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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国家机器的经济基础。自税产生以来，它历经各阶级社会发展

历史阶段，无不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历朝的兴衰成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均把税收

视为要政，被诩为地方志鼻祖的《禹贡》就是为征收天下赋税而编纂。自此以后，在我国为数

可观的史志典籍中，一直被作为国政和地方政事之一加以详记。古代著名的改革家如商鞅、王

安石等把税收列入改革内容以达其“回天之力"。王安石所提“生财在道，聚财在人，理财在

法”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历代统治者推行的税收苛政，浸透了中国人民斑斑血泪，臭

名昭著的税务司操于外国侵略者之手。每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用税收强聚民脂民膏抵偿，‘弄

得民穷财尽，丧权辱国。例行逆施也促成中国人民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诞

生了，从此税收掌握在人民政权的手里，党和政府首先废除了数以千计的苛捐杂税，统一了全

国税收，颁行了新税法，开创了国家税收的新纪元，这对于支援解放战争，建设人民政权，恢

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作出了贡献，体现了人民税收靠取

之于民，用之子民黟的本质。我们的税务人员，对国家对人民也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切工作沿着党的总路线，总目标，

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税务工作也不例外，经过第三次税制改革，在贯彻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的方针，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更充分地显示税收的职能作用和调节作用。修志是我国的

光荣传统，、而今盛世修志，实乃是一项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不朽地方事业。为我们团结奋

斗，振兴中华，从事四化大业提供参考。我县是建国后新置，史无志乘。我局修志工作，领

导重视，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历时三年， ((石棉县税务志》定稿付梓，这是值得庆贺的，

全志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体现初修通修要求，横列门类，纵述历史，看重

当代，放眼未来，把我县税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记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新，

突破旧志静态罗列增设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章节，从一县范围内把新的税务工作作了动态

的透彻的介绍。再从职业道德方面反映人民税务人员约精神品质和道德风貌。注意时代性，

资料性，科学性，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 “资治、存史、教化"功能将日

益显示出来。

本志能问世，是与我局各股室以及基层税务所有关人员提供资料，审定章节付出的艰辛

劳动分不开的，与编修人员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的劳动分不开的。我深信他们的名字和精神，¨

将和本志一起流传后世鼓舞来者，我由衷地向他们对本志的贡献表示崇敬。本志能为社会主

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发挥社会效益，亦深感欣慰．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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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长明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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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傅，tl=i}臻{毒，南．． ，釉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箕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系思

想等“四项基本原则"为编修本志的指导思想。以中国热产党卡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实事求

是路线，改革，开放，搞活，全力以赴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钎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义》选用材料，设置纲目。本着厚今薄古，详见近略远，古为今用，为存史，资

治、教化服务。对本县域内出现过的税收活动，属建国前的作辑录，对建国后的浓墨重彩．

二，分期分类

分期l
。．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659--1911年)。

民国，元年至三十九年三月(1912--1950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0年3月24日至1985年)。1949年线分建国前后j 1950年3月24

日线分本县解放前后，1951年3奎6月线分建县前后，1952年6月1日线分本局建置前后即建局

前后。

按本县区执行中央公布的税制日期分l复税制时期(1950年9月_至1958年7月)，税额从

1952年统计到1958年12,,EJ，工商统一税时期(1958年8月zi茜_1972年12月)，税额从1959年统

计到1972年I工商税时期(1973年至1984年9月)，税额从1973年统计到1984年，新复税制

时期(1984年10月至1985年12月)，税额从1985年统计。

本县各经济建设时期，按计划建设的统一口径分l国民经济恢复(1950--1952年)，

“一五黟时期(1953--1957年)， “二五万时期(1958--1962年)，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恢复

