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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烟酒税制⋯⋯⋯⋯⋯⋯⋯⋯⋯⋯⋯⋯⋯⋯⋯⋯⋯⋯⋯⋯⋯⋯．．1277

第一节烟酒厘金⋯⋯⋯⋯⋯⋯⋯⋯⋯⋯⋯⋯⋯⋯⋯⋯⋯⋯⋯⋯⋯⋯⋯⋯1 277

一．沿革⋯⋯⋯⋯⋯⋯⋯⋯⋯⋯⋯⋯⋯⋯⋯⋯⋯⋯⋯⋯⋯⋯⋯⋯⋯⋯．1 277

二．税制⋯⋯⋯⋯⋯⋯⋯⋯⋯⋯⋯⋯⋯⋯⋯⋯⋯⋯⋯⋯⋯⋯⋯⋯⋯⋯1278

三．征管⋯⋯⋯⋯⋯⋯⋯⋯⋯⋯⋯⋯⋯⋯⋯⋯⋯⋯⋯⋯⋯⋯⋯⋯⋯⋯1281

四．Ⅱ殳j＼⋯⋯⋯⋯⋯⋯⋯⋯⋯⋯⋯⋯⋯⋯⋯⋯⋯⋯⋯⋯⋯⋯⋯⋯⋯⋯⋯⋯⋯⋯⋯⋯⋯⋯1285

第二节烟酒牌照税⋯⋯⋯⋯⋯⋯⋯⋯⋯⋯⋯⋯⋯⋯⋯⋯⋯⋯⋯⋯⋯⋯。1 286

一．沿革⋯⋯⋯⋯⋯⋯⋯⋯⋯⋯⋯⋯⋯⋯⋯⋯⋯⋯⋯⋯⋯⋯⋯⋯⋯⋯。1 286

二．税制⋯⋯⋯⋯⋯⋯⋯⋯⋯⋯⋯⋯⋯⋯⋯⋯⋯⋯⋯⋯⋯⋯⋯⋯⋯⋯⋯⋯⋯⋯⋯⋯⋯⋯1 288

三，征管⋯⋯⋯⋯⋯⋯⋯⋯⋯⋯⋯⋯⋯⋯⋯⋯⋯⋯⋯⋯⋯⋯⋯⋯⋯⋯1293

四．收入⋯⋯⋯⋯⋯⋯⋯⋯⋯⋯⋯⋯⋯⋯⋯⋯⋯⋯⋯⋯⋯⋯⋯⋯⋯⋯⋯⋯⋯⋯⋯⋯⋯⋯1296

第三节烟酒公卖费⋯⋯⋯⋯⋯⋯⋯⋯⋯⋯⋯⋯⋯⋯⋯⋯⋯⋯⋯⋯⋯⋯⋯1 298

一．沿革⋯⋯⋯⋯⋯⋯⋯⋯⋯⋯⋯⋯⋯⋯⋯⋯⋯⋯⋯⋯⋯⋯⋯⋯⋯⋯1 298

二．税(费)制⋯⋯⋯⋯⋯⋯⋯⋯⋯⋯⋯⋯⋯⋯⋯⋯⋯⋯⋯⋯⋯⋯⋯1299

三、征管⋯⋯⋯⋯⋯⋯⋯⋯⋯⋯⋯⋯⋯⋯⋯⋯⋯⋯⋯⋯⋯⋯⋯⋯⋯⋯1 301

四．收入⋯⋯⋯⋯⋯⋯⋯⋯⋯⋯⋯⋯⋯⋯⋯⋯⋯⋯⋯⋯⋯⋯⋯⋯⋯⋯1 303

第四节烟酒税⋯⋯⋯⋯⋯⋯⋯⋯⋯⋯⋯⋯⋯⋯⋯⋯⋯⋯⋯⋯⋯⋯⋯⋯⋯⋯．1304

一．沿革⋯⋯⋯⋯⋯⋯⋯⋯⋯⋯⋯⋯⋯⋯⋯⋯⋯⋯⋯⋯⋯⋯⋯⋯⋯⋯⋯1 304

二．税制⋯⋯⋯⋯⋯⋯⋯⋯⋯⋯⋯⋯⋯⋯⋯⋯⋯⋯⋯⋯⋯⋯⋯⋯⋯．．1 305

三、征管⋯⋯⋯⋯⋯⋯⋯⋯⋯⋯⋯⋯⋯⋯⋯⋯⋯⋯⋯⋯⋯⋯⋯⋯⋯⋯1 308

四、收入⋯⋯⋯⋯⋯⋯⋯⋯⋯⋯⋯⋯⋯⋯⋯⋯⋯⋯⋯⋯⋯⋯⋯⋯⋯⋯⋯⋯⋯⋯⋯⋯⋯⋯1314

第五节薰烟叶税⋯⋯⋯⋯⋯⋯⋯⋯⋯⋯⋯⋯⋯⋯⋯⋯⋯⋯⋯⋯⋯⋯⋯⋯．1 31 4

一．沿革⋯⋯⋯⋯⋯⋯⋯⋯⋯⋯⋯⋯⋯⋯⋯⋯⋯⋯⋯⋯⋯⋯⋯⋯⋯。1314

二．税制⋯⋯⋯⋯⋯⋯⋯⋯⋯⋯⋯⋯⋯⋯⋯⋯⋯⋯⋯⋯⋯⋯⋯⋯⋯。1316

三．征管⋯⋯⋯⋯⋯⋯⋯⋯⋯⋯⋯⋯⋯⋯⋯⋯⋯⋯⋯⋯⋯⋯⋯⋯⋯⋯。1 318

四．收入⋯⋯⋯⋯⋯⋯⋯⋯⋯⋯⋯⋯⋯⋯⋯⋯⋯⋯⋯⋯⋯⋯⋯⋯⋯⋯1 320

第六节土烟叶特税⋯⋯⋯⋯⋯⋯⋯⋯⋯⋯⋯⋯⋯⋯⋯⋯⋯⋯⋯⋯⋯⋯⋯。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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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革⋯⋯⋯⋯⋯⋯⋯⋯⋯⋯⋯⋯⋯⋯⋯⋯⋯⋯⋯⋯⋯⋯⋯⋯⋯⋯1 321

