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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徽州赋税较轻。唐末，陶雅为割据需要，除增加正税之外，又增加了不少杂

钱，至五代其弊依然。宋代，在当地官府的一再奏疏之下，朝廷一度下诏，收退绢，省杂钱，

使当地老百姓得到实惠。人明以后，朱元璋优待家乡，多次减免家乡及徽州等地的税赋，

所以徽州税赋为轻。然而，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富名远播，赋役又开始加重。古代徽

州，官府的赋税措施对徽州人从事经商起到促进作用，嘉靖十七年(1538年)，官府商贾之

乡歙、休宁二县的课赋，要比徽州府的其他四县更重。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徽州歙县和

休宁经商风气蔚然成风。 ．

建国后，逐步改变旧赋税制度，建立统一管理，平衡财政收支等措施。在计划经济宏

观调控下，财政部门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1949～1987年，市域

财政预算内总收入159641万元，总支出122276万元；平均年收入4201万元，平均年支出

3218万元。

建市后，财政体系顺应改革新形势，转变财政职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1988年，实行“定额上交递增，定额补助递减”的包干办法。1994年，将财政包干体制改为

“分税制”。2000年，预算编制打破“基数加增长”的传统分配模式，形成综合预算、零基预

算、部门预算有机结合，促进全市财政体制转型。至2005年，全市所有预算单位，全部纳

入国库集中支付和会计核算中心管理，实现单位分散型理财转向核算中心集中理财。同

时，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零赋税”目标。孕育一批以黄山旅

游、永佳股份、黄山金马为代表的上市公司和骨干利税大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230家。

黄山以旅游立市，为把握全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大思路，力争国家财政和省财政支持。

1995～2006年问，共争取各类专项资金37．3亿元。有效缓解黄山市旅游经济发展资金

不足的矛盾，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日益壮大，其提供的税收收入占全市财政收入的比

重近一半。

黄山不仅是个旅游城市，也是个农业城市。财政依托资源优势，结合农业综合开发，

调整资源，服务于农业产业结构。通过“三园”改造(茶园、桑园、果园)、粮食自给、中低产

粮田改造、农业产业化项目，走出一条生态旅游观光农业的新路子。同时，促进做大做强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构建华东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引导企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

保鲜和运销一条龙服务，增加农民收入。

2006年，全市财政总收入213453万元，人均收入1449元，比198．8年增长16．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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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支出322819万元，人均支出2192元，比1988年增长20．3倍。

一、财政

1．财政体制

体制演变

自汉代起，境内各县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另有岁贡和岁课。唐至清代，市域各地岁

贡主要有苎布、漆、纸、黄连、笔、墨、砚、茶等，课征主要有金、盐、茶、酒、醋、竹木、农桑等。

北宋初，颁布《商税务例》，各县设立“商税务”，负责征收商税。明代，各县衙设户房，有“钱

谷师爷”助理知县稽查丁口、田亩、田赋、山场，管理钱粮出纳。永乐元年(1403年)，徽州

府隶属南直隶，境内设织染局，制造上贡帛。清袭明制，财政高度集中，一切赋税收人，全

部上解，开支由国库划拨或在中央核定范围内坐支。康熙、乾隆年间，田赋以折实田亩科

银，岁贡、课贡仍以实物形式征收。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划分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始有国家

税和地方税。清末至民国初期，除开征规定的国税和省税以外，税捐杂课大量增加，征收

的杂课先后有田房契税、牙贴税、学租、马捐、庚子赔款代征、房捐、铺捐、酒单捐、烟酒税

捐、短期牙贴捐、船捐等。民国初期，财政仍集中于中央和省两级，市域各县主要收入全部

上交中央和省，各县所需经费除省配给外，另辟各项附加税和杂捐作为补助，各县财政大

都以收抵支或就地收支，财政管理混乱，直至民国16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财政管理才趋于有序。民国24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收支划