(1963--1965年)， “三五"时期(1966—1970年)， “四五力时期(1971--1975年)，

“五五秒时期(1976—1980年)， “六五彦时期(1981--1985年)。

分类l

按税务部门税收专业性分类为。税务机构、工商税收制度，征收管理制度，国营企业利

润监交制度沿革和征收额，税收核算计划管理制度，及税收同国民经济的关系五大类，各类

按内部结构再次划分。按此原贝JIf-J目清楚，逐级统驭。

三，特点处理

志者，记也。反映客观为上，凡志书都有四个主要特点。因其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

会不同的规律性，反映到志书中来，也就自成特色。本志对特点处理按下述原则。

l，地方特点。按记述范围区域性，以本县或历史上本县区域内的税收活动为主体，或

者为中心，记述其适用税制的范围和内容，记述其税源基础的范围或内容，记述其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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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征收管理方式方法及其税额收入，记述税收活动对社会经济对国家财政的作用和影

响。本志通过这几个方面，突出地方特点。把我县的税务工作者，依靠中央和省，专，县的

政策和管理措施为前提，依靠中央，省，地，县级国营企业，尤其是石棉，水电，森工等重

点税源为基础，税收实绩长期居雅属八县第二位，税利收入合计居第一位的特点和以建县以

前千年相比而无不及的历史事实记录下来。这对当前，后世都是有意义的。

2，税收专业特点，本志以税收是国家预算源泉和调节经济的杠杆为原则，记述税收制

度在科学化，法制化建设进程中对本县经济发展带来的强烈影响。形成税收收入越增长，本

县经济越发展，门内越多，销售收入也多，税收离不牙轻济发展，生产发展离不开税收制度

科学化。历史经验证明，税收制度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税收的生命力就越旺盛。旧税

收田赋志，避开税收制度同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问题，注意用数字多寡来衡量时政及税制好

坏，是一种和现代税收不相适合的观点。现代税收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保持同步增长

性，税收收入增长表明社会经济也增长，本志采用数额统计方法加以表示。

3，记述内容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

内容广泛性，采取本县税收活动为限，有关者广泛吸收于书中，无关者经审查扬去。基

于这个限度，凡政策方面，引用税收条例及其条例产生的背景材料，税收条例细则，平时文

件规定，县政府有关通告决定等。凡经济税源方面分类涉及到工业，商业，交通服务业以及

农业和农村税收。税务人员及行政管理方面，涉及政冶、思想，制度、组织管理，党团工

作、文体活动、离退休及抚血等。对自然方面也简略记述。集自然、人文社会、专业，部门

为一册。

资料性，可靠性，所取材料尽力做到取材于官方文件，按时间分类别沿革有序，将零散

资料加工成系统资料。

四，体例

上限未限，下限迄1985年，重点记述建县以来工商税收活动。按门目体依类横分竖写，

横分一录五篇。录，篇地位相等，以体现新修特色。

一录。税收历史辑录。五篇s第一篇税务机构，行政管理，党群组织，人物志。第二

篇工商税收制度。第三篇征收管理。第四篇利润监交。第五篇税收核算，计划管

理。

一录五篇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工商税利实施要端本末及征收实缋为纬。纵横结

合，层次依序，共分十九章，一百零三节，与章节有关图表插于其中，税收核算以“表矽记

录实况，附各票证样式。

全志分志、述，记，录，考，表、传、图照。

五、文体文字

用语体文，编年纪事本末体，始末照映，纵述不断线，沿革清楚，横列不漏项。按现代

语法规范造句成文。人物志用纪传体，大事记用条目体。均用现行简化字。第一次出现联合

词组构成的名词，能简化者按习惯简化加注于()内。引文用引号在()内注明出处。

六，标点符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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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华字典》为准
。-

-

，1．七、纪年地名计量单位

建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当时的年号，在()内加注公元前后年号。建国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

计量单位，解放前按当时单位，一般都不折合为现行单位，凡折合者加注于()内。

建国后按现行单位。长度用公尺(米)、公里、市尺、丈、华里；面积用平方公尺(平方

米)，平方公里、亩，顷，体积用立方米，立方分米、石、斗、升、合等，重量用公斤、

吨、市斤、担；币制用人民币现行币制。1955年3月1日以前的人民币制按万分之一折率折合

成现行币记数，如一万元折现行币一元，一千元折合现行币一角，一百元折合现行币一分，

以下四舍五入。以分、角、元、十元、百元、千元、万元、亿元为选用单位，元与角之间加

小数点将复名数换为单名数。小数点用“．刀表示。分节号按三位数分节用“，力表示。凡

须用百元，干元，万元为单位者，在表右角说明。百分比用符号矗％”表示，千分比用茹‰一，

也采用只、头为计数量单位。凡记述一事用两数列时，一列用一、二、三、表示，一列用

l、2、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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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人物志⋯⋯⋯⋯⋯．．．⋯⋯⋯⋯⋯⋯⋯⋯⋯⋯⋯⋯⋯⋯⋯⋯⋯⋯⋯⋯⋯⋯⋯⋯⋯102