二．税制⋯⋯⋯⋯⋯⋯⋯⋯⋯⋯⋯⋯⋯⋯⋯⋯⋯⋯⋯⋯⋯⋯⋯⋯⋯⋯1 322

三．征管⋯⋯⋯⋯⋯⋯⋯⋯⋯⋯⋯⋯⋯⋯⋯⋯⋯⋯⋯⋯⋯⋯⋯⋯⋯⋯．1 324

四．收入⋯⋯⋯⋯⋯⋯⋯⋯⋯⋯⋯⋯⋯⋯⋯⋯⋯⋯⋯⋯⋯⋯⋯⋯⋯⋯。1325

第七节国产烟酒类税⋯⋯⋯⋯⋯⋯⋯⋯⋯⋯⋯⋯⋯⋯⋯⋯⋯⋯⋯⋯⋯⋯⋯⋯1326

一、沿革⋯⋯⋯⋯⋯⋯⋯⋯⋯⋯⋯⋯⋯⋯⋯⋯⋯⋯⋯⋯⋯⋯⋯⋯⋯⋯1 326

二．税制⋯⋯⋯⋯⋯⋯⋯⋯⋯⋯⋯⋯⋯⋯⋯⋯⋯⋯⋯⋯⋯⋯⋯⋯⋯⋯．1327

三．征管⋯⋯⋯⋯⋯⋯⋯⋯⋯⋯⋯⋯⋯⋯⋯⋯⋯⋯⋯⋯⋯⋯⋯⋯⋯⋯1 328

四．收入⋯⋯⋯⋯⋯⋯⋯⋯⋯⋯⋯⋯⋯⋯⋯⋯⋯⋯⋯⋯⋯⋯⋯⋯⋯⋯⋯⋯⋯⋯⋯⋯⋯⋯1331

第二章卷烟税制⋯⋯⋯⋯⋯⋯⋯⋯⋯⋯⋯⋯⋯⋯⋯⋯⋯⋯⋯⋯⋯⋯．．1332

第一节纸烟捐⋯⋯⋯⋯⋯⋯⋯⋯⋯⋯⋯⋯⋯⋯⋯⋯⋯⋯⋯⋯⋯⋯⋯⋯一1332

一．沿革⋯⋯⋯⋯⋯⋯⋯⋯⋯⋯⋯⋯⋯⋯⋯⋯⋯⋯⋯⋯⋯⋯⋯⋯⋯⋯．1 332

二．税制⋯⋯⋯⋯⋯⋯⋯⋯⋯⋯⋯⋯⋯⋯⋯⋯⋯⋯⋯⋯⋯⋯⋯⋯⋯⋯1334

三．征管⋯⋯⋯⋯⋯⋯⋯⋯⋯⋯⋯⋯⋯⋯⋯⋯⋯⋯⋯⋯⋯⋯⋯⋯⋯⋯．1 336

四．收入⋯⋯⋯⋯⋯⋯⋯⋯⋯⋯⋯⋯⋯⋯⋯⋯⋯⋯⋯⋯⋯⋯⋯⋯⋯⋯．．1 337

第二节雪茄烟捐⋯⋯⋯⋯⋯⋯⋯⋯⋯⋯⋯⋯⋯⋯⋯⋯⋯⋯⋯⋯⋯⋯⋯⋯1 338

一．沿革⋯⋯⋯⋯⋯⋯⋯⋯⋯⋯⋯⋯⋯⋯⋯⋯⋯⋯⋯⋯⋯⋯⋯⋯⋯⋯1338

二．税制⋯⋯⋯⋯⋯⋯⋯⋯⋯⋯⋯⋯⋯⋯⋯⋯⋯⋯⋯⋯⋯⋯⋯⋯⋯。1338

三．征管⋯⋯⋯⋯⋯⋯⋯⋯⋯⋯⋯⋯⋯⋯⋯⋯⋯⋯⋯⋯⋯⋯⋯⋯⋯⋯1 339

第三节卷烟特税⋯⋯⋯⋯⋯⋯⋯⋯⋯⋯⋯⋯⋯⋯⋯⋯⋯⋯⋯⋯⋯⋯⋯⋯1 340

一．沿革⋯⋯⋯⋯⋯⋯⋯⋯⋯⋯⋯⋯⋯⋯⋯⋯⋯⋯⋯⋯⋯⋯⋯⋯⋯⋯．1 340

二．税制⋯⋯⋯⋯⋯⋯⋯⋯⋯⋯⋯⋯⋯⋯⋯⋯⋯⋯⋯⋯⋯⋯⋯⋯⋯⋯1341

三．征管⋯⋯⋯⋯⋯⋯⋯⋯⋯⋯⋯⋯⋯⋯⋯⋯⋯⋯⋯⋯⋯⋯⋯⋯⋯⋯1 344

四、收入⋯⋯⋯⋯⋯⋯⋯⋯⋯⋯⋯⋯⋯⋯⋯⋯⋯⋯⋯⋯⋯⋯⋯⋯⋯⋯⋯⋯⋯⋯⋯⋯⋯一．1 345

第四节卷烟统税⋯⋯⋯⋯⋯⋯⋯⋯⋯⋯⋯⋯⋯⋯⋯⋯⋯⋯⋯⋯⋯⋯⋯～1345

一、沿革⋯⋯⋯⋯⋯⋯⋯⋯⋯⋯⋯⋯⋯⋯⋯⋯⋯⋯⋯⋯⋯⋯⋯⋯⋯⋯。1345

二．税制⋯⋯⋯⋯⋯⋯⋯⋯⋯⋯⋯⋯⋯⋯⋯⋯⋯⋯⋯⋯⋯⋯⋯⋯⋯⋯1349

三．征管⋯⋯⋯⋯⋯⋯⋯⋯⋯⋯⋯⋯⋯⋯⋯⋯⋯⋯⋯⋯⋯⋯⋯⋯⋯⋯．1 357

四．收入⋯⋯⋯⋯⋯⋯⋯⋯⋯⋯⋯⋯⋯⋯⋯⋯⋯⋯⋯⋯⋯⋯⋯⋯⋯⋯1 361

第三章烟类工商税制⋯⋯⋯⋯⋯⋯⋯⋯⋯⋯⋯⋯⋯⋯⋯⋯⋯⋯⋯⋯⋯1 363

第一节货物税⋯⋯⋯⋯⋯⋯⋯⋯⋯⋯⋯⋯⋯⋯⋯⋯⋯⋯⋯⋯⋯⋯⋯⋯⋯1 363

一．民国时期⋯⋯⋯⋯⋯⋯⋯⋯⋯⋯⋯⋯⋯⋯⋯⋯⋯⋯⋯⋯⋯⋯⋯⋯．1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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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 381