分为中央、省、县三级，但未能实施。民国29年4月，省政府制定《安徽省各级组织纲要实

施计划》，将安徽财政分为省、县、乡镇三级。翌年，省政府实行新县制，建立地方自治财

政。地方财政收入有自制课税收入、分配国税收入、国税附加、规费收入、财务及机制收

入、公有国营及事业收入等。民国35年7月，国民政府将全国财政收支系统重新划分中

央、省、县市三级，并对省、县市收支划分标准进行调整，在调整国税收入的同时，田赋收入

划拨50％归地方财政。不久，再次对分配国税收人和田赋收入进行调整。将营业税、印

花税的地方收入由原来的三成调为五成，田赋收入划拨五成归地方。解放后，一度沿用旧

税法。

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收人全部上缴中央，支出全部由中央拨付。1951

年3月，徽州地区列入省级财政预算。1953年，建立地、县级财政预算制度，实行“划税分

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体制，地方财政权限扩大。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的体制，

进一步扩大地方财权。1959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二年一
变”的财政体制，各县分成比例为28％。1962年，实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财权集

中于中央和省，地方财权缩小，一切收支纳入国家预算管理：‘1963年；各县(市)实行“收

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分成比例为地方28％。1964年，城市房地产税

作为城市维护费专款，其余各项收入留县(市)35％。1965年，分成比例地方3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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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50％，1967～1969年达54％。1970年，实行“定收定支，总额分成，收支由省确定，收

大于支上缴，支大于收的由省差额补助”。1971年实行“收支大包干”体制，超收或节约的

支出留归地方。1972年，在大包干中又具体明确为“定收定支，保证上交，超收提成，节余

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1974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

指标包干”的办法，各县(市)超收留成比例33．3％。1975～1979年，实行“总额分成，收支

挂钩”。

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收支包干，分灶吃饭”，亦称“增收分成，旱涝保收”，主要是改

超收分成为增收分成、改固定补助为收入基数分成。1981年，实行“增收分成加基数比例

留成”，各县(市)增收分成工商税收为55％，其余收入为70％，基数留成比例为1．5％。

从1982年起，省对各县(市)开始执行“财政包干”体制，以1980财政收支决算为基础，核

定包干收入和包干支出。各县(市)当年超收1617．5万元，增长24．9％。1983年，对国营

企业实行利改税，把工商税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4种，并先后开征建筑税、

奖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国营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涉外三

个所得税，基本形成一个多环节、多层次、多税种的税收体制。1985年，中央、省、地方三

级财政固定收入重新划分。1988年，实行“定额递增上交”财政包干体制，即除上交中央

27．6％和按定额递增上交数交省以外，其余全部留市，并对以下收入单独结算：1988年新

开征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交中央50％、交省20％，市留30％；印花税交省70％，市留30％。

1993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超收分成、短收分担、一定二年”的财政体制。1994年

1月1日，财政体制重大改革，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中央税收

与地方税收体系，实行以“分支出、分收入、分税务机构、实行税收返还”即“三分一返”为主

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体制。7月，全市顺利完成新旧体制的衔接过渡。按照“规范统一、

分级管理”的原则，市级分税制实施后，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确定各自的收

支，并逐步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当年，全市累计完成财

政总收入25678万元，比1993年同期增长20．7％，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7111万元。1995

年，地方财政收入已达24456万元，增长42．9％。分税制的实施，极大调动地方生财、聚

财、理财、用财的积极性。1996年以后，市、县(区)、乡(镇)三级逐步做到“分级负责、分灶

吃饭”，使分税制进一步得到贯彻。1997年，遵照“适度从紧”和“稳中求进，进中求好，好

中求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强化财政工作，实力进一步增强。1998～

2002年，黄山市相继推出预算管理、预算体制等方面的根本改革，开始构建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其间，中央于2000年出台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

向调节税。2002年，黄山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2004年，实施“省直管县”的财政

体制，即将收入目标i转移支付、财政结算、资金调度、项目申报、债务偿还、工作部署等由

省直接到县，歙县、黟县、祁门县、休宁县由省直管，市级财政只对市直、屯溪区、黄山区、徽

州区财政直控。

财政改革

预算改革1999年，黄山市财政局以建立公共财政为目标，推进财政支出改革，规范

财政供给范围，调减部分走向市场单位的预算经费，调减幅度达20％～30％；按照“保运

转，保稳定，保改革，保发展，，的原则，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将机关正常经费，国有企业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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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作为重点支出；完善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建设，积极推进重点支出改革。’2000年，黄山市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全市农民减负

