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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工商税收史，是我国税收发展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反挟了我菌新民主主义革命盼段，各革命根据地

工商税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这一阶段的工离税收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由相继数千年的私有制亨的 i日税制，转

向新民主主义的新税制的转茹 G 它改造了 i日能具有剥削性质

的税制，创建和发展了新的税收制度，为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

的工商在收制度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过长达22年的革命

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之后，才取得了全国政校的。革命在全国姓利

以前，觉就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

夺取城市的胜利道路。捏捏地的税收是根据中国革命的佳质、对

象、任务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各最摇地实

际情况制定的，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在蜜除旧政权苛捐杂税、减跺劳动人民的沉重负

担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扔黯，

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后，各援军阀连年混战，封建割据，各霸一方。

他们为了扩充实力，填饱私囊，对人民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国

民党政府为发动内战，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苛捐杂挠，

诛求不已，置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占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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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地。因此，中医共产党在建立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是

把动员群众反对一切苛捐杂挠作为革命战争的一境行动纲领，组

织群众进行抗挠筑在等活动，使劳动人民减轻负担，休养生息，

恢复经济，从而为建立新的工商税制创造了条件。.

第二，它是为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服务的。.革命根摇地的工

商税收，是革命政极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噩，它的性震是由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它的中心任务是人革命战争的需要

出发，筹措必要的资金，为赢得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敢战争

的姓利跟务，并扶持和促进革命提据地经济的发展。

第三，它是在革命战争特殊环境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

地这性、间断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进行的，各个时期革命形势

变化很大.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存在的慰期长短不一，地区范

围及其巩固程度也互不相同，各个根据地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差别

很大。这就决定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商税收，不能不在遵守一

般的原则之下，注意特殊的具体的实际运用，所跃都具有各自不

同的特点，无论在在种、税目、在率、征收范围、征收方法和征

收时间长短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部队的给养，在较长时间内是就

地筹划，部队黠那里，主纯收工作就开展到那里。在一些边沿地区或

拉锯式的爵击地区，为了与敌人争夺税源，常常采取武工队、小

分队影式，进行武装护税、征税和缉私。征收机关，特别是设在

边界上的在站，不但是一个单纯财政机关，而且是一个对敌斗争

的前哨，一个联络民众的宣传机关。

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的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 g



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连续阶段，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 1927 一一-1937 茸 7 月)的工商税收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党的"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城市转入农村，建

立了农转革命根据地。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是我觉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捅鄂西、鄂豫皖、海陆丰、琼崖、闺新赣、掘

鄂赣、湘赣、左右江、)11挟、陕甘丁、梅鄂)11黔等革命根据地。这

个时期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

的联盟。战争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敌人不f亘

在军事上进行"自藤"，而且在经济上实仔残酷的封锁政策。

为了有利于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争取物质条件，保障红军的

结养租供给，各革命根据地针对劳动人民在国民党苛捐杂税下负

担沉重的情况，先后开展了蜜除一切新 18军阀政府苛捐杂挠的斗
争。 1927年 8 月 7 日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员斗争
决议案》中提出， "对于一切新 1日军阀政府的捐程实行拉纳，并

实行抗程"01928年 7 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治纲领)) ，提出
"取消→切军阔地方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二累进税"

从此，鄂豫皖、福鄂西等根据地先后开震了抗租、抗税、抗捐的

斗争。这在当时不仅是经济斗争，也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
展土地革命的行动纲领。它为摧毁旧的捐税制度，创立新制度奠
定了基础。

模据革命政权处于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锦辟地区，流动性
大，没有外界援助的实际情况，为了打破敌人在军事上对我革命

根据地的自剿和经济封琐.毛泽东从土地革命、潜击战争和红军



的流动性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主力红军筹款自结的方针，并指出 ' 

苏区军队和政府的经济来摞主要靠领导农民、红军和特务队开展

打土豪筹款而取得。但这种办法只能是应急的、临时的和部分的。
为了取得较为稳定的财政来摞， 1928年 11丹毛泽东在《井岗山民

斗争)) -文中提出， "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

税收的办法筹措季费"0 1929年 1 月《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 z 苛捐杂税，扫除干净"。从此，各根据