商品流通税⋯⋯⋯⋯⋯⋯⋯⋯⋯⋯⋯⋯⋯⋯⋯⋯⋯⋯⋯⋯⋯⋯⋯一1 390

开力、⋯⋯⋯⋯⋯⋯⋯⋯⋯⋯⋯⋯⋯⋯⋯⋯⋯⋯⋯⋯⋯⋯⋯⋯⋯⋯⋯⋯⋯⋯⋯⋯⋯⋯1 390

税制⋯⋯⋯⋯⋯⋯⋯⋯⋯⋯⋯⋯⋯⋯⋯⋯⋯⋯⋯⋯⋯⋯⋯⋯⋯⋯⋯⋯⋯⋯⋯⋯⋯⋯1 390

征管⋯⋯⋯⋯⋯⋯⋯⋯⋯⋯⋯⋯⋯⋯⋯⋯⋯⋯⋯⋯⋯⋯⋯⋯⋯。1 393

Hj【入⋯⋯⋯⋯⋯⋯⋯⋯⋯⋯⋯⋯⋯⋯⋯⋯⋯⋯⋯⋯⋯⋯⋯⋯⋯⋯⋯⋯⋯⋯⋯⋯⋯⋯1 395

工商统一税⋯⋯⋯⋯⋯⋯⋯⋯⋯⋯⋯⋯⋯⋯⋯⋯⋯⋯⋯⋯⋯⋯⋯1 395

开办⋯⋯⋯⋯⋯⋯⋯⋯⋯⋯⋯⋯⋯⋯⋯⋯⋯⋯⋯⋯⋯⋯⋯⋯⋯⋯⋯⋯⋯⋯⋯⋯⋯⋯1 395

税制⋯⋯⋯⋯⋯⋯⋯⋯⋯⋯⋯⋯⋯⋯⋯⋯⋯⋯⋯⋯⋯⋯⋯⋯⋯⋯⋯⋯⋯⋯⋯⋯⋯⋯1 396

征管⋯⋯⋯⋯⋯⋯⋯⋯⋯⋯⋯⋯⋯⋯⋯⋯⋯⋯⋯⋯⋯⋯⋯⋯⋯⋯1 398

收入⋯⋯⋯⋯⋯⋯⋯⋯⋯⋯⋯⋯⋯⋯⋯⋯⋯⋯⋯⋯⋯⋯⋯⋯⋯⋯⋯⋯⋯⋯⋯⋯⋯⋯1 398

工商税⋯⋯⋯⋯⋯⋯⋯⋯⋯⋯⋯⋯⋯⋯⋯⋯⋯⋯⋯⋯⋯⋯⋯⋯⋯．1 399

开办⋯⋯⋯⋯⋯⋯⋯⋯⋯⋯⋯⋯⋯⋯⋯⋯⋯⋯⋯⋯⋯⋯⋯⋯⋯⋯⋯⋯⋯⋯⋯⋯⋯⋯1 399

税制⋯⋯⋯⋯⋯⋯⋯⋯⋯⋯⋯⋯⋯⋯⋯⋯⋯⋯⋯⋯⋯⋯⋯⋯⋯⋯⋯⋯⋯⋯⋯⋯⋯⋯1 400

征管⋯⋯⋯⋯⋯⋯⋯⋯⋯⋯⋯⋯⋯⋯⋯⋯⋯⋯⋯⋯⋯⋯⋯⋯⋯⋯1401

4女入⋯⋯⋯⋯⋯⋯⋯⋯⋯⋯⋯⋯⋯⋯⋯⋯⋯⋯⋯⋯⋯⋯⋯⋯⋯⋯⋯⋯⋯⋯⋯⋯⋯⋯1402

产品税⋯⋯⋯⋯⋯⋯⋯⋯⋯⋯⋯⋯⋯⋯⋯⋯⋯⋯⋯⋯⋯⋯⋯⋯。1403

开办⋯⋯⋯⋯⋯⋯⋯⋯⋯⋯⋯⋯⋯⋯⋯⋯⋯⋯⋯⋯⋯⋯⋯⋯⋯⋯⋯⋯⋯⋯⋯⋯⋯⋯1 403

税审0⋯⋯⋯⋯⋯⋯⋯⋯⋯⋯⋯⋯⋯⋯⋯⋯⋯⋯⋯⋯⋯⋯⋯⋯⋯⋯⋯⋯⋯⋯⋯⋯⋯⋯1404

征管⋯⋯⋯⋯⋯⋯⋯⋯⋯⋯⋯⋯⋯⋯⋯⋯⋯⋯⋯⋯⋯⋯⋯⋯⋯⋯．1410

收入⋯⋯⋯⋯⋯⋯⋯⋯⋯⋯⋯⋯⋯⋯⋯⋯⋯⋯⋯⋯⋯⋯⋯⋯⋯⋯⋯⋯⋯⋯⋯⋯⋯⋯1412

增值税⋯⋯⋯⋯⋯⋯⋯⋯⋯⋯⋯⋯⋯⋯⋯⋯⋯‘⋯⋯⋯⋯⋯⋯⋯。1 41 3

开办⋯⋯⋯⋯⋯⋯⋯⋯⋯⋯⋯⋯⋯⋯⋯⋯⋯⋯⋯⋯⋯⋯⋯⋯⋯⋯⋯⋯⋯⋯⋯⋯⋯⋯1413

税韦0⋯⋯⋯⋯⋯⋯⋯⋯⋯⋯⋯⋯⋯⋯⋯⋯⋯⋯⋯⋯⋯⋯⋯⋯⋯⋯⋯⋯⋯⋯⋯⋯⋯⋯141 3

征管⋯⋯⋯⋯⋯⋯⋯⋯⋯⋯⋯⋯⋯⋯⋯⋯⋯⋯⋯⋯⋯⋯⋯⋯⋯⋯1414

Il殳j^～⋯⋯⋯⋯⋯⋯⋯⋯⋯⋯⋯⋯⋯⋯⋯．⋯⋯⋯⋯⋯⋯⋯⋯⋯⋯⋯⋯⋯⋯⋯⋯⋯⋯．．1416

消费税⋯⋯⋯⋯⋯⋯⋯⋯⋯⋯⋯⋯⋯⋯⋯⋯⋯⋯⋯⋯⋯⋯⋯⋯⋯1416

开力、⋯⋯⋯⋯⋯⋯⋯⋯⋯⋯⋯⋯⋯⋯⋯⋯⋯⋯⋯⋯⋯⋯⋯⋯⋯⋯⋯⋯⋯⋯⋯⋯⋯⋯1416

税制⋯⋯⋯⋯⋯⋯⋯⋯⋯⋯⋯⋯⋯⋯⋯⋯⋯⋯⋯⋯⋯⋯⋯⋯⋯⋯⋯⋯⋯⋯⋯⋯⋯⋯1 41 7

征管⋯⋯⋯⋯⋯⋯⋯⋯⋯⋯⋯⋯⋯⋯⋯⋯⋯⋯⋯⋯⋯⋯⋯⋯⋯⋯⋯⋯⋯⋯⋯⋯⋯⋯1 41 9

q女j^～⋯⋯⋯⋯⋯⋯⋯⋯⋯⋯⋯⋯⋯⋯⋯⋯⋯⋯⋯⋯⋯⋯⋯⋯⋯⋯⋯⋯⋯⋯⋯⋯⋯⋯1 420

农业特产税⋯⋯⋯⋯⋯⋯⋯⋯⋯⋯⋯⋯⋯⋯⋯⋯⋯⋯⋯⋯⋯⋯⋯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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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办⋯⋯⋯⋯⋯⋯⋯⋯⋯⋯⋯⋯⋯⋯⋯⋯⋯⋯⋯⋯⋯⋯⋯⋯⋯⋯一1420

