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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华容县修志工作已间断百余年。从明万历至清光绪数百年问

|、 ’所纂修的几部《华容县志》看，有关工商杂税的记载很少。而华，·

；． ， 容自1856年实行厘金税制，到现在的复合税制，其间有130余年

⋯，

’

税收发展二{演变的历史。如不通过编纂税务专志予以记载，则无。‘
．． ；以借古鉴今。因此，1987年5月，县税务局成立编纂领导小组，

。． ． 10月组成编写班子，在《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具体组织、指导’

?’。 ’下，经过两年多努力，编成《华容县税务志》，并出版发行。这’：‘。

是华容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税务专志，+它真实地反映了华容县130
一

‘

余年的税收制度及其征收管理工作的发展和演变。 }

’

《税务志》对华容工商税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述，使我们清楚

地看到，1949年以前的税收是取而不予，返回来用于改善工农

。．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极少。而新中国的税收属全民所·．

有，国家把税收收上来，通过财政再分配，直接或间接地返还给+

：～， 人民。华容是经济开发性的县，国家给予华容的更多，。全县1950，”

i 一，"-'1987年，38年共上缴的工商税为2．09亿元，而全县财政总支出‘‘

畚+‘ 却达3．12亿元(不包括预算外拨款)。其中用于改变工农业生产*

【惫
“

‘条件、发展科学、文教、卫生及其它各项事业的资金占85％左右，’
荤 一． 县乡政费开支仅占15％左右。一 ’，

，

s

? 《税务志》对建国以来38年的税务工作记述甚详，这使我们

1” ： ．清楚地看到税收的调节作用，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得到了，

‘：～，．， 充分发挥。民国后期的税收政策，分生活品、奢侈品和按资本额
，’ 分级距制订税率，似欲调节贫富之间负担，但终因政权性质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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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空有其名。新中国的税收政策是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形势

及国民经济计划而制定，具有从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进行调节的

功能，能扎实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总之，《税务志》从政权性质对税收政策的决定作用，从不

同税制对经济调节的不同效果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

对我们往后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税制，更大地发挥税收促进

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是有借鉴作用和认识意义的。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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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从一个县来讲，。编纂税务专志确系新事、大事．这对完善枉

l’ 会主叉税制，改进税收征管参法、推动税收工作发展，．有很大的借

备 ：’薹作用¨? t》^i一’·i；R一．t ：一_。
i ，， j税收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古今中外’没有一国饵

， 外．恩格斯指出∥“纳税原则本质上是共产主义的原弼0，因为一

切国家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护税收是国家以

法律形式规定，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国家的阶

级性质不同，，税收的属性也就有原则犀别。社会主义以前的国

。，．家，．以生产资料私甫制为基础，体现着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伊
、

， 剥削的生产关东，、其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直接或阍
‘

。接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则截然相反，是代表广

大劳动人民利益，对少数反动势力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
·

，；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行按劳分
。

‘配制度，不存在剥削关系。税收参与分配，是舅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k 通过本志的历史记载，我们便可看出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H

}釜 ’新中国建立前的93年(1856—1949)华容征收的税款，主要是体

袭 。；军政费用开支，对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根本没有什么补偿，税收成

”∥7 为华容人民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经济原因，新中国建立后的38年．

鼍‘’ (195俨1987)，华容征收的工商各税共2．09亿元，全部通过肪
’：‘ 政直接或间接地返还给全县人民，有所取，也有所予．而处于斤

．，

‘

发性发展阶段的华容，更是予大于取．牛容38年的财政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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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亿元，用于已在改变工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占80％以上，对工农业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改善，起了保证作用。这是全县人民目睹的客观事实， ?