第一节 杨跃海传略⋯⋯⋯⋯⋯⋯⋯⋯⋯⋯⋯⋯⋯⋯⋯⋯⋯⋯⋯⋯⋯⋯⋯⋯102

第二节 病故人员简介⋯⋯⋯⋯⋯⋯⋯⋯⋯⋯⋯⋯⋯⋯⋯⋯⋯⋯⋯⋯⋯⋯⋯103
’

√

第 二 篇

工商税收制度

第一章税制沿革⋯⋯⋯⋯⋯⋯⋯⋯⋯⋯⋯⋯⋯．．．．．．⋯⋯⋯⋯⋯⋯⋯⋯⋯⋯⋯⋯⋯．．．⋯107

第一节 统一税政建立新税制⋯⋯⋯⋯⋯⋯⋯⋯⋯⋯⋯⋯⋯⋯⋯⋯⋯⋯⋯⋯107

第二节 修订税制概要⋯⋯⋯⋯⋯⋯⋯⋯⋯⋯⋯厶⋯⋯⋯⋯⋯⋯⋯⋯⋯⋯⋯·109

第三节 第一次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统一税⋯⋯⋯⋯⋯⋯⋯⋯⋯⋯⋯⋯⋯⋯III

第四节 第二次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税⋯⋯⋯⋯⋯0 0 0,0@0⋯⋯⋯⋯⋯eee ee e0000eo 112

第五节 第三次税制改革利改税⋯⋯⋯⋯⋯⋯⋯⋯⋯⋯⋯⋯⋯⋯⋯⋯⋯⋯113

第二章税收管理体制．．．⋯⋯⋯⋯⋯⋯⋯⋯⋯．．．⋯⋯⋯⋯⋯⋯⋯⋯⋯m 000⋯⋯⋯⋯⋯⋯128

第一节+ 建国初期管理体制⋯⋯⋯⋯⋯⋯⋯⋯⋯⋯⋯⋯⋯⋯⋯⋯⋯⋯⋯⋯⋯128

第二节 税收管理体制调整⋯⋯⋯⋯⋯⋯⋯⋯⋯⋯⋯⋯⋯⋯⋯⋯⋯⋯．．．⋯⋯130

第三节 税收管理体制改革⋯⋯⋯⋯⋯⋯⋯⋯⋯⋯⋯⋯⋯⋯⋯⋯．．．⋯⋯⋯⋯137

第三章实征税种税目税率⋯⋯⋯⋯⋯⋯⋯⋯⋯⋯⋯⋯⋯⋯⋯⋯⋯⋯⋯⋯⋯⋯⋯⋯138

第一节 货物税⋯⋯⋯⋯⋯⋯⋯⋯⋯⋯⋯⋯⋯”⋯⋯⋯⋯⋯⋯⋯⋯⋯⋯⋯⋯·138

第二节 商品流通税⋯⋯．．．⋯⋯⋯⋯⋯⋯⋯⋯⋯⋯⋯⋯⋯⋯⋯⋯⋯D$O Ot O⋯⋯140

第三节 工商业税(营业税，所得税，摊贩营业牌照税，临时商业税)⋯⋯141

第四节 印花税⋯⋯⋯⋯⋯⋯⋯⋯⋯⋯”⋯⋯⋯⋯⋯⋯⋯⋯⋯⋯⋯⋯⋯⋯⋯·145

第五节 屠宰税⋯⋯⋯⋯m⋯⋯⋯⋯⋯’“⋯⋯⋯·⋯⋯⋯⋯⋯⋯⋯⋯⋯⋯⋯⋯147

第六节 交易税集市交易税⋯⋯⋯⋯⋯⋯⋯⋯⋯⋯⋯⋯⋯⋯⋯⋯⋯⋯⋯⋯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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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存款利息所得税⋯⋯⋯⋯⋯⋯⋯⋯厶，一⋯-{：．．·‘¨⋯⋯⋯⋯⋯⋯⋯⋯156
第八节 ，工商统一税⋯⋯⋯⋯⋯⋯⋯⋯⋯⋯⋯⋯⋯唑“⋯⋯⋯⋯⋯⋯⋯⋯⋯·157