二．税制⋯⋯⋯⋯⋯⋯⋯⋯⋯⋯⋯⋯⋯⋯⋯⋯⋯⋯⋯⋯⋯⋯⋯⋯⋯⋯．1421

三．价格调整⋯⋯⋯⋯⋯⋯⋯⋯⋯⋯⋯⋯⋯⋯⋯⋯⋯⋯⋯⋯⋯⋯⋯⋯⋯⋯1422

四．收入⋯⋯⋯⋯⋯⋯⋯⋯⋯⋯⋯⋯⋯⋯⋯⋯⋯⋯⋯⋯⋯⋯⋯⋯⋯⋯1424

第十篇财务与审计

第一章财务体制⋯⋯⋯⋯⋯⋯⋯⋯⋯⋯⋯⋯⋯⋯⋯⋯⋯⋯⋯⋯⋯⋯．．1425

第一节机构与职能⋯⋯⋯⋯⋯⋯⋯⋯⋯⋯⋯⋯⋯⋯⋯⋯⋯⋯⋯⋯⋯⋯⋯1425

一．财务机构⋯⋯⋯⋯⋯⋯⋯⋯⋯⋯⋯⋯⋯⋯⋯⋯⋯⋯⋯⋯⋯⋯⋯⋯．．1425

二．财务职能⋯⋯⋯⋯⋯⋯⋯⋯⋯⋯⋯⋯⋯⋯⋯⋯⋯⋯⋯⋯⋯⋯⋯⋯．1425

第二节财政与财务体制⋯⋯⋯⋯⋯⋯⋯⋯⋯⋯⋯⋯⋯⋯⋯⋯⋯⋯⋯⋯⋯⋯．1426

一．财政体制⋯⋯⋯⋯⋯⋯⋯⋯⋯⋯⋯⋯⋯⋯⋯⋯⋯⋯⋯⋯⋯⋯⋯⋯1426

二．财务体制⋯⋯⋯⋯⋯⋯⋯⋯⋯⋯⋯⋯⋯⋯⋯⋯⋯⋯⋯⋯⋯⋯⋯⋯．1429

第二章财务管理⋯⋯⋯⋯⋯⋯⋯⋯⋯⋯⋯⋯⋯⋯⋯⋯⋯⋯⋯⋯⋯⋯⋯1430

第一节管理制度⋯⋯⋯⋯⋯⋯⋯⋯⋯⋯⋯⋯⋯⋯⋯⋯⋯⋯⋯⋯⋯⋯⋯⋯⋯1 430

一．财务制度⋯⋯⋯⋯⋯⋯⋯⋯⋯⋯⋯⋯⋯⋯⋯⋯⋯⋯⋯⋯⋯⋯⋯⋯⋯1430

二．成本管理⋯⋯⋯⋯⋯⋯⋯⋯⋯⋯⋯⋯⋯⋯⋯⋯⋯⋯⋯⋯⋯⋯⋯⋯1432

三．费用管理⋯⋯⋯⋯⋯⋯⋯⋯⋯⋯⋯⋯⋯⋯⋯⋯⋯⋯⋯⋯⋯⋯⋯⋯1433

四．资金管理⋯⋯⋯⋯⋯⋯⋯⋯⋯⋯⋯⋯⋯⋯⋯⋯⋯⋯⋯⋯⋯⋯⋯⋯1433

第二节监督机制⋯⋯⋯⋯⋯⋯⋯⋯⋯⋯⋯⋯⋯⋯⋯⋯⋯⋯⋯⋯⋯⋯⋯⋯1437

一、财政驻厂员⋯⋯⋯⋯⋯⋯⋯⋯⋯⋯⋯⋯⋯⋯⋯⋯⋯⋯⋯⋯⋯⋯⋯．．1 437

二．监事会⋯⋯⋯⋯⋯⋯⋯⋯⋯⋯⋯⋯⋯⋯⋯⋯⋯⋯⋯⋯⋯⋯⋯⋯⋯1437

三．清理检查预算外资金 ⋯⋯⋯⋯⋯⋯⋯⋯⋯⋯⋯⋯⋯⋯⋯⋯⋯⋯。1 439

四．规范企业财务行为⋯⋯⋯⋯⋯⋯⋯⋯⋯⋯⋯⋯⋯⋯⋯⋯⋯⋯⋯⋯1 439

第三节企业财务指导与服务⋯⋯⋯⋯⋯⋯⋯⋯⋯⋯⋯⋯⋯⋯⋯⋯⋯⋯⋯1441

一．指导企业扭亏为盈⋯⋯⋯⋯⋯⋯⋯⋯⋯⋯⋯⋯⋯⋯⋯⋯⋯⋯⋯⋯1441

二．政策扶持⋯⋯⋯⋯⋯⋯⋯⋯⋯⋯⋯⋯⋯⋯⋯⋯⋯⋯⋯⋯⋯⋯⋯⋯．1442

三．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1445

四，企业改制⋯⋯⋯⋯⋯⋯⋯⋯⋯⋯⋯⋯⋯⋯⋯⋯⋯⋯⋯⋯⋯⋯⋯⋯．1445

五．限产压库消化亏损挂帐⋯⋯⋯⋯⋯⋯⋯⋯⋯⋯⋯⋯⋯⋯⋯⋯⋯⋯．1446

第四节国有资产管理⋯⋯⋯⋯⋯⋯⋯⋯⋯⋯⋯⋯⋯⋯⋯⋯⋯⋯⋯⋯⋯⋯⋯⋯一1447

一、政策⋯⋯⋯⋯⋯⋯⋯⋯⋯⋯⋯⋯⋯⋯⋯⋯⋯⋯⋯⋯⋯⋯⋯⋯⋯⋯．1447

二．清产核资⋯⋯⋯⋯⋯⋯⋯⋯⋯⋯⋯⋯⋯⋯⋯⋯⋯⋯⋯⋯⋯⋯⋯⋯。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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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主要财务指标⋯⋯⋯⋯⋯⋯⋯⋯⋯⋯⋯⋯⋯⋯⋯⋯⋯⋯⋯⋯⋯⋯1 453