谁也否认不了。 ， ．，‘，。、
。

社会性质不同，税收制度也不一样，民国时期有40多个税

种，包括有为帝国主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特殊规定，征收管

．理紊乱，’人民直接负担沉重≮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新的税收制

‘度，统一规定全国工商税14种：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奢有耕的发

展，逐步简化税制，税种越来越少。工商税的主要来源，由私营．

-企业和个体经济的缴纳，。到1957年变为国营、集体企业的缴纳，人

民直接税收负担很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

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①，既坚持四项基本原

贝4②；叉实行4改革开放，使华容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

变化，4社会主义经济，巳成为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痔主体的

多种经济并存的形式，加快了华容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卢发展速

度。"t987年工农业总产值此1978年增长了2．67倍。经济的．发展，。

国民收入的增加，囱然要实现税收与工农业生产同步增长，为国

家四个现代化积累建设资金，到本世纪末实H-T-农业总产值翻两

’番的目标，才能得到保证f。 1’1．．。一 ‘’4‘。?：。‘、节‘
‘

’

新中国成立詹的税收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税收作为国家调

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还协须依据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目标；不断进行税削改革，以建立与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

式桐适谴的税收耕度。因此：’我们广·‘泛搜集税收史料，’经过鉴

别，以翔实7可靠的资料，进行客观记述，并彰明因果；反映工商’

税的发展规律，墉成《华容县税务志》： ¨谚一7一⋯1～‘1。文

一①逐步凑观农业，
。Ⅵ 4。。 。、 ，I⋯‘；i p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觋代化。③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7毛泽东思
想．_。。，、． 4一⋯二．。 ．，一。： ，i。：’j叟 。．=“：t一；．k，j一窖声}一

·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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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是在华容县志编纂委员会具体组织，指导下编纂的，得：
，

． 到了有关领导、专家，同行们的关怀和支持，在此谨表谢意。但
，，

。。因前无范本，今无定规，本志是在摸索中完成的，疏漏和错误在

7．所难免，尚祈方家，读者不吝赐教，帮助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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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本志专门记述华容工商各税，取事上起1856年(清成丰

六年)；下至1987年。部分章节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廷。
‘

， 二、本志设“概述”、“大事记"统率全书，以类分事，以

事立章，分设上下两篇，上篇为“税政"，下篇为“征管”，共

12章。基本上以事项发生时问的先后为序，排成章，节、目3个

层次，逐层统属。华容苏区和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税收作为附录

载于下篇。为求文省事明，随文插列图表，所有事实、数字，都

经详细核实。 ．

三、本志对全国全省性的税收政蓑、规定不录全文，着重记述

华容的实施情况1个别事件，如边界税收协作会等只于大事记记

述，不纳入正文，对税收征管着重记述华容的主要作法．’凡不具

有华容个性的，一般不记或少记。 一

四、本志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表示，清代及

以前的朝代纪年一律用汉字书写。1950年至1955年市场流通的人

民币一律以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计例。个别地方，

为了反映历史面貌，仍用旧人民币值。 ．

五、本志资料来自三个方面：(一)中央，省、地、县图书

馆、档案馆；(二)县内有关单位的档案资料’(三)口碑材料

和本局文书档案资料。编写时为了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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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古代华容．号称泽国．地瘠民贫．赋役繁重。在封建社会．
’7

1。

。税收制度是以农业税为主体的田赋制度．它是建立在农业、’手工
‘

，。 ，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工商税极少．只当作 。

。

附税或杂税。征收办法是官督民办．知县主管．乡绅保甲征收。 一

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代代相沿。 ，- r
’

，：’

：- ’， 华容历史上工商业很不发达。到清咸丰年间(1850～1853)，+-一

4：全县工商杂税的收入．包括牙税、当税、契税，．门摊商税、盐、‘
’

茶，渔课。以及盐课之外又征盐税等等．也还不到田赋收入的
’

3％·一 jf： ‘ 。．j。。’ 一，‘

， 一

。’一

’

’

。．。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j

j 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促使中国封闭的自给自足
‘’

。 的自然经济解体i国家税制开始向以反映商品经济的近代税制转．一一

t。‘ 变。华容在咸丰六年冬开办百货厘金：设县城分局和鲇鱼须、梅

鼍 田湖两个厘卡d光绪十四年成立“华容县雷家湾厘金卡局黟．下

§’ 设7个厘卡，总员额82人。三十三年增至12卡．加上米捐机构7。 。

≯．：’卡．总员额达150人。上述机构均由督抚委员，绅士襄办。厘金。℃
《7一，和米捐收入超过田赋收入一倍多，凡商船客货经过华容境内．都!

