用当时通用记法，在

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从1912年起按公元记述，括号内注明当时适

用的年号。建国后和大事记的纪年一律用公元。

五、记数与计量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六、货币按厉史资料记载的单位，未予折算，以保持原貌。建

国后1949年至1955年在文中记述的金额为东北币，在税收完成统计

表上的金额，为统一口径折成人民币。

七、农业税、契税由市财政局征收，本志从简记述。

八、在财税合并期间，对原财政局的正副科长，未记入本志正

副科长名单之内。

九、本志记述的税种分旧税种、现行税种、停征税种三章。在

旧税种中重点记述解放前各时期的税捐沿革；在现行税种中主要记

述1985年执行的税收法规；在停征税种中着重记述建国以来在历次

税制改革中简并和停征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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