一．1982年-2000年指标⋯⋯⋯⋯⋯⋯⋯⋯⋯⋯⋯⋯⋯⋯⋯⋯⋯⋯⋯1453

二．经济效益对比⋯⋯⋯⋯⋯⋯⋯⋯⋯⋯⋯⋯⋯⋯⋯⋯⋯⋯⋯⋯⋯⋯1461

第三章会计⋯⋯⋯⋯⋯⋯⋯⋯⋯⋯⋯⋯⋯⋯⋯⋯⋯⋯⋯⋯⋯⋯⋯⋯．．1462

第一节会计制度⋯⋯⋯⋯⋯⋯⋯⋯⋯⋯⋯⋯⋯⋯⋯⋯⋯⋯⋯⋯⋯⋯⋯⋯⋯⋯1462

一．建立行业会计制度⋯⋯⋯⋯⋯⋯⋯⋯⋯⋯⋯⋯⋯⋯⋯⋯⋯⋯⋯⋯．1462

二．会计制度改革⋯⋯⋯⋯⋯⋯⋯⋯⋯⋯⋯⋯⋯⋯⋯⋯⋯⋯⋯⋯⋯⋯1 462

第二节会计管理⋯⋯⋯⋯⋯⋯⋯⋯⋯⋯⋯⋯⋯⋯⋯⋯⋯⋯⋯⋯⋯⋯⋯⋯．1463

一．提高会计素质⋯⋯⋯⋯⋯⋯⋯⋯⋯⋯⋯⋯⋯⋯⋯⋯⋯⋯⋯⋯⋯⋯。1463

二．整顿会计工作秩序⋯⋯⋯⋯⋯⋯⋯⋯⋯⋯⋯⋯⋯⋯⋯⋯⋯⋯⋯⋯1 464

第三节若干业务规定⋯⋯⋯⋯⋯⋯⋯⋯⋯⋯⋯⋯⋯⋯⋯⋯⋯⋯⋯⋯⋯⋯1465

一．教育费附加的交纳⋯⋯⋯⋯⋯⋯⋯⋯⋯⋯⋯⋯⋯⋯⋯⋯⋯⋯⋯⋯⋯⋯⋯1465

二，积压下低次烟叶的会计处理⋯⋯⋯⋯⋯⋯⋯⋯⋯⋯⋯⋯⋯⋯⋯⋯一1 465

三．卷烟提价收入⋯⋯⋯⋯⋯⋯⋯⋯⋯⋯⋯⋯⋯⋯⋯⋯⋯⋯⋯⋯⋯⋯．1 465

四．烟叶生产扶持费的收支⋯⋯⋯⋯⋯⋯⋯⋯⋯⋯⋯⋯⋯⋯⋯⋯⋯⋯⋯1465

五．下拨归还贷款资金⋯⋯⋯⋯⋯⋯⋯⋯⋯⋯⋯⋯⋯⋯⋯⋯⋯⋯⋯⋯1466

六．专营利润收支⋯⋯⋯⋯⋯⋯⋯⋯⋯⋯⋯⋯⋯⋯⋯⋯⋯⋯⋯⋯⋯⋯1 466

第四章审计⋯⋯⋯⋯⋯⋯⋯⋯⋯⋯⋯⋯⋯⋯⋯⋯⋯⋯⋯⋯⋯⋯⋯⋯．．1 467

第一节机构与职能⋯⋯⋯⋯⋯⋯⋯⋯⋯⋯⋯⋯⋯⋯⋯⋯⋯⋯⋯⋯⋯⋯⋯．1 467

一．审计机构⋯⋯⋯⋯⋯⋯⋯⋯⋯⋯⋯⋯⋯⋯⋯⋯⋯⋯⋯⋯⋯⋯⋯．．1467

二．审计职能⋯⋯⋯⋯⋯⋯⋯⋯⋯⋯⋯⋯⋯⋯⋯⋯⋯⋯⋯⋯⋯⋯⋯⋯1469

第二节审计工作⋯⋯⋯⋯⋯⋯⋯⋯⋯⋯⋯⋯⋯⋯⋯⋯⋯⋯⋯⋯⋯⋯⋯⋯．1472

一，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1 472

二、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1473

三．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1 475

第十一篇科学技术研究与技术改造

第一章科技管理⋯⋯⋯⋯⋯⋯⋯⋯⋯⋯⋯⋯⋯⋯⋯⋯⋯⋯⋯⋯⋯⋯⋯1 477

第一节管理体制和机构⋯⋯⋯⋯⋯⋯⋯⋯⋯⋯⋯⋯⋯⋯⋯⋯⋯⋯⋯⋯⋯1 477

一．全国性管理体制和机构⋯⋯⋯⋯⋯⋯⋯⋯⋯⋯⋯⋯⋯⋯⋯⋯⋯⋯一1 477

二。地方及省级公司管理机构⋯⋯⋯⋯⋯⋯⋯⋯⋯⋯⋯⋯⋯⋯⋯⋯⋯一1481

第二节计划与制度⋯⋯⋯⋯⋯⋯⋯⋯⋯⋯⋯⋯⋯⋯⋯⋯⋯⋯⋯⋯⋯⋯⋯⋯⋯一1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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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计划⋯⋯⋯⋯⋯⋯⋯⋯⋯⋯⋯⋯⋯⋯⋯⋯⋯⋯⋯⋯⋯⋯⋯．

二、项目管理⋯⋯⋯⋯⋯⋯⋯⋯⋯⋯⋯⋯⋯⋯⋯⋯⋯⋯⋯⋯⋯⋯⋯．．

三．成果鉴定⋯⋯⋯⋯⋯⋯⋯⋯⋯⋯⋯⋯⋯⋯⋯⋯⋯⋯⋯⋯⋯⋯⋯⋯⋯1 484

四．科研经费⋯⋯⋯⋯⋯⋯⋯⋯⋯⋯⋯⋯⋯⋯⋯⋯⋯⋯⋯⋯⋯⋯⋯⋯。1485

五．奖励制度⋯⋯⋯⋯⋯⋯⋯⋯⋯⋯⋯⋯⋯⋯⋯⋯⋯⋯⋯⋯⋯⋯⋯⋯。1486

六．质量监督⋯⋯⋯⋯⋯⋯⋯⋯⋯⋯⋯⋯⋯⋯⋯⋯⋯⋯⋯⋯⋯⋯⋯⋯．1487

第二章 科学技术研究机构⋯⋯⋯⋯⋯⋯⋯⋯⋯⋯⋯⋯⋯⋯⋯⋯⋯⋯⋯1490

第一节全国性机构⋯⋯⋯⋯⋯⋯⋯⋯⋯⋯⋯⋯⋯⋯⋯⋯⋯⋯⋯⋯⋯⋯⋯⋯1 490

一、民国时期⋯⋯⋯⋯⋯⋯⋯⋯⋯⋯⋯⋯⋯⋯⋯⋯⋯⋯⋯⋯⋯⋯⋯⋯⋯⋯149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491

第二节地区性机构⋯⋯⋯⋯⋯⋯⋯⋯⋯⋯⋯⋯⋯⋯⋯⋯⋯⋯⋯⋯⋯⋯⋯1 497

一．民国时期⋯⋯⋯⋯⋯⋯⋯⋯⋯⋯⋯⋯⋯⋯⋯⋯⋯⋯⋯⋯⋯⋯⋯⋯⋯⋯⋯⋯⋯⋯⋯1497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499