--．⋯ 第九节 工商所得税⋯⋯⋯⋯⋯⋯⋯⋯⋯⋯⋯⋯⋯⋯⋯一⋯⋯⋯⋯⋯⋯⋯⋯167．

第十节 文化娱乐税⋯⋯⋯⋯⋯⋯⋯⋯⋯⋯⋯．．．⋯．．．⋯⋯⋯⋯⋯⋯⋯⋯⋯．．．169

．， 第十一节车船使用牌照税⋯⋯⋯⋯Ⅵ，，⋯⋯⋯⋯⋯⋯⋯⋯⋯⋯⋯⋯⋯⋯⋯⋯·170

t， 第十二节，工商税⋯⋯⋯⋯⋯⋯⋯⋯⋯⋯⋯⋯．．⋯⋯⋯⋯⋯⋯⋯⋯⋯⋯⋯⋯⋯·173

第十三节增值税⋯⋯⋯⋯⋯⋯⋯⋯⋯⋯⋯⋯⋯⋯⋯⋯⋯⋯⋯⋯⋯⋯⋯⋯⋯⋯177

第十四节产品税⋯⋯⋯⋯⋯⋯⋯⋯⋯⋯“⋯⋯⋯⋯⋯⋯⋯⋯⋯⋯⋯⋯⋯⋯⋯·178

．第十五节国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182

，第十六节建筑税⋯．．．⋯⋯⋯⋯⋯⋯⋯⋯．．．⋯⋯⋯⋯⋯⋯“⋯⋯⋯．，．⋯⋯⋯⋯186

第十七节城市维护建设税⋯⋯⋯⋯⋯⋯⋯⋯⋯⋯⋯⋯⋯⋯⋯⋯⋯⋯⋯⋯⋯⋯188

、 第十八节奖金税⋯⋯⋯⋯⋯⋯⋯⋯⋯⋯⋯⋯⋯⋯⋯⋯⋯⋯⋯⋯⋯⋯⋯⋯⋯⋯189

第十九节营业税⋯⋯⋯⋯⋯⋯_⋯⋯⋯⋯⋯⋯⋯⋯⋯⋯⋯⋯⋯⋯⋯⋯⋯⋯⋯·194

第二十节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5

第四章 农村税收政策辑录⋯⋯⋯⋯⋯⋯⋯⋯⋯⋯⋯⋯⋯⋯⋯⋯⋯⋯⋯⋯⋯⋯⋯⋯⋯197

第一节 农村税收制度建立⋯⋯⋯⋯⋯⋯⋯⋯⋯⋯⋯⋯⋯⋯⋯⋯⋯⋯⋯⋯⋯197

第二节 调整农村税收政策⋯⋯⋯⋯⋯⋯⋯⋯⋯·⋯⋯⋯⋯⋯⋯⋯⋯⋯⋯⋯·199

第三节 改进农村税收政策⋯⋯⋯⋯⋯⋯⋯⋯⋯⋯⋯⋯⋯⋯⋯⋯⋯⋯⋯⋯⋯203

第四节 变革中的农村税政⋯⋯⋯⋯⋯⋯⋯⋯⋯．⋯⋯⋯⋯⋯⋯⋯⋯⋯⋯⋯⋯208

第五节 农村税收征管⋯⋯⋯⋯⋯⋯⋯⋯⋯⋯⋯⋯⋯⋯⋯⋯⋯⋯⋯⋯⋯m⋯210

第． 三 篇