1878万元，减负程度达20．2％。在1999年对部分单位实行综合预算的基础上，全市推行

和完善综合财政预算，压缩预算外收人多的单位预算经费349万元。逐步推开行政事业

性收费收缴分离，巩固和扩大“收支两条线”成果，探索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年，屯溪区

区直行政事业单位“零户统管”，黄山区汽车定点维修、祁门县会计科货币化改革试点取得

成效。2001年，市财政局将财政预算改革分为源头治理、统筹实施、整体推进三个目标实

施。全市各区县全面设立会计核算中心和政府采购中心两个改革载体，各单位财务全面

纳入中心核算，实现单位分散理财向核算中心集中理财运行模式转轨；实行以部门预算为

基础的综合财政预算，形成调控有力的新型预算分配体系，实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管三分

离；形成支出方式改革的创新机制。2002年，市财政对部分单位试行编制部门预算，规范

预算追加审批程序，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和预算编制论证制度。各区县将直属所有拨款行

政事业单位财务全部纳入会计核算中心管理，市直国库集中支付试点由年初5个部门12

个单位扩大到40个主管部门89个基层单位。是年，财政直接支付4390万元，授权支付

3020万元。2003年，深化预算编制改革，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理顺财政与预算单位之间的

管理关系，达到预算编制时间提前，项目细化，透明度提高。黄山市作为全省推行国库集

中支付改革三个试点城市之一，2003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经过三次扩面，市直所有行

政单位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范围；推动公共财政改革由区县向乡

镇延伸。祁门县被省财政厅确定为全省乡财县管改革试点县之一。全县25个乡镇的财

务全部纳入县会计核算中心统一管理。

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

改革试点，黄山市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农村税费改革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取消农村

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

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

征缴使用办法。2001年，以上限控制和公平负责的原则，对税改确定的计税常产进行实

事求是的调减，规定：农村生产条件较好的乡镇、村，基亩均常产不得超过全县亩均常产的

20％；同一农作物产区，最高亩均常产不得超过最低的20％。在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为

依据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的基础上，对经批准并办理耕地占用税纳免手续的予以核

减，对未经合法机构批准但属长期占用的计税土地，先据实核减，再由占地单位按照规定

补办复批手续和补缴税款。全市核减农业税计税土地9．7万亩，调减农业税计税常产

4811万公斤，调整后全市亩均常产479公斤。同年，黄山市对茶叶、原木、原竹、水产品等

应税特产品税率下调2～3个百分点，将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种植的果用瓜、药村、荸荠等改

征农业税，并实行原木、原竹特产税在收构环节代扣代缴。2002年，又将茶叶和水(鲜)果

特产税率再次下调2个百分点。2003年，全面推行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试点，全面取

消农业特产税后，对少数大宗品实行改征农业税，具体有烟叶、木竹、茶叶三大类，其他品

种取消农业特产税后，不再征收农业税。仅此改征_一项，农民人均减负17．1元。2004

年，在全省取消农业税附加基础上，将农业税税率再次降低为2．2个百分点，相当于降低

农业税总体税率3．6个百分点，全市直接减轻农民负担15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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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税片管理模式：税改后，区县一级均成立副科级农业税务局，推行“定点征
收，微机管理”模式，全市142个乡镇全部建立规范化农税纳税服务厅，1 169个行政村中