第三节企业技术中心⋯⋯⋯⋯⋯⋯⋯⋯⋯⋯⋯⋯⋯⋯⋯⋯⋯⋯⋯⋯⋯⋯⋯．1 507

一．政策指导和认定⋯⋯⋯⋯⋯⋯⋯⋯⋯⋯⋯⋯⋯⋯⋯⋯⋯⋯⋯⋯⋯。1507

二．企业技术中心选介⋯⋯⋯⋯⋯⋯⋯⋯⋯⋯⋯⋯⋯⋯⋯⋯⋯⋯⋯⋯．1508

第三章信息化建设⋯⋯⋯⋯⋯⋯⋯⋯⋯⋯⋯⋯⋯⋯⋯⋯⋯⋯⋯⋯⋯⋯1 51 2

第一节组织机构与管理⋯⋯⋯⋯⋯⋯⋯⋯⋯⋯⋯⋯⋯⋯⋯⋯⋯⋯⋯⋯⋯．1 51 2

一．组织机构⋯⋯⋯⋯⋯⋯⋯⋯⋯⋯⋯⋯⋯⋯⋯⋯⋯⋯⋯⋯⋯⋯⋯⋯．1512

二．管理⋯⋯⋯⋯⋯⋯⋯⋯⋯⋯⋯⋯⋯⋯⋯⋯⋯⋯⋯⋯⋯⋯⋯⋯⋯⋯。1513

第二节信息工程⋯⋯⋯⋯⋯⋯⋯⋯⋯⋯⋯⋯⋯⋯⋯⋯⋯⋯⋯⋯⋯⋯⋯⋯1 51 5

一．金叶信息系统工程⋯⋯⋯⋯⋯⋯⋯⋯⋯⋯⋯⋯⋯⋯⋯⋯⋯⋯⋯⋯1 51 5

二．企业信息化⋯⋯⋯⋯⋯⋯⋯⋯⋯⋯⋯⋯⋯⋯⋯⋯⋯⋯⋯⋯⋯⋯⋯⋯1 517

三．计算机2000年问题⋯⋯⋯⋯⋯⋯⋯⋯⋯⋯⋯⋯⋯⋯⋯⋯⋯⋯⋯⋯．1 51 9

第三节信息统计⋯⋯⋯⋯⋯⋯⋯⋯⋯⋯⋯⋯⋯⋯⋯⋯⋯⋯⋯⋯⋯⋯⋯⋯1 51 9

一．统计机构⋯⋯⋯⋯⋯⋯⋯⋯⋯⋯⋯⋯⋯⋯⋯⋯⋯⋯⋯⋯⋯⋯⋯⋯1 51 9

二．统计制度⋯⋯⋯⋯⋯⋯⋯⋯⋯⋯⋯⋯⋯⋯⋯⋯⋯⋯⋯⋯⋯⋯⋯⋯。1 520

三．统计工作与管理⋯⋯⋯⋯⋯⋯⋯⋯⋯⋯⋯⋯⋯⋯⋯⋯⋯⋯⋯⋯⋯⋯．1 521

第四章标准及标准化工作⋯⋯⋯⋯⋯⋯⋯⋯⋯⋯⋯⋯⋯⋯⋯⋯⋯⋯⋯1523

第一节烟草标准化⋯⋯⋯⋯⋯⋯⋯⋯⋯⋯⋯⋯⋯⋯⋯⋯⋯⋯⋯⋯⋯⋯⋯．1 523

一．标准化组织机构⋯⋯⋯⋯⋯⋯⋯⋯⋯⋯⋯⋯⋯⋯⋯⋯⋯⋯⋯⋯⋯．1523

二．标准发布⋯⋯⋯⋯⋯⋯⋯⋯⋯⋯⋯⋯⋯⋯⋯⋯⋯⋯⋯⋯⋯⋯⋯⋯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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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标准制订与修订⋯⋯⋯⋯⋯⋯⋯⋯⋯⋯⋯⋯⋯⋯⋯⋯⋯⋯⋯1 524

第二节烤烟标准⋯⋯⋯⋯⋯⋯⋯⋯⋯⋯⋯⋯⋯⋯⋯⋯⋯⋯⋯⋯⋯⋯⋯⋯。1 533

一．企业标准⋯⋯⋯⋯⋯⋯⋯⋯⋯⋯⋯⋯⋯⋯⋯⋯⋯⋯⋯⋯⋯⋯⋯⋯1 533

二．地方标准⋯⋯⋯⋯⋯⋯⋯⋯⋯⋯⋯⋯⋯⋯⋯⋯⋯⋯⋯⋯⋯⋯⋯⋯。1 534

三．国家标准⋯⋯⋯⋯⋯⋯⋯⋯⋯⋯⋯⋯⋯⋯⋯⋯⋯⋯⋯⋯⋯⋯⋯⋯．1539

四．标准执行⋯⋯⋯⋯⋯⋯⋯⋯⋯⋯⋯⋯⋯⋯⋯⋯⋯⋯⋯⋯⋯⋯⋯⋯1 546

第三节卷烟标准⋯⋯⋯⋯⋯⋯⋯⋯⋯⋯⋯⋯⋯⋯⋯⋯⋯⋯⋯⋯⋯⋯⋯⋯1 549

一．部颁标准⋯⋯⋯⋯⋯⋯⋯⋯⋯⋯⋯⋯⋯⋯⋯⋯⋯⋯⋯⋯⋯⋯⋯⋯1 549

二．国家标准⋯⋯⋯⋯⋯⋯⋯⋯⋯⋯⋯⋯⋯⋯⋯⋯⋯⋯⋯⋯⋯⋯⋯⋯1 552

第五章科技成果⋯⋯⋯⋯⋯⋯⋯⋯⋯⋯⋯⋯⋯⋯⋯⋯⋯⋯⋯⋯⋯⋯．．1 557

第一节概况⋯⋯⋯⋯⋯⋯⋯⋯⋯⋯⋯⋯⋯⋯⋯⋯⋯⋯⋯⋯⋯⋯⋯⋯⋯．1 557

一．科技工作的初步成绩⋯⋯⋯⋯⋯⋯⋯⋯⋯⋯⋯⋯⋯⋯⋯⋯⋯⋯⋯1 557

二．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一1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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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及其制品属于高税消费品，烟草税收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国家对其实行高税

政策，目的是寓禁于征，以税收为杠杆，限制烟草业的发展。

中国烟类征税由来已久。《明实录》记载：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弛禁兴贩烟酒，

听从民便，须加等纳税，不遵者，仍依律治罪。”清代把烟草视同百货，在常关税中征收，税

率在2％～5％之间。 《盛京通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1680)，奉户部文征收烟税每斤二厘，

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停止。”这一年征收烟税的类似记载，还见于浙江((金华府志》、江西

((黎川县志》等方志。咸丰年间(1851～1861)，各省兴办厘金，烟税列于百货厘金，按照各

省规定的厘金捐率视同百货征税。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筹措赔款，连续四次对烟酒厘金

加成征收，使之逐步向烟酒专税方向发展。

中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建立的烟酒税制包括烟酒牌照税、烟酒公卖费、烟酒税。1921

年，北洋政府与英美烟公司签订纳税协定，开征纸烟捐、雪茄烟捐。1922年，浙江省创办卷烟

特税．此后各省纷纷效仿。1927年4月后，国民政府开征卷烟统税、薰烟叶统税和土烟叶特税。

1941年，公布《货物统税暂行条例》，将卷烟(包括雪茄烟)、薰烟叶等产品的统税章制合

一。同时为统一烟酒税制，公布《国产烟酒类税暂行条例》，课征仅限国产的土烟土酒。1942

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烟类专卖局，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对烟类征收专卖利益。

1946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货物税条例》，对卷烟、薰烟叶等13种应税货物改征货物税。