税 收+ 征 管
J-

’●。

第一章税收征管制度⋯⋯⋯⋯⋯⋯⋯⋯⋯⋯⋯⋯⋯⋯⋯⋯‘⋯⋯⋯⋯⋯⋯⋯⋯⋯．．．⋯⋯213

．⋯⋯第一节 税务登记沿革～⋯⋯⋯⋯⋯⋯⋯⋯⋯·”⋯⋯⋯⋯⋯⋯⋯⋯⋯⋯⋯⋯213

，， 第一节 纳税鉴定管理沿革⋯⋯⋯⋯⋯⋯⋯⋯⋯⋯⋯“．⋯⋯⋯⋯⋯⋯⋯⋯⋯·220

第三节，，纳税申报沿革⋯⋯⋯⋯⋯⋯⋯⋯⋯⋯⋯⋯⋯I 0,OO·⋯⋯⋯⋯⋯⋯⋯⋯221

第四节 货运管理沿革⋯⋯⋯⋯⋯⋯⋯⋯⋯．．．⋯⋯⋯·!?⋯⋯⋯⋯⋯⋯⋯⋯⋯·224

⋯第五节 价格管理⋯⋯⋯一⋯⋯⋯⋯-一⋯⋯⋯⋯⋯⋯⋯⋯⋯⋯⋯⋯⋯⋯⋯⋯230

第六节 发票帐务管理⋯⋯⋯⋯⋯⋯⋯⋯⋯⋯⋯⋯⋯⋯⋯⋯⋯⋯⋯⋯⋯⋯⋯240

第七节 税收检查⋯⋯一⋯⋯⋯⋯⋯⋯⋯⋯⋯⋯⋯⋯⋯⋯⋯⋯⋯⋯⋯⋯⋯⋯243

第二章税收征纳方式违章处罚⋯⋯⋯⋯⋯⋯⋯⋯⋯⋯⋯⋯⋯⋯⋯⋯⋯⋯⋯⋯⋯⋯⋯248

第一节 货物税驻厂、查定，起运征收、违章处罚⋯⋯⋯⋯⋯⋯·：⋯⋯⋯⋯·248

⋯ 第二节 商品流通税自报核实，自缴、违章处罚7⋯⋯⋯⋯⋯⋯⋯⋯⋯⋯⋯”251

第三节 工商业税查帐征收。．民主评议、定期定额、代扣代交、自交、

一， 查征、违章处罚一m⋯⋯⋯⋯⋯⋯⋯⋯⋯⋯⋯⋯⋯⋯⋯⋯⋯“⋯⋯·253

第四节 代售，简贴印花⋯⋯⋯⋯⋯⋯⋯⋯⋯⋯⋯⋯⋯⋯⋯⋯⋯⋯⋯⋯⋯⋯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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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代扣代缴利息所得税⋯⋯Ⅲ．．．⋯⋯⋯⋯⋯⋯⋯⋯⋯⋯⋯⋯．．．⋯⋯⋯267