有930个村建立代办点，纳税厅内均安装“金穗2000”征管软件，所有农业税纳税通知书

和清册全部实行微机打印，大部分乡镇使用电子税票，农税征管效率大大提高。通过农税

服务厅和村代收代征网点相结合，实行“定点”征收，由过去征收机关上门催缴转变为农户

赴点缴税。乡镇纳税厅实行常年征收，村征收点利用约定时间实行定点征收，在征收前由

代征员负责通知纳税的具体地点和时间，由乡镇征收人员到点直接开票收款。2004年

底，乡镇一级“定点”征收率已达100％，村组织达到80％，大部分乡镇通过一个星期就完

成90％的农税征收任务。

实施各项配套改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改革同步，全市乡镇机构改革基本

做到机构精简、人员定岗和职能转换三到位，明确事权、财权划分，合理调整县乡财政体

制，落实省对乡镇的税改转移支付补助，确保乡镇正常运转，全市无一乡镇发生拖欠工资

现象。从2002年起，开展村级债务的化解工作，各地清理核实村级债权债务，取得成效：

至2003年底，全市共化解村级债务15036万元，占2001年底村级总债务227454万元的

66．1％。实行村组干部交叉兼职等办法，精简村组干部，减轻农民负担。改革后每个行政

村享受固定补助的村干部控制在2～3人，其他均为误工补贴。全市派出优秀年轻党员干

部37人，到贫困村、后进村任支部书记，并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扶持。五保户供养实行乡村

共管，以村为主，省给予每人每年400元补助。普遍推选“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一些

村组织积极探索山区“一事一议”办法，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实行粮食补贴方式改

革，2003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将原来通过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间

接补贴给农民调整为对生产环节进行补贴，直接补贴给农民。为妥善处理好不同作物区、

同一作物区农户之间公平负担问题，2003年地方财政拿出资金，对3个补贴额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的区县，按全市每亩5元的标准补齐。2004年，全市进一步加快粮补资金发放

进度。严格实行征补两条线，5月底前全市应补资金419．87万元全部兑现到户。同年，

全市开展“乡财县管”改革，实行以“预算共编，账户统设、收入统缴、支出统拨、票据统管，

采购统办”为主要内容的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

连续的农村税费改革，是继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

后，又一次农村政策重大调整。税改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税改前人均负担77．9元，

2004年底全市农民人均负担仅17．5元，人均减负60．4元。2005年，免征农业税，农民实

现“零税赋”。至此，农业税在财政收入名目中消失。 ”

管理机构

1949年5月～1951年5月，为徽州行署财政科。1951年6月41956年5月，为徽州

行署财政局。1956年6月～1960年12月，徽州、芜湖行署合并，撤销徽州行署财政局。

1961年1月徽州、芜湖行署分开，恢复徽州行署财政局。1963～1967年，局内机构设有人

秘、监察、企业财务、预算、农税科和房管会。1968年9月成立大联委，改徽州行署财政局

为徽州专署财政局革命领导小组。1968年12月23日成立徽州专区财政局金融站革命

委员会。1969年11月8日撤销徽州专区财政金融站革命委员会，改称徽州专区革命委

员会生产指挥组财政局。1983年8月～1987年10月，局内设机构为人事科、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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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企业财务管理科、农业财务管理科、监察科、税政一科、税政二科、税务计会科。1988

年成立黄山市财政局，局内设机构为政秘科j预算科、行财科、企财科、会计科、监察科、农

财科、综合科、控制社会购买力办公室、中央企业管理科。1991年，局内部机构增设三查

办公室。1992年，增设国有资声管理处。1993年增设税收、财务、物价检查办公室和会计

科。1994年，增设外事财务科，1995年增设基建科。1．996年增设社会保障管理科。1997

年，增设农税科；同年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处级别)。1998年，成立预算外资金管理局

(副处级别)，隶属市财政局(内设收费管理科、稽查科、计划财务科)。t998～2002年，局

内设机构为办公室、综合计划科、预算管理科、工交企业财务科、商贸企业财务科、外事财

务科(世界银行贷款业务科)、行政事业财务科、社会保障科、农业财务科、农业综合开发

办、农业税收科、基本建设科、会计科、政府采购办公室(原控办，2000年更名)i财政监督

科(原三查办)、人事教育科(纪检监察室)。2003年，局内部机构增设统计评价科、国库

科，撤销国资局。2003年底，成立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副处级)。2004年底，成立政府采

购办公室(副处级)。2005年6月，撤销黄山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局，成立黄山市非税收入

