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艚 丽+
p q 0 k

《益阳市税务志》是《益阳市志》的组成部分，是首次反映

r垒市税收工作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也是全市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它为推进今后税收工作，起资治，．存

史，。教化的作用。：它突出侍点，精选史料，事例生动，值得入
’ ’

二 ●

们一读。。4。’ ．’

，·。．
：

。?

’． ，， -

，
．

‘：税收作为国家经济杠杆。具有财政职能、经济职能和监督职

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与提高。历

代有识之士，均把《赋役志》作为志书的重要篇章。但真正象现

在编写一部税收专业志，而且时间长达150年(1840,',-,1989)。，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编写中，虽时过境迁，搜集史料并非

埸事¨但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使后人有所借鉴，能从中获

得教益，藉以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编写专业志书的目的。 ，

”，。为了编纂好这部志书，我局从1986年下半年起，开始组建修志

钒构，配备人员，在市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上级税志办的

指导下i一由于全局上下的支持与关怀，经过反复评审修改而成的

专业志书。其中凝聚了编写志书同志的无数辛勤劳动，这种以志

书为已任的实干精神，堪称可贵，我在此表示敬意。 ．

．，；，本志包括从清代、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税务史

实，，是一项较大而又艰巨的历史文明工程。加之，编纂人员水平

有限，史料考证又很费时、，费力，虽努力学习新方志理论和各地

经验i坚持以马列主必，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广征博采，锲而不

舍，但终因年代久远，税种繁多，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

麟考否吝教正。‘‘．¨谨序’?：々；n．j’．一r谢之光．．t，
a9 净月20且，．gQ年



例

一．本惑专门记述稔阳市税收，史实辑录时闻，一般从1840

笨起到1989箨止，毽对考整史实粼作妊要的上濑与下蘸。

， =，本志按方恣体例，横排直写，记述清代，民国时期，特

捌是中牮入氐共和圈成立詹，箍阳市税收的发展变倦。

兰，本卷对全园，全省性的税收方针、政策规定，不录全

文，着霭记载益阳市的冀施情况，但新中国建立后的法令执行对

阏不限乎截至1989年底止。有个别在修志截止对阋{亍文，在我年

越执行的，也辑录八志。以资考证。

溪、本志淡事瑗发生时惩先器为序，亨参隧文附疆图表，以承

文省事明。所有史实、数字，均已详细核实，志稿经本局编纂领

导夺组孜上级有关部门露核撬准惹衬曝。

五，为了便于记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玎或膏腑黟

筒称“新审国建立”髓或詹。公历纪攀和民鼠纪年一律燕隧拉稽字

表示l清代纪年一律用汉字书写。引义注释，采用页束脚注。对

建国后裆案资料的簪l用，一般束予注释。

六、本志所用的货币名称翻金额单位，新中围建立前均按当

时货币为准，个别揆《湖南省方志编纂手册》中各种贷币折算表

加以辑算，以便对照参考。薪审国建藏后，以现行人民锿为准。+

1955年3月1日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均按旧人民币l万元折成

新入民薅l元入志。但为了反映爨史蘧貌，对有关史实爨注嬲用

旧人民带值。

七．为了结合髹收实际，元益曜带来开薤过酶税释烤来入志，

但对由益阳市财政酃门征收的税种，如农业税等，因属税收聚
‘

p

2



类，故择要列入本志。
’

八，志书中涉及的地名，机构、企业名称以及计量单位，均

按当时的实际名称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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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益阳市位于湘中偏北，资水和长(沙)常(德)公路，交错于市

区，益阳铁路始发于此，交通发达，市场繁荣，为历代州，县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为益阳行署驻地。

城区老街，靠资水北常，长约7．5公里，历来是资水流域的

物资集散中心，民国时期为益阳县龙麟镇。1949年8月(解放初

期)，有入口4．7万人。1950年全市总面积26．87平方公里，入口

6．45万人，工业总产值342．6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14．12万

元，至1989年底止，全市有40．47万人(含郊区，乡，镇)，其

中非农业人口有18．34万人，市区总面积为383．18平方公里，辖

6个街道办事处、7乡、2镇。从1985年1月1日开始，益阳市经

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计划单列市，财政体制与省财政挂钩，由

划分收支改为总额分成，市分成比例为32％，并核定超基数分成

比例。同时在计划、物资的分配和减免税审批权限等方面，可享

受相当于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

1989年，全市2842个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3．59亿元

(当年价)，比上年增长7．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12亿元，

比上年下降6．97％。全市税收收入，1989年占益阳地区税收总额

的33．47％。1950年至1989年，由税务机关组织的各项收入8．049

亿元。其中1989年完成收入1．146亿元，比1950年增加67．7l倍。

1979至1989年的递增率为16．85％，工商各税(市属分成部分)