第六节 按实际重量标准重量定额方式征收屠宰税⋯⋯⋯⋯⋯⋯⋯⋯⋯268

第七节 交易税稽征办法⋯⋯⋯⋯⋯⋯⋯⋯⋯⋯⋯⋯⋯⋯⋯⋯⋯⋯⋯⋯⋯⋯269

第八节 领取牌照票券管理⋯⋯⋯⋯⋯⋯⋯⋯⋯⋯⋯⋯⋯⋯⋯⋯⋯⋯⋯⋯272

第九节 自办纳税核实征收按增值部分纳税⋯⋯⋯⋯⋯⋯．．．⋯⋯⋯⋯⋯273

第十节 群众护税协税⋯⋯⋯⋯⋯⋯⋯⋯⋯⋯⋯⋯⋯⋯⋯⋯⋯⋯⋯⋯．．．⋯⋯275

第三章纳税企业⋯．．．⋯⋯⋯⋯⋯⋯⋯⋯⋯⋯⋯⋯⋯⋯⋯⋯⋯⋯⋯⋯⋯⋯⋯⋯⋯⋯⋯⋯276

第一节 主要工交企业⋯．．．⋯⋯⋯⋯⋯⋯⋯⋯⋯⋯⋯⋯⋯⋯⋯⋯⋯⋯⋯⋯⋯276

第二节 主要国营、集体商业⋯⋯⋯⋯⋯⋯⋯⋯⋯⋯⋯⋯⋯⋯⋯⋯⋯⋯⋯⋯282

第三节‘农村纳税企业⋯⋯⋯⋯⋯⋯⋯⋯⋯⋯⋯⋯⋯⋯⋯⋯⋯⋯⋯⋯⋯⋯⋯282

第四章税务促产增收．．．⋯⋯⋯⋯⋯⋯⋯⋯⋯⋯⋯⋯⋯⋯⋯⋯”⋯⋯⋯⋯⋯⋯⋯⋯⋯⋯·294

第一节 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_⋯⋯⋯⋯⋯⋯⋯⋯⋯⋯⋯⋯⋯294

第二节 抓思想教育促经济效益提高⋯⋯⋯⋯⋯⋯：⋯⋯⋯⋯一⋯⋯⋯⋯⋯··295

第兰节 宰羊税务所调查、制度，动力型促产形式⋯⋯⋯⋯⋯⋯⋯⋯⋯⋯⋯295

第四节 税务促产热潮⋯⋯⋯⋯⋯⋯⋯⋯⋯⋯⋯⋯⋯⋯．．．⋯⋯⋯⋯⋯⋯⋯⋯300

第 四 、’篇

利 润 监 交

第一章利润监交制度演变⋯⋯”⋯⋯⋯⋯⋯⋯⋯⋯⋯⋯⋯⋯⋯⋯⋯⋯⋯⋯⋯⋯⋯⋯⋯·305

第一节 监交制度建立⋯⋯⋯⋯⋯⋯⋯⋯⋯⋯⋯⋯⋯⋯⋯⋯⋯_⋯⋯⋯⋯⋯305

第二节 恢复利润监交⋯⋯⋯⋯⋯⋯⋯⋯⋯⋯⋯．．．⋯⋯⋯⋯⋯⋯⋯⋯⋯⋯⋯305

第三节 利润监交翩度变革⋯⋯⋯⋯⋯⋯⋯⋯⋯⋯⋯DI 000⋯⋯⋯⋯⋯⋯⋯⋯307

第四节 国营企业利润监交体制⋯⋯⋯⋯⋯⋯⋯e 41·O4JB⋯⋯⋯⋯⋯⋯⋯⋯⋯⋯309

第二章解(退)库结算方式监交会计处理⋯⋯⋯⋯⋯⋯⋯．．．⋯⋯⋯⋯⋯⋯⋯D*O
m B⋯310

第一节 利润解(退)库方式⋯⋯⋯⋯⋯⋯⋯⋯-．-⋯⋯⋯⋯⋯⋯⋯⋯⋯⋯⋯310

第二节 企业报衰初步结算⋯⋯⋯⋯⋯⋯⋯m⋯⋯⋯⋯⋯⋯⋯⋯⋯⋯⋯⋯314

第三节 监交会计⋯⋯⋯⋯⋯⋯⋯⋯⋯⋯⋯⋯⋯⋯⋯⋯⋯⋯⋯⋯⋯⋯⋯⋯⋯315

第三章监交企业监交利润⋯⋯⋯⋯⋯⋯⋯⋯⋯⋯⋯⋯⋯⋯⋯⋯⋯⋯⋯⋯⋯⋯⋯⋯⋯317

第一节 监交企业⋯⋯⋯⋯⋯⋯⋯⋯⋯⋯”?⋯⋯⋯⋯⋯⋯⋯⋯⋯⋯⋯⋯⋯⋯317

第二节 利润(国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的入库拨补亏损专项补贴退

库额⋯⋯一⋯⋯⋯⋯⋯⋯⋯⋯⋯⋯⋯⋯⋯⋯⋯⋯⋯⋯⋯⋯⋯⋯·⋯⋯319

第三节 重点监交企业⋯⋯⋯⋯⋯⋯⋯⋯⋯⋯⋯⋯⋯⋯⋯⋯⋯⋯⋯⋯⋯⋯⋯323

． 第四章查补漏欠利润促进生产发展⋯。⋯⋯⋯⋯⋯⋯⋯⋯⋯⋯⋯⋯．．⋯⋯⋯⋯⋯⋯⋯·332

第—节 查补漏欠利润⋯⋯⋯⋯⋯⋯⋯．．．⋯⋯⋯⋯⋯⋯⋯⋯⋯⋯⋯⋯⋯⋯⋯332

第二节 监交工作为产销服务⋯⋯⋯⋯⋯⋯⋯⋯⋯·⋯⋯⋯⋯⋯⋯⋯⋯⋯⋯”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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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篇

