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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 圭
日口 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今中国处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

太好时期，为编修税志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市中区·税务志》在分局党政领导和

区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于1990年10月正式成立编篡委员会，于1992年完成《市中区

·税务分志》的基础上，于1993年基本完成了《市中区·税务志》，这是一部近14万字

的史志结合，反映市中区百多年税收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的专志，其时间跨度贯穿从

1840年至1988年的一百多年，其空间范围，包括国家和地方在市中区这块地域施行

的各类税收。这部专业志的出台，为重庆市税收宝库增添了可供“存史”、“咨治"、“教

化”的二份遗产。

税收，在市中区这块土地上已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经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发

展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税收犹如一只巨手，或慢或快地推动着历史的车

轮。特别自1949年全国解放以来的短短几十年，税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把一个满目疮痍、任人凌辱的旧中国滋补成为各项事业生机勃勃的

新中国。其中虽一度受“左”的思想影响，也曾几经波折。但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税收又以新的面貌在经济领域的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着前所未有的特有功能，使聚财能力空前提高，成为国家财政

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调节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发展，对税收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恰逢此时，《市中区·税务志》的问

世，却是适宜而令人高兴的事情。出版此书对广大税务工作者认识税收，借鉴历史，推

进税制建设，搞好税收工作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编写中，深感市中区虽是重庆城的母体，历史上是道、府、县三级政权机关的驻

地或治所，其赋税远在巴国已有记载，但反映市中区地域本身的税收轨迹却难以搜觅，

因此入志的史实多系地区共性的。尽管如此，在编修的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广征搏采，多方核证、力求准确，内容上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业务略其它的

原则，根据材料采取了以横排纵述的传统体例为主，对某些章节，鉴于经历三个不同政

体税收的变革，正确鉴别、认识、记述自非易事，加之史料严重残缺，难以拉通编篡，则

采用分期横排纵述的做法，力求基本符合志体要求，体现专业志的特色，在语言文字方

面，力求严谨、朴实、简明、不发空议。

《市中区·税务志》是在分局税志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热心税收工作研究的一些

老同志通力合作编篡而成，也可以说是编委会所有成员集体笔耕的成果。

’

编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



凡 例

一、本志是记述市中区地域税史和现状的第一部专业志，它为存史、咨政和研究区

域税史提供重要资料的文献。

二、本志指导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记述时限：上起清道光20年(1840)，下迄1988年。个别章节根据需要上

溯。重点记述解放以后的税收史实，范围突破税收管理级次，凡涉及区域内的税赋均尽

力收记入内。

四、本志篇章结构：除券首、附录外，正文按章、节、目、项四个层次安排，券首包括

“前言”、“凡例"、“局、所机构位置图”、“目录”、“概述”、“大事记”。正文第一章税务机构

设3节；第二章税收制度设9节；第三章征收管理设3节；第四章计划会计统计设5

节；第五章税务人员管理设5节，附录包括图表名录等。

五、本志记年：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历史纪元，均采用按当时通用年号，重要

年号用括号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体例：采用横排纵述的方法，以记述为主，史志结合，适当运用图表展示，

以弥补文字记述的不足。

七、本志文体：采用记述体、语文体，标点符号、数据按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八、本志称谓：单位、职务、地名等均按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专用名词、

术语首次出现时一般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九、本志货币、计量：解放以前按当时通用货币、计量标准记述，解放以后货币按人

民币、计量按国家规定的度量衡标准计算。

十、凡涉及历史地名，均按当时名称记述，并尽可能用括号注明今地名。

十一、本志资料，以1988年底前发表的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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