1927年10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建立与扩大，

各主要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税收制度，先后对烟叶及卷烟实行重税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政务院公布Ⅸ货物税暂行条例》和《工商业税暂行

条例》，规定卷烟按类设目征收货物税，对烟类制造业和商业销售征收工商业税。1953年修正

税制，将卷烟、薰烟叶等品目改征商品流通税。1958年工商税制改革，商品流通税并入工商统

一税。1973年税制改革，对国营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10月，利改税和全

面工商税制改革时，烟叶、卷烟又改征产品税。1986年1月，财政部颁发《烟类产品税征税办

法》。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烟类产品改征增值税和消费税；烟叶的种植和收购改征农业特产

税，但烟叶生产者仍依法缴纳农业税。此外，对进口烟草、卷烟等产品由海关代征增值税、消

费税。

本篇分烟酒税制、卷烟税制、烟类工商税制三章．依税种产生的先后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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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烟酒税制

第一节烟酒厘金

一．沿革

清成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南京，并定都于此。清政府从各省调集大军屯驻长江

南北，围堵太平军。时任副都御史．刑部侍郎雷以诚在扬卅I帮办军务．设粮台府十江苏邵北，为清

军办理后勤供应。清政府用兵多年，财政支绌，军饷急缺，为改变这种情况，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

的“捐厘之法”。所谓捐厘之法系仿照林则徐在新疆所实行的“一文愿”的办法，在江北大营的防区

设局，按照商人贩售货物的价值，以值百抽一的征率，劝谕行商和坐贾“捐厘助饷”。凡商民贩运，

买卖货物，按其货价，值百抽一，即为一厘，故名“厘金”。成丰三年(1853)九月，雷以诚在泰

州仙女庙、邵北、宜陵等镇，劝．喻米行捐厘助饷，成效显著。成丰四年(1854)，雷以诚奏报清政

府，请求将厘金制度在江苏各府州县内推广，并奏明“干江南北军务告竣，即行停止”。

捐厘助饷最初为临时筹款措施，后为在江苏帮办军务的内阁大学土兼礼部尚书保胜所赏识，成丰

四年(1854)十一月奏请将厘金制度推行于其他行省。经户部议复准，逐渐推广全国。厘金征收的范

围很广，雷以诚当年制定的《泰州仙女庙劝谕捐厘助饷税率表》所列“货物种类”中，就有烟叶、水

烟等项目。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将厘金课征品目中的烟、酒．茶、糖从百货厘金内提出，依照

原定厘率加征二成另案报解，作为

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之用，烟酒厘

金的加成征收从此开始。光绪二f

六年(1900)，奉户部咨文续加二

成。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偿

还庚子赔款，接户部咨文再加三

成。光绪三十年(1904)，筹措练

兵经费，再加五成。烟酒厘金经过

先后四次加收，虽没有烟酒税的名

称，但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烟酒专

项税收。而原征的厘金仍被称作

“正厘”留在百货厘列征。

清末，各行省为筹措国家摊派

臣9—1光绪二千年(1894)吉林省佐领连毒寿蛔酒未税砟贡献的重春等187,委#

请功奏折

=卜——L一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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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赔款，纷纷开征烟酒厘金。征收办法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属于单独创办的，即自行创设烟税和酒

税在省内征收，如直隶、山西、河南等省；二是按照清政府户部规定，将烟酒白厘金中提出，依照原

有厘率加成征收，如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三是以本省原有烟酒杂捐杂税为基础，提高征率继续征

收，如吉林、辽宁、贵州等省。清代的烟酒税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税种，所以各地名称不一，有的称

门捐、有的叫坐贾捐，有的名担头税、厂税、产地厘等等。税率因地而异，参差不齐。各地征收的机

关也各不相同，列为常关税的，由各地常关征收，划属厘金征收范围的，由厘局或捐局征收I有的属

于地方杂税，仍按惯例归州县政府征收。

厘金自清代创办至民国裁废，前后历经70余年。厘金属于地方税，由于省自为政、军阀割据，致

使厘金弊端丛生。如税制不统一，各省税率高低悬殊，地区之间负担畸轻畸重；各地征收机关林立，

重复课征，阻碍商品流通，中外商人税负不同，加重民族工商业的危机；吏治腐败，致使一些官吏贪

污税款中饱私囊等等。1912年，北洋政府制定“整顿旧税，筹办新税”的政策。1913年，公布((划分

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设立国税厅筹备处，将主要税源归中央控制。1914年，又通令各省要

。标本兼治”。要求各省对产销量大、收入多的烟酒等货物拟订专章，按日用品从轻、奢侈品从重的

原则制定税率，采取一次性征足的办法。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中央政权

不断更迭，地方则省自为政，税收被各省军阀控制，成为军阀统治的经济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对旧

税制的整顿与改革无从谈起。1931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停办厘金，对烟草统一征收统税和营

业税。

二．税制

(一)章则

烟酒厘金的征收办法多为各省自订。其中直隶省的烟酒厘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征收及

加成征收的办法为其他行省所效仿。直隶省的烟酒收入最初列在百货厘金中征收，光绪二十八年

(1902)创办烟酒税，专供练兵饷需。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隶省对

烟叶收购、烟丝制造、烟叶和烟丝的销售等环节的烟草厘金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征收办法。

《天津筹款局烟叶抽捐章程》对烟叶收购商抽捐作出规定：各烟叶行户必须持有筹款局的经营执

照，在收购烟叶成交后，均按200斤作包，由行户报明筹款局，领取印花一张，缴纳烟捐制钱一吊200

文，买主的烟捐，每包制钱=吊200文，由行户领票时代交，对未领印花(即未缴捐)者，将烟没

收，收购商、销售商按30倍罚款，行户代买私放者，重罚50倍。

《加抽烟酒税试办章程》对销售商作出规定：凡销售烟叶、烟丝的烟行、烟铺必须领取营业执

照；无论烟叶、烟丝，销售1斤，应缴纳制钱16文，或按月，或按季缴纳，经烟行、烟铺批发，由烟

摊、烟挑零星售卖的，烟税一律由烟行、烟铺办理。

《征收直隶省烟丝办法》对烟丝制造税作出规定：本省制造的烟丝由作坊发卖时，照烟叶定章，

每斤完纳税制钱16文，或按时缴纳，或包定数目，听从商便，烟丝作坊既已完纳烟丝税，收买应需

烟叶时，免其缴纳；烟丝作成，或再转贩，运至本省各地不再重征，包办各处烟叶捐税的商人，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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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照贩卖若干烟叶并免税。