拳’ ．是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一般货物征收四道以上。税率原为2～‘
’

一一，3％．咸丰十年加征东征“协饷夥五成．税率变为3 r～4j5％。 n

’ ‘

光绪二十年以后．湖南因分担战争赔款j采用额外加成办法．”变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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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提高税率二至六成，使商民叫苦不迭。民国9年(1920)湖南

采用招商承包厘金局的办法，将南华厘金局(即原雷家湾局所属

． 范围．减去澧县、安乡曼卡)包给鼍扦子团”承办，年额银元

11．0869万元．他们把持厘金局卡。滥征滥罚。贪污中饱．更加

严重。至民国14年，湖南省政府枪决把持南华厘金局的“扦子

团"首领马菊生后．民愤稍平。但恶习未除，厘金还是不断加强

征收。因为这是军阀政府不可缺少的收入来源。
‘

华容除厘金之外，还有其他税收机构，如屠宰税局、烟酒税、

印花税，』杂税局等等：；机构多，且变化繁复。。国税i省税t，县税

交文征收．‘使商民难以应竹。，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湖南开始整顿。

税务机梅，v到民国24年成立华容县税务局，管理省0县’两级税
‘

收．’国税尚有直接税和货物税仍在华容分掰设立办事处矗近代税

制建设。到民国35年才形成了关、盐：誊，‘货四吠体素j‘使工商

税在法制上取代了田赋的主体地位≯·、"。：。’，以。炼+

，。：正税之外的杂税杂揖lt自海成丰十=年起逐渐增多一华容征‘“

收杂税杂捐．包括省、．县两级达40多项，其中仅谷米捐就很惊

人。’光绪二十八年华容开征谷米捐。年定比额制钱5072601j|7文

C折合银元49190．58元)，。此捐开诬之后j：一直没完没了：民国
2～9年．华容迭遭洪水。粮食失收严重．但南县驻军无视民间 。

“．疾苦i’规定按亩征谷1斗2升?筹得军饷稻谷数万石①。此后又

改名“储捐"，援额征收，同时还附加驻军给养；连年累月，不断搜

括。驻军还遍设米禁稽查处，官兵以夺灾民口中食而大发横财。一

民国14年华容大旱．湖南驻军派悍部两营．：进驻华容四垸。．他们

随意指定挑米、挑谷者为“米匪"，_“谷匪矽d、没收谷米．还捆、 t

绑、吊、打、。押，灾民悲鸣四野。地方上贪官污吏．：他乘机捞。
一，‘7_． ”‘一“。：．，j囊 ，’?‘。，≯“!．： 。、

①石(dan)一容量单位。．每右lo斗．每斗1岍。’每升10合．民匣
年间华窖县每石谷过秤为,130市斤．，‘：‘≠1．．‘一 。j．{．基苹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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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钱；民国毋年遭灾．二!人民为求生路，，流离转徙‘?连地契．‘，执照。

，衣物都荡然无存．而县政当局还要凭契，；照课征契税和湖田游丈．
’

’，费。无契。照者，每亩交测丈费3元．?还任意指定交纳溢亩款襁
， 瞒亩罚款。 。， 、t、 吨，、．-二濠，啼⋯，、r j，．．⋯一，。

，

．；一 +“在华容农民运动兴起时(民斟15t—i6年)。曾有明令废陈不：

· 合理的苛捐杂税达乒。项之多钒但，乒马日事变掣后．．县政府又全匾

霪 磺 恢复并强化征收。民国18年10月．华容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宣布

参
’’

’废除_切苛捐杂税．．在苏区仅征舒公益黎?＆后改．为统计累进
◆ 税)。但红色政权刚刚建立i国民常就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围’

