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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湖南省志(1978～2002)税务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

是地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省税务事业的发展历程。

力求做到存真求实，服务发展，努力实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

统一。

二、本志是1987年编辑出版的《湖南省志·第十五卷·财政志>

的续志，上限起自1978年，下限止于2004年。由于第一轮《湖南省

志》未单列税务志，本志对税种上溯源流，理其端绪，1978年前的

税务工作情况从略。志前图片及税务机构、领导适当下延。

三、本志以类记事，事以类从。卷首设概述，再分设税务、国家

税务、地方税务、机构与队伍4篇9章。采用述、志、图、表等体

裁。以志为主，图、表为辅，力求图文并茂。本志坚持横排竖写，

按税务主体业务横排门类，设置章节，纵述史实。因关税由海关代

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由财政部门代征，本志

不予记述。

四、本志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和湖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承修。



省国税局承编1994年国、地税机构分设前的税务篇和机构分设

后的国家税务篇，省地方税务局承编机构分设后的地方税务篇。

五、本志中的单位称谓采用规范的简称。湖南省税务局、湖南

省国家税务局、湖南省地方税务局分别简称为省税务局、省国税

局、省地税局，市(地州)、县(市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简

称为市(地州)、县(市区)国税局、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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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同年8月17日军事管制委

员会接管了“湖南区国税局”，随即成立了省临时政府税务局。lO

月1日召开了省税务局成立大会。1950年省局改称为“湖南省人

民政府税务局”。1951年9月，省局改称“湖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

税务局”。

1949年全省纳税户为14335户，税收2918万元；1950年纳税

户上升到134582户，税收增加到5277万元；1951年税收11400

万元，比上年同期翻了一番多；1952年税收14241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284l万元。

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执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

发布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施日期的报告》及《商品流通税试

行办法》。全省全面实行新税制，省局成立了新税制办公室。中南税

务局发出了《中南区关于修正税制的补充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发

出了《：关于执行印花税等七种税若干修正的指示>和《关于执行工

商业税若干修正的指示》。按照这些文件精神，从1953年起，湖南

新开征了商品流通税、工商业税、工商所得税和文化娱乐税等。

1953年征税212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033万元；1954年完

成税收232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50万元；而1955年完成

收入2240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20万元；1956年税收增幅最

大，完成252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94万元；1957年完成税

收277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37万元。

1953年以后，机构人事等方面变化较大。省局机关内设科室

由上年的8科2室调整为5科2室。全省各级税务机构设置为省

辖市局1个(长沙市)、自治区局1个(湘西)、专区局4个(湘潭、常

德、邵阳、黔阳)、专辖市局7个、县局86个、税务所331个，检查站

26个。全省税务人员达到78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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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对税收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同

年6月，财政、税务机构合并。省局对外保留湖南省税务局的牌子，

但并入财政厅，只设税政处(内设税政、计会科)。同年8月，撤销了

监交利润机构，专职人员调走，监交利润工作陷于停顿。9月，执行

国务院提出的《工商统一税条例》和财政部的《施行细则》，将货物

税、商品流通税、工商业税中的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

税。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改为工商所得税。应税商品从生产到流通

实行两次课征。工商所得税率沿用了工商业中的2l级累进税率。

1963年国务院颁布的《试行规定>，对工商所得税税率作了大幅修

订；个体经济所得税按14级全额累进税率征收(在实际征收中多

采用“双定”或“单定”的办法)；合作商店所得税按九级超额累进税

率；手工业合作社、交通运输合作社所得税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

供销合作社的所得税按39％的比例税率征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税收t作受到冲击，税务机关

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全省各级税务机构先后被撤销，大批干部

职工下放劳动锻炼。省税务局被撤销后。在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

组财政小组只留8名干部处理税收业务。1969年，财政小组改为

财政局，局内设税务组，配干部10名，负责税收工作。为了统一安

排预算支出，又将“税务机构经费”即税务事业费并人行政经费，税

务部门又由事业编制改为行政编制。1970-1975年间，全省各级财

政、税务、银行合并，省财政金融局将税务组改设税政处，干部由

1972年的12人增加到1975年的23人。各地、州、市、县(市)在同

级财政金融局内设税政科(股)，基层税务所仍保留建制。至1976

年1月，省局在省财政金融局内仍是一个处，但对外恢复了省税务

局的名称。

“文化大革命”时期，税收在曲折中前进。出现了3次波动。

1966--1968年全省各税收入逐年下降，从46499万元下降到

39533万元；1969—1973年各税收入逐年上升，从50339万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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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5073万元；而1973—1974年又是下降，下降了3994万元；

1974—1976年税收又逐年回升。从91079万元上升到113232

万元。lO年平均递增速度是1949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最慢

的一个时期。

1978年1月，省税务局恢复建制(隶属省财政厅)。同年6月，

省编委、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全省各级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

通知》，要求各地、州、市、县(市)财税机构分设。1980年，全省已有

20多个县(市)恢复税务机构。1983年9月，根据国务院电报精神，

省税务局由处级升格为副厅级单位。同年l 1月，执行国务院131

号文件精神，实施财税机构分设工作，省局机关组织人员分赴各

地、市实施税务机构分设的接交与组建工作。至1984年初，全面

完成全省税务机构分设、税务系统垂直管理的机构建制。按照行

政区划。全省设15个地、州、市局，128个县(市)局和城市分局，

1007个税务所。按大、中、小县配备编制人员，统一了各级税务机

关内设机构。

从1984年7月起，省局机关内设处室先后增加了监察处、电

子计算室、征管处、税务学会、对外征收分局、税务工会、宣教处、纪

检组、进出口税收管理处等。各地、州、市与省局业务对口单位设置

了相应的科室机构。各县(市)局内设机构实行了精简，只设置5股

l室。全省税务人员从1979年的1 1868人增加到1993年的28385

人。其中省局机关从60人增加到120人。至1993年止，全省税务

人员已超编4200人。

为加强各级班子、干部、人员经费等方面的垂直管理，全省税

务系统建立健全了各级领导班子管理制度、职称聘任制度、岗位责

任制度、公务员和税务专管员制度以及离退休人员管理制度。加强

了基层建设和人事制度改革，开展了两个文明创建活动，1986年

省局出台了<关于开展创建文明税务所的意见》，1989年印发了

<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税务所和争当优秀专管员活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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