在1987，1988两年中，平均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96．85％，税收

的经济调控功能明显增强。



(一)

。 ’清初，益阳的主要税收是地丁银。在地丁银制度下，取代徭

授的丁口税归钟到田赋中，无地的农民可以不纳丁税，有地的人

家按地亩交地丁银，表面上负担比过去有所改进，实质上受剥肖q

的还是农民。从清代乾隆末年(1795)开始，地丁银制度混乱，

流弊百出，农民根本搞不清田赋的计算方法，任凭“粮书∥(俗

称钱粮司爷)苛索，尤其在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失败

后，清政府向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均赖苛捐杂税榨取，农民负

担畸重。 ·

．

’

清代咸丰(1851)以前，益阳县城的赋税征解事宜，均由知

县衙门专职官员办理。咸丰五年(1855)，益阳设厘金分局，下

设分卡，以抽收竹木厘金为大宗，兼收百货起坡落地厘金及出山

茶厘，是为清代单独设立税务机构的开始。同治(1862)以后，

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开始形成，益阳赋

税收入的构成，巳由地丁，漕粮为主，转以厘金，盐税，牙当税

， 费为主。光绪(1875’)以后，县府筹款加捐，名目不-，如洋药

落地捐，谷米捐，茶箱佣捐、土膏牌照捐、牙贴捐、船捐、戏园

捐，车捐，门市捐等约数十余种，以此充作地方开支，大多不向

上报，自行核销。税收管理体制已开始由集权转向分权，造成晚

清税制上的紊乱和软弱，并体现出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

：’．
．．， (二)

‘

●

／
’

民国建立初期，大多沿用清末旧有税制，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苛捐杂税，较之清末更为繁复多变，而税务机构又常按税

种设置，独立征管，互不统一，以致机构重叠，时并时分。

，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16年(1927)，连年军阀混战，政

令迭更，税制极为紊乱。当时益阳人民饱受天灾人祸，苛捐杂税

· 5



和地主豪绅掠夺之苦。民国15年C 1926’农历元宵节，以中共地

下党员廖剑凡(现名高文华)为首，以要“诉苦灯"为名，在益

阳县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在龙：玎上写着-“农民诉苦灯"，

“减轻盐税”，+“取缔苛捐杂税"等标语。诉苦歌中有， “⋯一，

．近年来，更不同，苛捐杂税害死人，其名说为国家，其实只往怀

里扒r”当时主要税源之一的厘金，虽屡次扩大征收范围，调整

税率和增设分卡，但收入仍感不足。后来，将厘金改为‘‘包办

制”(实为包税制)，政府但求收入增加，不问其来源是否正确，

以致“包税"者明目张胆敲勒商民，贪污中饱。民国14年(1925)

冬，虽枪决了南华厘局”扦子团”①首领马菊生，但终因税制紊

乱，官场腐败，贪污敲勒成风，激起人民愤怒。民国17年(1928)4月

中旬，中共益阳地下党员卢鹤皋，带领几名地下党员，在一天深夜

焚烧益阳厘金分局在东关的大趸船，狠狠打击了税吏的嚣张气焰。
． 民国34年(1945)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

政府又发动内战，苛取于民的各种税捐和附加增至数十余种；城

．区开征的国税有货物税，盐税、印花税、所得税，特种物品产销

，税，、田赋等I省税有营业税，土地税(包括土地增馐税)，契税

附加等；县税有契税，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车船使用牌

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等。此外，还有自卫捐、绥靖临时费、乡

(镇)丁食谷，保长及工作人员薪俸谷，镇公所办公费，甲长烟

灶费、过境军队临时摊派、其他特捐、附加，可数者亦不下十余种。

民国35年(1946)g月27日，《青年日报》第四版刊载I

“读长沙社会评论《益阳税吏生财之道》及《益阳民报>社论

《本县税捐处之谜》各文，舞弊技术之巧，贪污数目之大，令人

骇异，令人发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大劫之余，民

又何辜，复遭剥削，税吏刀俎，民得鱼肉，痛心何极l，，县城良

众曾遭日寇蹂躏，又遭税吏勒索，加上连年水早为灾，生产下
。

注l①“扦子团”系民国9-年-(1920)，实行厘金包办以后，

部分厘局员司私自结伙，蕴成一个专以包办厘金的贪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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