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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税局小车车库

县税局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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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税局《职工之家》

一九八六年税务工作会议

局领导传达中央文件



税务々管员了解谷里区红专茶场

茶叶产、销情况

税务专管员征收牛、马交易税



钟LIj乡牛、马场是黔西县最大的

牲畜交易场税务专管员参与管

理的情况



序

赋税随国家产生而形成?依政权性质而各异。 “咸则三壤，成

赋中邦”(<尚书．禹贡>)。就是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

因肥瘠而纳不同的贡赋。这说明远在奴隶制的夏朝，中国已经有了

雏形的国家税收制度。到了封建制时期，则以法律强制征纳。

国家政权实现其职能的根本保障之一是财政，而税收则是财政

的主要组成部分，故历代相沿，极为重视，税收制度不断发展完

备。解放前，税收“取之于民，享之于己，用之为压迫劳动人

民”，是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敲骨吸髓搜刮和掠夺的重要手段

之一。到了民国时期，正税成倍扩征，附税层层加码。地方官吏又

巧立名目税外加捐，捐外收费，依其势而任意搜刮。民国317年

(1948)黔西开征的税捐、费多达一百余种。生产如何?统治者从

不过问。解放后，黔西税收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原

则，税务干部特别是区乡税干，积极主动支持生产发展，不断开辟

税收来源，依法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保证了国家建设所
茸}

m了。

史载黔西县税收始于明代，清、乾隆《黔西州志·食货》有征

收“盐税、杂税、牙帖”等记载。但，黔西县税收发展演变的历史

慨貌则只能在一些文、志、笔录中偶见一鳞半爪。解放后税收根本

变革的史实，特别是全县税务干部想方设法支持生产，发展税源的

史实等又因种种情况而散失淹没。借鉴历史，探索规律，进一步发

展生产，保障供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等等都需要搜集、整理翔实的税收发展史料．因此，填补黔西县

史无税务志这一历史空白的责任就无可推卸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

肩上。

黔西县税务志，在中共黔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有关部J、-j的热诚支持下，采编人员在广泛征集、考证大量史料的基

础上，历经试写、评议、修改、审编等两年多时间定稿出版，她既

是一部于黔西“四化”建设有资政意义的史料，又是有志于税务工

作者的难得教材。

修志是一历史悠久的专门学问，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大课题。志书体例、行文、史实等等要求极为严格，本志采编人

员中大多数既非修志行家，又无税志范本可鉴，加上史志知识、文

化水平限制，编写中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局长 刘林登

1987年5月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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