管理局。8月，成立黄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iE处级)。

2．财政收入

民国时期，境内财政税收以农业税和零星工商税为主要财源，且工商税收入甚微。建

国初期，地方预算收入主要靠农业税和极少量的工商税收，其他收入寥寥无几，地方无企

业收入。经过4年的恢复发展，到1952年底，工商业有了较快发展，其税收收入占总比例

逐渐增大，农业税收人占财政总收入相对平稳。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

大量兴建，流通活跃，财政收入尤其是工商税和企业收人快速增长。1957年是第一个五

年计划最后一年，市域财政决算收入2278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1597万元、企业收入25

万元。1958年后开展的三年“大跃进”受“浮夸风”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出现反常现象，导

致，1961年、1962年连续两年财政收入的快速下降。1963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强

八字方针，财政收入转入正轨。“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收入虽不稳定，但呈增长态势。

1978年以后，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财政收入连年增

长。!'985年，市域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达到10253．8万元。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一<1。990年)。1986年，市域财政总收入9679万元，比1985年

减少557万元。1987年，财政总收入11265万元，比1986年增收1586万元。1988年，全

市财政收入完成12610万元，为预算的118．5 oA，比1987年实际增收1344万元’，增长

11．9％。所辖三区、四县和市直都超额完成任务。全市工农业产值增长12．7％。按不变

价计算(包括价格上涨指数与财政的增长幅度)，基本相适应。1989～1990年，财政收人

持续增长。一1989年财政收人14402．3万元，比1988年实际增长14．2％，1990年财政收

入15413万元，比1989年实际增长7％。

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时期，黄山旅游业飞跃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特别是

第三产业的发展，收入比重逐渐向三产倾斜。1991年，遭遇特大洪水等多种自然灾害，给

全市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财政面临诸多困难，当年财政收入14647万元。随后几年，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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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均按11％速度快速增长。五年中，财政总收人113159万元。同时，财政收入结构发

生变化，其中，工商税收占总收入的78％；农业税收人占总收入的10．6％；其他收入占总

收入7．9％，企业收入略有增长。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时期，黄山市已构建以旅游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

1996年，全市财政收入实现45036万元，比1995年增长29．6％，增收额首次突破亿元。

其中，歙县财政收人突破亿元大关，结束黄山财政收入无亿元县的历史。1997年黄山市

财政收入56630万元，比1996年增长25．7％，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不含基金)完成40567

万元，占汇编预算(38141万元)的106．4％，中央财政收入完成13123万元，增长7．7％。

增收938万元。1998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74亿元，比1997年增长10．5％。1999年，

自然灾害频繁，由于坚持依法制税，大力培植财源，强化收支管理，监控机制日趋完善，预

算约束进一步加强，财政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当年黄山市财政收入71350万元，为年初

预算100．3 oA，比1998年实际增长12．8％。2000年，财政收入受到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

调整停征，实施农业税费改革和自然灾害诸多因素影响，财政收入仍然达到76711万元，

比1999年增长7．5％。‘‘九五”期间财政总收入312976万元，比“八五”期间财政总收入

增收199717万元，增长1．7倍。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2001年财政总收入843．12万元，为预算的

101％，比2000年增长9．9％。2002年，财政总收入103500万元，突破10亿元。2003

年，财政总收入117000万元，比2002年增长16．1％，祁门县财政总收入达到1．07亿元，

突破亿元：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143372万元，比2003年增长17．4％。2005年，财政

收入180088万元，比2004年多收36716万元，增长25．6％，是建国以来超收额最大的一

年，比‘‘十五”规划目标12．5亿元多收5．5亿元；6个区县的财政收入超过亿元，市直财政

收入突破6亿元。其中一般地方预算收入85578万元，占财政总收入48％。5年间，财政

总收入634977万元，比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多收322001万元，增长103％，实现财政收

入翻一番又拐弯的财政收入目标。

2006年，全市财政一般地方预算收入104509万元，比2005年多收1．8931万元，增长

22．1％。其中，工商税收入59647万元，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收入8992万元，企业所得税

4544万元，国有资产经营收益4628万元，个人所得税2649万元，行政性收费收入12375

万元，罚没收．人5588万元，专项收入2716万元，其他收入3370万元；基金收入

64253万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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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税收入 、