．， 剿甜'，县政当局为扩充团防势力，。迢冷群众卖猪卖牛。+缴纳“防
’

匪予经费．：彳：缴者．以“通鹾”论罪≯任意打杀。是年就有杂税
，， ，余撂收入48棚i4万元，为止税收入砣l{彳元的6j 7=嘴。民国甚9年华

，； 容全县征收的税捐，+一部分被军队据走．掣部分进入少数人-的腰‘
” 包．止解收入寥寥无几；．、是年仅曲艇526溉。，民国2_0，年8局巾

，旬。湘军卡九峰李觉部庄-支枢i格伯囊两个函、：，川军张奂蛳马昆

．， 。山旅，．石首新七师。加上南撤华容，监利、岳阳河西的潮防兵、
铲共队．。倾巢向东山根据坞彩妊剿y：办从根据地捻劫稻谷墨万石

。 之多。而“防匪"经费催收更紧。到22年“围剿Z结束i仍未裁
， 撤j只是改头换面，以“团款杂捐"继续征收，直至民国38年7

’

月华容解放。j 。。，’，一 叫4。‘ ’．，，·4 ji。j
，

‘～， 日军占领华容期阅(民国32～34年)L县政府退踞县西南·带，
l}．． 在注滋口等处设立关卡．征收战时消费税及原有各税，；，靠团款*’

§ ：4 ’亦是主要项目。民国32年12月，新四军第五师的江南挺进支队迷
三 ，。 驻华容桃花山区．建立石公华行政委员会(石首、公安、华各

? 二 三县边区联县行政委员会，即抗日民主政府)东山联乡办事处，’。

。，： 设立财政股和税务所，开辟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税收种类有田：

。。7 i 赋和商税两大类．商税器分行商税和地方税．行商税冉东山税务
， 一V 所组织下属税卡征收，收入直解石公华县税务局。．地方税中有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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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税、屠宰税百烟酒税j油榨税以及洞庭湖区酌渔税等：抗日根

据地主要是对富裕户征税．对贫农、小商贩等．’则不征税’且税

率低。除烟酒糖等实行高税率外．其余税率为1％～3．5％。特

别是民国33年8月召开抗日力量各方联席会议．达成协议：凡在

根据地已纳税的商品．’进入各方区域．均不再纳税。所以．商人

绕道到根据地纳税．使税收不断增长。是年月平收入30余万元．

欢年上升到50多万元。
⋯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华容县政府为弥补公务员，

兵警、丁夫生活补贴和乡镇临时事业费．以预算“收不抵支"为

由．于民国35年举办所谓“富力捐护．一次筹款2．4亿元(法币，

原摊派8亿元．实际完成短少6千万元)，超过省县税捐总收入

。。9倍多。民国36年全县手工业税捐负担为其产品销售额18．7P％．+

商业为其销售额8．1％。37年又以“适应戡乱，组织自卫队保护

桑梓静为由。举办“自卫特捐舻．增设特捐机构，强制征收。在

征收自卫特捐的同时．团款、商会月捐，房捐，壮丁优待谷，自

卫捐、乡保政教经费、军人合作站副食品津贴等i仍照常抽收，

变相提高税负。县政当局对欠税欠捐追究甚严，凡少缴或迟缴

音。均视为“抗税帮．动辄拘捕到县，限期缴款放人。．是年大
水。粮棉淹没殆尽．有安息垸向县府的报告称“秋收绝望．垸民

帑于死境．请钧府恩免本年赋捐．并乞速颁赈款而救灾黎。"而

县府以“该垸尚未溃决黟。不予理睬。人民负担沉重，致使农业

破产．工人失业。商业凋蔽。至解放前夕，全县已是满目疮痍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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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8年7月华容解放。8月。华容县人民政府成立。即宣

布除保留民国时期的营业税、货物税、屠宰税、．行商税、印花税、 ：

j房捐j。-土地税几项依旧制征收外．其余税捐一律废除．以减轻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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