地税收制度先后建立起来了。初创对，根据地各自独立，财政自给

自足，分散管理，自立税期，启订章程。工商税收建立较旱的有

在剖西龙岩征收的"所得在芳，永定征收的"店税野、"摊子税"气, 
j涌捂鄂西按资本缸收"公益费抒，鄂豫皖征牧"商业累进税

E遵E侄校"营业所得程"、 "店f苦地基税"、"摊子税"，赣东北征

收"迸出口税"琼崖陵水征收商行税、猪牛税、专授等。由于各

摆据地处在敌人分割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不得不因地棋宜，单

;虫立法，形成了税种税目各异，税率高策不一的特点。

随着斗争的发展， 1931 年 9 月赣南、闽西两大苏区联成一片，

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和最巩菌的

→个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研在地，是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中心。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共

相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了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统一领导，

统一财政，加强管理，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

通过了《关于领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并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暂行税费邸，规定 u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

挠、厘金等，实行穿一的累进程"。征收的原则是"将纳税的重捏
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甜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事j割的阶级

与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捺纳税的义务"。从此，苏维埃区域的税

枝，趋向统一发展。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假错误领导，造成工农红军第

五次反"匿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江西中央苏

区，进行长征。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

征。至此，红军除部分坚持游击战争，征收少量在收外，大部分

地区都未缸眩，或暂停征收。
土地革命战争时黯，各革命根据地建立税收制度，虽然只有

短短几年时间，但经历了从废除苛捐杂巍、打土豪没枝、募捐，

发展到制订税则，创立税收，初步形成穿一的累进税制。 统一的

累进税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商业税又称营业税、营业

既得税、商业累进税、商业资本税。各根据地税收名称不一，但

都是按累进程率征收。商业挠、营业税接营业额采用累进税率在

收。商业资本税，按资本大小，分级规定在率，按盈利征收'。一

些地军还先后建立进出口税、关挠、货物税、佣金税、特种税、

屠宰税、店房地基在等。这些税种的设立与征收，对于保辈革命

战争的结养与供给，抑串j私人资本超度的发展，保护公营和合作

社经济，限制赤白区货.物进出口，娓道根据地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砖期，革命搜据地税收的特点，主要是在组织

群众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工商税制.~保

证革命战争的资金和物资需要，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使根据地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由于税收工作尚处于创建阶段，税制比较简

单，税收缸收面比较狭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大，

但它在积累资金，便进经济发展方面仍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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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挂 E战争时期

( 1937 一一-1945 年 8 月〉的工商税收

1937年 7 月 7 曰"芦梅番事变"后.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

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

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赞通电)) ，号召全国军民"留结起来，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墨西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趣逐日寇

出中国"。 8 月 25 日，中嚣共产党在陕北洛)11 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通过了《抗 H 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了在敌人后方‘

鼓手发动群众，进行强主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8 月 25 日

中央军委奉命将北方工农红军改编为嚣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

华北前线，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之后初步创建了晋察冀、晋冀

豫、冀鲁豫、晋绥、山东抗吕根据地。

9 月 6 日将陕甘宁特区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

安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全国在哉的指导中，br 敌后

拭目根据地的总后方。 10月 2 B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1938年初，挺进华中敌后，制建了华中敌

后挠臼根据地。在华离东江棋队剖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

纵队创立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主注目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

胜利，党提击了一切为着菌线，一切为着打倒臼本侵略者的总口

号、总方针。当时插出的战时期政经济政策是: "(1) 保障拭

目武装部队的结养及人员必需品的供给。( 2 )提f昌土著工业的

发展... .二 '0 (3) 努力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4) 减轻劳动人

民的主握，担负担捏在有钱人身上凯、 "有钱出钱和没歧汉奸财

产作为挠日经费。"为在经济上维持吉己， 1938年初刘少奇同志在



阐述关于拭目黯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慰说， "在带击战争的环境

中，要建立有秩序的经常的绢税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已经建立

起政权与秩序的根据地中，才能征收若干经营的捐税。"并说"过

去的捐税，有一些合理的，能够在载的继续;征收。另外一些不可能

征收的与不合理的，就只得取消或者改变。"他摇出"政府的财政

应该尽可能由经营的捐在征收中来取得的，临时捐款或涯款只有

在十分必要与人民不反对时，才可实行。"