1949年，市域工商税收入38万元，占预算总收入的33．3％。1950年，工商税收入

165万元，占总收入的40．15％。50年代，属于地方的征收税种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

屠宰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工

商所得税等。1957年，工商税收入1597万元，占总收人的70％。1958年9月，将商品流

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所得税。1966年，停征文化娱乐税。“文化大革

命”期间，将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等税合并为工

商税。1982年7月，开征燃油特别税和增值税。1984年10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将

所有的工业企业、商贸企业、公交企业、供销社上交财政利润全部改作税利征收)。把现行

的工商税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1985年，开征城市维护税。1986年，工商税收

入8534．8万元，占财政总收人的88％。1987年j工商税收9708．7万元，占总收入86％。

1988～1993年6年间，工商税收入74794万元，为同期财政总收入的78．6％。1994年，

财政体制重大改革，一部分税种被分为中央和与地方共享税，工商税相应作了调整。工商

税在中央和地方收入中仍占有重要的位置。当年，工商税收入8656万元。1994～2005

年12年间，工商税收入224870万元，为同期财政收入825354万元的27．2％。2005年，

工商税收入47184万元，占地方预算收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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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收入

企业收入为国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上缴的利润、基本折旧基金、固定资产变价收

入。1949～1951年，市域无企业收入。1952年，市域企业收入1万元。“一五”期间，企业

收入累计57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0．64％。“二五”期间，大力兴办工业企业，企业

收入474万元，是“一五”的8．3倍。“三五”时期，企业收入趋于平稳，五年累计收入1059

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7．6％。“四五”期间，企业收入4467万元，占21．72％。“五五”

期间，企业收入高速增长，企业收入6711万元，占20．29％。“六五”期间，企业收入波浪

起伏，头两年高速增长，后三年呈下降趋势。自“七五”起，对国营大、中、小型企业实行利

改税，企业收入逐年减少，到1986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为一87万元。随着国营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第二步利改税的实施，经历承包、转让、租赁等经营方式的不断改变，企业收入

在财政收入比例中占有的分额越来越小。

农业税收入正税

民国时期田赋依清制，民国元年(1912年)，征地丁正银及曹粮兵末、庚子赔款等杂捐

附加。民国3年，田赋征收分民田、卫田及杂办租佃三项。民国24年，改用法币计算。民

国30年，田赋改征实物并附加征购军粮、公粮。

1949年5月，市域解放，农业税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当年秋征执行“收入多的多交，收

入少的少交，无收入的免交”的方针，采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领导确认”的办法，以户为

单位一次分配任务，夏秋两季完成。当年，市域完成征收(借征)8838270公斤稻谷(含军

粮取急在内)。1950年，废除旧田赋制度，将过去的公粮、田赋、公柴及乡村各项杂捐合

并，统称农业税，由财政部门直接征收。新税制规定，以户为单位，以土地改革后评定的常

年产量为基数，按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常年计税产量计征。1950年9月15日，原徽州专署

财政科到屯溪市隆新乡(今屯溪区黎阳镇)徐村进行农业税制测算工作，该村有135户，

638人，土地3059．2亩，常年总产量288307．5．公斤，计每亩产量的评议为：“田”最高245

公斤，一般160公斤，最低120公斤；“地”最高i00公斤，一般50公斤，最低40公斤；总平

均亩产140公斤。测算数据为：负担户占总户数89．63％，负担人口占总人口83．07％，负

担人口占总农业人口90．82％，负担田地占总田地96．06％，负担产量占总产量24．41％，

负担粮数占1949年的负担粮数98．76％。当年，农业税总收入242万元，占同期财政总

收入58．88％。1951年，废除免征点，税率降低为23个税级，每人平均收粮75公斤以上

的为一级，税率定为8％；二级至六级，每级加25公斤；七级至二十三级，每级加50公斤；

每人平均收粮1000公斤以上的最高税率为30％。当年，农业税总收入386万元，占同期

财政总收入43．08％。1952年，实行全额累计税制，共分24个税级，以户数为单位，每人

平均收粮食在75公斤以下者免征；每人平均收粮75～100公斤的为一级，税率7％；一至

十级，每级加25公斤；十一级至二十四级，每级递加50公斤；最高税率30％。新分得土

地的贫苦农户，每亩可减征农业税2～3公斤。当年，市域农业税收人423万元，占同期财

政总收入的33．18％，农业税收入在财政收人比例中呈下降趋势。1954年，已参加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其入社土地农业税，以社为单位累进计征，由农业社统一交纳。