税收核算 计戈U管理

第一章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制度沿革⋯⋯⋯⋯⋯⋯⋯⋯⋯⋯⋯⋯⋯⋯⋯⋯⋯⋯⋯⋯⋯341

第一节 税收计划统计制度建立⋯⋯⋯⋯⋯⋯⋯⋯⋯⋯⋯⋯⋯⋯⋯⋯⋯⋯⋯342

第二节 税收会计制度建立⋯⋯⋯⋯⋯⋯⋯⋯⋯⋯⋯⋯⋯⋯⋯⋯⋯⋯⋯⋯⋯346

第三节 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工作统⋯⋯⋯⋯⋯⋯⋯⋯⋯⋯⋯⋯⋯⋯⋯⋯⋯·351
第四节 计划会计统计制度削弱、恢复⋯⋯⋯⋯⋯⋯⋯⋯⋯⋯⋯⋯⋯⋯⋯⋯362

第五节 修订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制度⋯⋯⋯⋯⋯⋯⋯⋯⋯⋯⋯⋯⋯⋯⋯373

第二章税收核算数额表⋯⋯⋯⋯⋯⋯⋯!⋯⋯⋯⋯⋯⋯⋯⋯⋯⋯⋯⋯⋯⋯⋯⋯⋯⋯⋯”379

第一节 核算总额⋯⋯⋯⋯⋯⋯⋯⋯⋯⋯⋯⋯⋯⋯⋯⋯⋯⋯⋯⋯⋯⋯⋯⋯⋯379

第二节 复税制六年税收计、会、统⋯⋯⋯⋯⋯⋯⋯⋯⋯⋯⋯⋯⋯⋯⋯⋯⋯382

第三节 工商统一税制时期税收计会统⋯⋯⋯⋯⋯⋯⋯⋯⋯⋯⋯⋯⋯⋯⋯⋯393

第四节 工商税制时期税收计会统⋯⋯⋯⋯⋯⋯⋯⋯⋯⋯⋯⋯⋯⋯⋯⋯⋯⋯405

第五节 税收票证管理⋯⋯⋯⋯⋯⋯⋯⋯⋯⋯⋯⋯⋯⋯⋯⋯⋯⋯⋯⋯⋯⋯⋯427

第六节 税务事业经费⋯⋯⋯⋯⋯⋯⋯⋯⋯⋯⋯．⋯⋯⋯⋯⋯⋯⋯⋯⋯⋯⋯⋯453

第七节 竞赛活动⋯⋯⋯⋯⋯⋯⋯⋯⋯⋯⋯⋯⋯⋯⋯⋯⋯⋯⋯⋯⋯⋯⋯⋯⋯455

第三章社会主义税收同国民经济的关系⋯⋯⋯⋯⋯⋯⋯⋯⋯⋯⋯⋯⋯⋯⋯⋯⋯⋯⋯⋯456

第一节 税收同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457

第二节 税收同工农业生产总值同步发展⋯⋯⋯⋯⋯⋯⋯⋯⋯⋯⋯⋯·^⋯．⋯463

第三节 税收负担⋯⋯⋯⋯⋯⋯⋯⋯⋯⋯⋯⋯⋯⋯⋯⋯⋯⋯⋯⋯‘：⋯⋯⋯⋯477

第四节 税收同工业的关系表⋯⋯⋯⋯t．．⋯⋯⋯⋯⋯⋯⋯⋯⋯⋯⋯⋯⋯⋯⋯．488

第五节 农村税收同农业总产值的关系⋯⋯⋯⋯⋯⋯⋯⋯⋯⋯⋯⋯⋯⋯⋯⋯504

第六节 税收同商业的关系⋯⋯⋯⋯⋯⋯⋯⋯⋯⋯⋯⋯⋯⋯⋯⋯⋯⋯⋯⋯⋯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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