·抗战时期的税收，是以党的抗吾民族绞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

依据，以贯船"合理负担"、 "接收入多少巍定纳税多少的原则

为撞针艇定的。为了动员一切财力，充实抗战经费，陕甘宁边区

税务机关在1937年成立于三边.起征盐税，继之又据征货物载。

1939年 3 月，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颁布了《税收条钝)) ，规定在校

食盐、皮毛、烟酒、牲畜、甘草、特产、斗佣等七项税收。 1938年

5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了税务局， "一方面废除了茸捐杂貌，

另一方面仍保持了泪税中部分比较合理的税收。"为了保护贸易，

促进生产，对敌进行经济斗争. 9 月领布了《晋察冀边区征收本

产货物出撞税暂行条伊拉。 10JJ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征收外货入

境税暂仔办法)) .并设立边境临时关卡，"对必需品输入、非必雪毒

品输出，一律免挠，对必需品输出，李必需品输入，课以重税"。

同时，出东抗自根据地于1938年秋根据适合于拉战、适合统一战

线，适合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开缸货物税，沿用 i日棋

征收关载。

1939年 9 月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

潮，包围封锁陕甘fF边区，扣发就日经费，外援渐不可靠，财政
遇到困璀，挟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z 从1940年

1 骂起，增加费收币供抗战经费，建立健全楼收靠i度。边区政府

于 1 月 26 日公布了《挟甘宁边区营业税条例》及其施行细则. 5 



月 30 吕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货物在誓有条倒》。同年 8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其中规定

全边区"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程。"11月 10 日边

区政府颁布隆行《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程税费。。

1941年 1 月，国民党旗国摄制造了"皖离事变"，掀起了第

二次反共高潮，同时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一切军费。企图把我

剖困亮。为了保护边区贸易，促进内地生产，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增如财政放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1年 2 月 1 日、

四月 20 日，旗布了《晋察冀出入口税暂行税副》、 《晋冀鲁豫征

收出入撞程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政府还于1941年 3 YJ 22 日、
1942年 5 月 2 日两次修正重新公布了《晋察冀边这统一累进税税

则》。统一累进程的实施，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并且保护了边

区经济发展.体现了"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基本

原则和对敌旗的经济斗争。挟甘宁边这政府舷据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的规定，于1941年四月 1 13公布了《挟甘宁边区货物程修正

暂行条倒》、《陕甘宁营业在修正暂行条剖》及其跑行细则，还

制定了一整套税收管理制度和办法。在此其间，中共中央对广东

指示，琼崖革命摄据地必须坚决改变过去依赖国民党的方针，不

要故靠国民党发饷，要自力更生，使部队原量扩大并在敌后建立

政权。据此琼崖根据地迅速向自力更生转变，通过征税，克摄经

济困难。

华中各抗吕根据地，自 1940年以后黠续建立税收制度，先后

颁布迸出口货物税、产销税、营业税、牙贴等征收办法。山东、

琼奎、晋绥等抗日根据地，也接照各自情况，分别制订税种、税

率，开展税收工作。

各拉臼根据地为了适应征税工作的需要，相应地都加强了税

务挺构和征管工作。 1941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



府采取了八条决策性措施，其中第三条z 成立边区就务总局和各

分区、县市税务局、所，建立健全各级税收组织，颁发各种税收

条例，建立各种稽征管理制度，强化税收，增细财政收入。在建

立和绞一全军税制的同时，还确定了边远各级挠务局的组织和编

制以及工作制度、人员奖惩等法案，保证了税收政策法令的贯彻

执行。

从1943年开始，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各挠 B根据地进入技复

和发展阶段。税收工作也得到进一步拥强。在挟甘宁边区，税

务恙局先后向边区各级在务部门发出指示，要求提高认识，全面

检查，端正思想，转变工作作凤，全面正确贯翻政策。边区政府

制定了《挟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迸出口货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 • 

