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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邯郸市税务志》首次出版是值得祝贺的，它是我市税务战线

上的一件大事，亦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税务专业志．

这部税务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执书，资料翔实·

它概括地叙述了邯郸在民国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冀南解放区时期

的税收；着重地叙述了建国后党和政府对税收工作的方针、政策及

工商税收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沿革．比较全面地总括了建国后36年

来，邯郸市税务工作的历史。对税务工作者及关。tl,税务工作的同志

来说，它是一部邯郸市的税务年鉴，具有参考价值。回顾历史，吸

取经验，偿鉴教训，无不有益，它必将对我市税务工作的未来，起

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的促进作用。

《邯郸市税务志》编写组，自1986年9月开始搜集资料，查阅

档案、归纳整理、撰稿成书，历时一年半，至1988年5月初脱稿。

同年9月间，经市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定稿。

《邯郸市税务志》编写组的同志在资料残缺、年代断档，人员

不足的条件下，发场实干精神，广搜资料，以志书为己任，争分夺

秒，提前完成了编志任务，付出了辛勤劳动，堪称精神可贵。我以

此代序。并向编写组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裴 家 相

1988年I 1月7，日

(注：作序者，1988年前为邯郸市税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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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膏 吉
H礓 青

税收溯源，可谓与世界文明史相并论。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

了税收。它是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存在而对人民所进行的一种强制

征课的手段．

马克思说：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它任何东

西。”不同的社会制度，税收的性质也就不同。解放前的税收是统

治阶级搜刮民财、盘剥百姓的一种手段；新中国成立后，税收是社

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来源，也是调节社会经济的重要杠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

时期。盛世修志、渊源流长。《邯郸市税务志》是《邯郸市志》的

组成部分。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 政策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本着“资料详实、详今略古、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的原

则，实事求是地追述了邯郸在民国时期(至卢沟桥事变)的税收；

记述了邯郸解放后属冀南解放区时期，以及新手国成立后各个时期

的税收；概述了建国后邯郸市35年来的工商税收制度的建立、发展

及变革；扼要地记述了邯郸市税务工作在不同年代的大事记。纵观

体现了邯郸市税务工作的历史过程。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年

代资料匮乏，加之受其它条件的限制，它未能尽善尽美地记录出邯

郸市税收工作的全部历史。编纂税务专业志是本市第一次，且因编

者盼政治、业务水平有限，志书中的缺点和疏漏肯定不少，我们殷



切冀以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教正。

在此谨向给予我们支持的有关部门和同志致谢!并向武汉市税

务局调研室、河南省濮阳’市税务局等兄弟单位热情地提供资料深表

谢意!
’

《邯郸市税务志编写组》

1988．6．12



第一章概 述

通国前，税收是历代统治阶级搜刮的财、剥削百姓，以维持其

反动统治的主要财政收入的经济来源，税捐最初刚为贡物，源于夏

朝，自秦汉以来赋税范围逐渐扩大，清朝末年杂税增多，例如相继

开征牙税t当税、厘金·屠宰税等，人民负担日益增加。

民国成立初期，邯郸的一切赋税沿袭清朝留制，田赋、税课，

税，则名目繁杂，而省、县各异、税制不统一。当时无国家。地方两

税之分，一切赋税收入归县知事征收管理，民国初年(1 91 1年)，北

京政府推行新政，将赋税科则简并为地丁。漕粮，租课、附加医大

类．因征收权操县知事之手，籍口经费短绌，肆意增额加附，苛征

于民。 “．

民国元年(1 912年)1 1月，北京政府由财政部公布国家税及地

方税法草案，规定属于国家税共十七种，有：田赋，盐税、关税、

常关税、统捐，厘金、契税、矿税、牙税、．当税·牙捐，当捐。烟

税。酒税、茶税，糖税、鱼业税；属于地方税(省、．．县税)，田赋

附加税、商税、牲畜税、粮米捐、土膏(鸦片)捐、油捐，’船捐。

杂货捐、店捐、房捐，戏捐、乐户捐，茶馆捐。肉捐．鱼捐、屠

捐、夫行捐及其他杂税杂捐。始有划分固、地两税规定，因各省军

伐割据，终未实施。 ’，

． 民国l 7年(1928年)l 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地两税牧支

划分标准，将盐税，烟酒税、卷烟税。煤油税、厘金。邮包税、审



花税，交易税、关税等划归国家收入；将田赋、契税、 牙税、 当

税、屠宰税、鱼税、船捐、房捐划归省、县地方收入，并颁布限制

地方征收田赋附加八条规定。

民国1 9年(1 93 o#-)1月，财政部声明废止厘金。邯郸县于次

年1月废止了厘金。
’

民国20年(193 1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营业税法规定，通令各

省举办营业税、邯郸县仍沿旧制征收牙税、营业税未能实施。‘’

民国23年(1934年)明，河北省举办营业税，拟将牲畜税，

屠宰税、．牙税、当税并入。因邯郸县守旧，改称营业税有困难。经

财政部核准照旧办理。

民国24年(1 93 5年)1月，河北省财政厅改组后，明令各县编制

预算制度，整理各县田赋附加，苛捐杂税，取消牙行税、屠宰税、

牲畜杂税等包税制度，改由县设税务经征处tl征。由于国民党政府

政治腐败，经征人员贪污成风，受贿成习·改组、整理税收形为具

文。邯郸县不仅未有核减附加，反日趋增加。农村在横征暴敛-9旱

涝兼臻双重压榨下，民不聊生。
’

民国26年(1 937年)1 o月，国民政府颁布施行非常时期征收印

花税暂行办法·以原定税率改为加倍征收，’因时局动荡，不久邯郸

被日本侵略军占据，未能实现一
，

民国2 7年(1938年．)7月邯郸在日伪政权统治下，人民涂炭，、

而各种苛捐杂税更是有增无减．

1945年1 o月4日，邯郸人民获得解放，1946年4月1日，建立了

革命政权邯郸市政府，废除日伪统治时期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了‘减

轻人民负担等项政策。为保护工商业发一展，·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