(二)厘金征率

1．烟叶、烟丝

清代各省的厘金征率不一，高低悬

殊大。最初各省征厘只是值百抽一或

二，以后逐渐提高。光绪年间，有的省

份达到值百抽五以上。这只是正厘及名

义上的厘金，由于各省采用的征收制度

不同，厘金的实际负担远比名义上的征

率高出数倍。如奉天、黑龙江两省征率

为1％，并规定在省内只征一次，不再

重征，两省的名义征率和实际负担是一

图9-2清丰直末省颃布的《加抽蛔糟税最办章程》

致的，也是全国最低的。广东省征率为2％，但是其征收方法采用一起一验制，须纳厘两次，税负则

为4％。此外，再纳l％的坐厘和1％的海IZI半厘以及1．5％的台炮经费。货物从贩运至售出，一共要完

厘7．5％。比采用一次征收制的奉、黑两省高出6．5倍。江苏省厘金征率为5％，规定纳厘两次，但江苏

境内道路纷繁、港汉密布，设水旱厘卡254处，如贩运货物一次，经过两卡到四卡，抽厘达到10％～

20％，比奉天、黑龙江两省高出9倍～19倍。

清末民初，各省的烟酒厘金征率不一，原因之一是各省厘订征率的标准不一样。以烟叶和烟丝

为例：

以容器为标准的，按箱、按捆，征收若干厘金；

以货物量为标准的，按】斤烟或100斤烟，征收若干厘金；

以货色高低为标准的，按上等烟、中等烟．下等烟每100斤，征收若干厘金；

以实际销售为标准的，每月按烟铺结算的实际经营数量，征收若干厘金；

以制造容器为标准的，按每一筒、每一排．每一刨，征收若干厘金，

以店铺为标准的，按烟铺，每月征收若干厘金；

以卖价为标准的，每1斤烟，按原价加卖一二文或三四文，以代替厘金。

除上述原因外，由于各省的币制还存在着钱码、洋码．银码的差异，同样造成计征标准的不

一致。

烟酒厘金除正厘之外尚有加征或专项征收。各省兴办厘金后，烟酒厘金列在百货厘金之内，按照

各省规定的厘金征率视同百货征收，也有如直隶、安徽，江西、陕西、黑龙江等省列为专项征收。光

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三十年(1904)，户部对烟滔单独加成征收，征率达到12％，实际成为国家

的烟酒专项收入。加成征收是在各省原征厘金常额之外，累进递加。但各省实际执行并不一致，有轻

有重。如广东的加成比原征率多3倍，佛山DuN3．3倍；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征三成或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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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通志

江苏除拨厘率血i成征收91、，还在江宁(今南京)、苏,J,i．1flIl设宁疆¨销捐和苏属门坐贾捐，坐贾捐附于

厘局征收，门销捐则由政府专征。北方各省的烟酒税原多属州县杂税，随后也定税率设局专征。如光

绪二十八年(1902)，山东规定土烟每百斤征烟税150文．河南t烟每斤征税8文，直隶上烟每斤征说

16文。

除上述厘金外，另有临时性课征。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广总督李鸿章筹建炮台．奏请朝廷

开办烟酒炮台捐，令省内烟酒行商认捐。据记载，沙坪烟行认缴2800两、佛山烟行认缴17i5两，江门

烟行认缴1303两、广州烟行认缴1540两、新会如思烟行认缴560两。

2．卷烟

卷烟输人中国之初，未设专税。清末洋务派人士如薛福成、郯观应、马建忠、王韬、盛宣怀

等提出效仿西方国家，对烟草实行“寓禁干征”，开办卷烟税，但没有得到政府的响应。光绪一：

十八年(1902)，清政府li爹tf《各国通商进

n税则》时，将外围卷烟列入税则，其中巷

烟进口税率5％，进入内地销售，缴纳子几税

2．5％。但是荧美烟公酬等外国烟草商凭借破

#r年(i 860 J茬定的中英“天津条约*的

有关条款规定，其卷烟仍按每loo斤烟丝，

完税网钱五分。

光绪={．九年(1903)．北洋烟草公剐成

立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咨准清朝

户、商两部，给予免除税厘的优惠。但是请求

遭到海关总税务剐赫德的反对。光绪二十年

(1904)，清朝外务部准“北洋烟草公司所制纸烟，照上海织布局章程，值百抽五，沿途关卡，不得

重征，以示体恤。”此后．三星烟草公司．麟记烟草公司，四民纸烟公司等民族资本企业比照北洋烟

草公司的办法，享受优惠政策。当时中国烟草企业生产卷烟使用的原辅材料多从国外进．L1，进口时已

缴纳5％的关税，待制造出卷烟，又缴纳5％的货物税。相反，英美烟公司凭借“洋货素不完厘”的规

定，只缴纳一道烟丝税。据统计，光绪二：十九年(1903)英美烟公司上海浦东烟J 1生产6万大箱卷

烟，每箱按70两均价计算．约值银420万两，按价值5％叶税．应缴纳正税2 J万两。而实际I二却按烟丝

税抽收，仅纳税银2．04万两，致使国家缸年损失9320万两。

光绪三十年(1904】，庆亲乇奕嘞在给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备忘录(亦称庆亲壬和约J巾，

对英美烟公司享有的捐税特权予以官方认nf。萁后，北洋烟草公司提出仿照荚美烟公司改按烟丝完

税。这个提议得到北洋大臣及清廷户部、商部、外务部的同意，却遭到簿关总税务司的反对。经过北

洋烟草公司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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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烟草税收

三．征管

(一)征收种类

清代烟洒厘会列在百货厘金课征。百货厘金的种类及名称很多，如以课税地为标准，可分为三

种：一为出产地厘金，二为通过地厘金，三为销售地厘金。厘金创办之初，只有后两种。所谓通过地

厘金即是行厘；销售地厘金即是坐厘。至于出产地厦金，则发生较晚。成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

条约签订后，海关实行征收予口税，为抵制外国人用子口税单运土货出口，开始在出产地征厘。厘金

的主要收八是通过地厘金。通过地厘金的缲征按货物由某地至某地的一次搬运为计征对象。清代厘金

种类如下：

清末备省征收烟酒

厘(税)的种类，可归

纳为6种：(I)原料

税：如曲水税．烟叶

税；(2)特许税：如烧

锅课、缸照捐、烟刨

捐；(3)出产税：如酿

造税、烟丝税、条丝

税；(4)通过税：厘

金，常关税，(5)营业

税：如买货捐，门销

捐．坐贾捐、行卖捐；

(6)附加税：各种名目

的附加说。

各省在征收中，有

的征收其中二三种，有

的征收其中三四种。如

江苏省烟酒厘金分宁、

苏两属，最初只有通过

出产地厘盘

出产税

山户税

出山税

查登圭!!!咝：苎⋯：：!堡
墨苎垦

图9_4清束厘金悼i】种丧示意图根据周伯棣《中国财政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整理

税一种，附在百货厘金之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宁属添办烟酒门销捐，苏属又办烟酒坐贾捐。

门销捐每斤烟酒征银8文，向消费者征收；坐贾捐就销售额计征。民国初期，烟丝课征沿袭清制，但

征税科目更加详细。据江苏省厘金资料：苏属烟叶征收项目有12种：水烟大、小箱每百斤税银二元、

一元三角，水烟末每百斤税银五角六分，红旱烟每百斤税银九角八分，黄旱烟每百斤税银五角六分；

杂拌烟每百斤税银七角；大小锭烟每百锭税银二分八厘t鼻烟每罐税银四分二厘；潮烟每百斤税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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