1957年，农业合作化后，改用比例税率，对同一地区的纳税人(单位)按一个税率计征，不

加累进。1958年，国务院颁布《农业税条例》，改起征点为比例税率，平均税率在常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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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下的按比例税率计征。

1959～1961年，改按当年产量、经济作物、农林特产品的数量折成包产产值，依照比

例税率征收。1961年，平均税率由12％调低到8．8％。当年市域只征收491万元，占三

年累计征收总量2157万元的22．76％。1962～1977年16年间，农村以人民公社为核算

单位，生产队为纳税单位，按当年包产产量，区别情况，核定税率，规定生产队应交纳税额

不得超过当年农业实际收入的15％，年均税率在12％～3％之间。1978年，农业税调高

应征的常年产量，调低税率，平均税率由11．1％降到6．2％。1979--1981年8月，农业税

收改革，以正常年景累计农业实际产量为起征点，粮产区平均口粮220～230公斤，杂粮区

170～180公斤，粮产区50元以下、杂粮区45元以下的基本核算单位免征农业税。对起

征点以下纳税单位，区别情况予以减征或免征。

1982～2004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改按当地的比例税率征收，以户纳税，一

直延伸至2004年。其中1985年粮田农业税征收实物稻谷的部分改为金额结算，并进行

了调价。2005年，取消农业税。

‘农业税附加+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庚子赔款，每两正税加征三百文。民国初，有民田地丁

加捐、屯卫地丁加捐、杂办加捐。民国4年(1915年)，每两正白银加征银一钱五分，以供

军饷，称为“一五附加”，期限五年。建国以后，为了兴办地方公益事业，随同农业税征收地

方附加，除1949、1952、1962年未征外，其他年度都随正税征收。1950年附加15％，1951

年附加20％，1956年附加29％，1963年附加10％，1964年附加15％，直到2000年农村税

费改革。 。，

农林特产税

应税品种主要是茶叶、木材、香菇、木耳、毛竹、油桐籽、乌桕子、油茶籽、木炭、香榧、果

类等。1952年以前，一律按照实产折成稻谷，随粮田农业税征收，茶叶100公斤折稻谷

800公斤，油桐籽i00公斤折稻谷300公斤，乌桕子100公斤折稻谷140公斤，干笋100公

斤折稻谷180公斤，毛竹100根折稻谷75公斤，木材每立方折稻谷·75公斤。1953年，农

特产品以批发价格折合稻谷后减半，再按10％计征。1954年，由量改为从值，按主粮6

折，以户征收；木材按纯收入单独立户，作累进税率计征。1955年茶叶、木材实行预征，根

据当年纯收入金额，秋季结算，多征退还，少征补足。1956年木材、茶叶税实行定率征收，

委托森工和供销部门的基层收购站代征，其他产品仍以5折主粮并入粮田农业税征收。

1958年农林特产税一律按照实际出售价计征，税率为：茶叶8％，毛竹7％，木材、柴炭、油

桐籽、乌桕子5％，果类和其他零星特产，依照纳税人种植粮食作物的税率计征。1959～

1960，年，实行农林特产的包产产值与粮田包产产值合并，统一按比例税率征收。1961年

恢复实行随购代征。1963年调整税率，茶叶为9％，木材为8％，竹、竹笋为7％，油桐籽、

乌桕子、油茶籽、香榧、木炭为6％，木、竹经过纳税人加工成品或半成品出售，折成原品种

计算征收农林特产税。1972年，在国家收购部门收购的木材按实际金额征收，毛竹按

50％计税；在国家收购部门销售的木材、毛竹，按查实或评议销售额计税；课税时依率划拨

15％税额作为地方附加。1978年，林特产税应税产品再次调低税率，徽州地区主要产品

茶叶税由9％下降到6％。2003年，茶叶特产税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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