对进出口货物实有全面管理，并实行活动税级及过境吕税办法。

对洒洒重新开禁，烟提高挠率，自由销售，重新征收酒类牌照税，

成为一个单独税耕。为了适应边区经济发展的物资贸易政策，

1944年 7 月 1 S.对营业税条棋和货物在条倒，再次进行修改。

1945年 8 另 15 S. S本帝国主义投降，至此，中国人民理得

了抗日战争的街底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各根据地先后建立的税种有货物出入境挠、

货鞠挠、货物产铺在、烟酒挠、烟酒牌照税、营业税、临时营业

税、商业税、统一累进税、所得桂、营利事业所得税、盐挠、土

产挠、矿物税、牙挠、屠宰税、印花税、牲畜税、车船牌照税、

建席税〈捐)等项视技。保障了革命战争经费的供给，促进了摄据地

和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为争珉抗吕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物屡条件。

抗B 战争时期.各报据地税收工作受到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

重视，逐步走向正轨。税制建设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前进了一步乡在

种、税率的设计也趋于合理，注意了农工商之间的负担平衡，在

务机构逐步健全，吸收了一揽知识分子到税务部门工作，并注重



, 

干部的培识。西此，税务干部的素质普遍提高，税收收入增加，成

为各根据地主要财政来摞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 
(三〉解放战争时期

( 1945一一 1949 年)韵工商在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侵夺抗战果实的反革命

战争，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摄之间的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择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抗 B 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

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时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薪的情况

和任务是国内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乃是解放区的中心任

务。

1945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拧和"建立

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从各战略区搞调部队和干部进入

东北，消灭日军和锦满残余，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到1945年底，

对原伪满各省均已接收完毕.并先后成立了民主政府。韶着各地

政府能相继建立，税收工作发展银快。

东北民主政权建立之韧即采取废除苛捐杂挠，沿自部分旧在

髓，开征新税措施。辽宁省政府于1945年 11月布告， "将票有捐

税分别予以藏免及暂时停征，并重薪规定税项"。嫩江、合江省

12月 1513布告，废除伪满国税和地方税数十辑，沿用部分113税制，

按原税率谶征三分之一征枝。当时，因情况特殊，各地吉订税黯

征税，税制极不同一。 1946年 8 月 6 日东北解放区在哈尔滨市召

开东北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议案.要求"成立统一程

E 收抗构，制定统一税期。"是年喻月，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

处设立行政委员会.要求在年内做到以省为单位，确定与实行统

一管理的程技政策。根据这一指示，辽北、嫩江、哈尔滨、大连

市都旗布税收条例和办法。 1947年 2 月 1913 东北税务总局成立。



3 月 1 f3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1947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

任务的指示》规定实行关挠的穿一管理与税收政策的统一领导，

"实行一物一税制，取消各自为政的重复现卡气 1947年秋中国人

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或时，

东北解放区召开了第三次对经会议。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财政方针，

如强财经工作韵禁一领导。是年12月，召开了东北各省稳务局长

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东北程务总局起草民各种税收制度。 1948

年初东北行或委员会颁布了《东北区货物产销税暂行条例》

《出入境关税暂行条侯1>)、 《屠宰税暂行条例》、 《牲畜交易税

暂行条伊tl )>、 《东北解放区迸出口物资管理及课税暂行办

法>> ，至于营业税只确定了《关于掺改营业税几项黑则)> • 

暂先由各省市依此原则规定征办法。此外，还制定了税务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税务工作的业务制度。 1948年两次召

开了省局长联席会议，使北满七省一市的税歧基本上统一。 1948

年 11月东北全境解放，至1949年 1 月完成了全区税法的统一，组

织机构也趋于键全。

1947年软，随着我军出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迅速

扩大。 1948年 1 月，陕甘宁边这与晋级边区政府合并，实衍财政

统一，并颁布了《陕甘宁晋绥边区货物税条例》。华南各地根据中共

中央香港分局1947年 11月关于税收问题的揭示信，为了迎接新

局面，靠海内外捐款是不行的。建立正式的经常的税收，不仅是

部队给养和地方财政i问题，而且是一个对敌进行经济斗争的问题。

华北地区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块根据地于1948年 5 月 20 f3连成一

片。 9 月 3 日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 10 月 10 日华北人民政府以财

税字第一号通令，成立华北税务总局。为贯街 9 月华北财政会议

决定和加强统一领导的精神，于1948年 11 月 23 f3至 1Z J] 4 日在石

家庄召开了华北首届税务工作会议，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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