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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图建立以来IP"政

治、经济的进步，前所未有。尤其是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以

后，政通人和，经济目趋繁荣，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文

明昌盛，为修志奠定了基础。一 ，

税收乃国家对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所征收的货币和

实物。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时，税收以征收实物为主，在

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以后，以征收货币为主。不同社会制度

下的税收，具有不同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是积累资

金，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企业经济核算的重要手段·

是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工作联系各

行各业，涉及千家万户，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兴衰强

弱·编写《宜章县税务志》，对于研究宜章税收工作的历

史和在经济工作中的调控作用，加速宜章经济的发展，促

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0

编写税务恚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困难很多。在

编写过程中，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广征博采，收集大量的资料，经过反复筛选、考证，归

纳，删繁就筒，去芜存精，实事求是地编写出《宜章县税务

志》。
一

，

我从6 0年代起，就在税务部门工作，至今已2 O多年

了，对税收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庆幸在自己任期内完成了



这一部税务志的编纂工作，希望能引起宜章县税务部门各级

领导和广大税务工作者的重视，鉴古知今，温故知新，兴利

除弊，热爱本职，认真做好税收工作，为振兴宜章经济作出

新的贡献。谨序。7
。

董燕蹇

一九九一年十月



凡 ，例

_，本志称‘宜章县税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

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宜章税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史实辑录时间，上限肇于l 8 4 0年，个别税种追

溯到l 6 6 4年，下限断至l 9 8 8年，个别事物廷‘至

，I 9 9 1年。
。

三、体裁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等体。概述为全

志之经，大事记为全志之纬，图、表插在各类之中。

四、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准确，朴实，

简洁，流畅。名称运用，时间表述，数字书写等严格执行

《<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的有关规定。

五、依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黟的要求，直书其事。

对税收法规、政策不录全文，着重记述贯彻执行情况，成败

得失·
’

六，为了便于记述，公历纪年和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

字表示，从古至清代纪年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

七，历史上使用的货币和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贷

币，清代为银两，民国时期先为银圆，l 9 3 5年以后为法

币，金圆券等，l 9 4 9～l 9 5 3年3月1日前流通的人

民币，称旧人民币，l 9 5 5年3月以后改版的新人民币，

通称人民币，按旧人民币l万元折合新人民币l元计列．历



史上的计量单位口斗"石一等，均沿用旧称，新中国成立

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 ．7、

。’ 。

八，注释采用页末注·

九，本志收录税务人员的范围，民国时期，稽征主任以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收录副股长、副所长，副站
长以上· 一‘

十’本恚资料来源，以省，她，县档案馆、图书馆和有

关部门提供的资科为主，兼采口碑资料·凡采用的资科，已

经反复考证，一般不另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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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清代，征税的权力由朝廷掌握，省，县地方政府按岁征

比额、全征全解，上缴藩库，本质上是窿取之于民，用之子

君力。《大清律铡》规定。 “征收钱粮，但据康熙五十年丁

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但以后又新增搿火

耗弦，“牙帖弦，口漕折矽，一省加征私派，各省纷起效

尤。雍正二年(1 7 2 4)，推行“摊丁入地"，即“地丁

合一，，的办法，取消人头税，一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废除

绅衿豪右的兔役特权，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

展。

成丰五年(1 8 5 5)，朝廷为镇压太平军筹措军饷，

国家的财政收入，由田赋转以厘金，关税为大宗。咸丰六

年，宜章县开征盐厘，茶厘。光绪二十年(1 8 9 4)，中

日战争爆发后，各地筹议开源，以应付危局，自由课税之风

更炽，诸如田房契税，当税、牙税，印花税，屠捐，车捐、

门市捐等数十种。税制混乱，税目繁多，杂征苛敛，重税盘

剥· ：：
．

清朝末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叠仰给外债以

度岁月一，募集内债也就缘之而起，直接落在人民头上的田

赋成倍增长·由于一再借外债，帝国主义列强迫使中国政府

把关税，盐税作为偿还外债的担保品，主权落入外人之手。

列强控制着两税的管理及其收入，赋税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

l



地的性质。 ，

7

民国时期的税收，搿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万。民国初期，

赋税沿承清制，赋税收入由中央统一管理。除了田赋、关

税、盐税外，债务收入占很大比重，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

困乏，增设税务机构，强化征税办法。一是举办各种附加，

民国3年(1 9 I 4)，盐税改为场，岸产销两税，每盐
l 0 0斤，征税4元5角，而附加增至l 0元零7角1分·

=是开征统一税类的直接税，民国1 7年，1改办统税，先从

卷烟、面粉试办，逐步扩大到棉纱、火柴、水泥、熏酒、啤

酒等产品。后又把统税改为货物税，变更标准，扩大范围，

几乎无物不税，税率也非常苛重。同时，开征所得税，利得

税、遗产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抗税频繁。栗源堡的农

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暴动，杀土豪，捣毁明星桥

税卡。
’

民国1 6年(1 9 2 7)，．国民政府实行国家，地方两

级税收，县级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附加。民国2 2年，

宜章田赋正供l 9 8 l 4元，省、县附加1 O．2 O 7 8

万元，附加为正税的5．1 5倍，杂捐杂税超过营业税、田

赋，契税三项主要收入的总和。民国2 4年，县级税捐有田

赋、契税，屠宰税。民国2 8年，增加房捐、营业牌照税、

使用牌照税、筵席及娱乐税。民国3 O年，国民政府部署税

捐整理，接管各省田赋，推行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和征借。

民国3 2年，屠税征收4 0万元，超过预算一半以上，房捐

征收0．3万元，比预算增长6 4．8％，营业牌照税征收

0．4 I 8 4万元，比预算增长3 9。4％。民国3 4年9

月l 6日～次年5月l 5日，李翰超税捐处长任内，征收屠

2



税l l 5 4．4 6 5万元，土地改良物税1．2 5 6 5万

元，营业牌照税1．5 4 8万元，筵席及娱乐税O．7 3万

元，其他收入6．9 6 5万元，罚款1．1 4万元，合计

l l 6 5．6 7 4 5万元。屠税还有欠税2 4．9 7 5 9

万元。 ，．

民国3 5年，恢复中央，省，县三级税捐。中央税六种，

共享税四种，县地方税六种，税务征管，田赋，契税、土地

税，一度由田赋粮食管理处征收，盐务由宜章查验处办理粤

盐税务，货物税由郴县分局宜章、梅田，明星桥办公处稽

征，直接税由衡阳分局郴县查征所委托邮电、银行代征印

花税和证券存款所得税，宜章县税捐征收处，稽征地方税

捐。民国3 6年(1 9 4 7)，县地方税捐，预算收入

l 3 l 0 2万元，实际完成各税收入2 3 8 6 9万元，占预

算收入的l 8 2．1 8％。民国3 7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

金元券取代法币，民国3 8年7月又发行银元兑换券，市场

物价一日数涨，货币恶性贬值，经济上的剥削，使老百姓无

法忍受，各地相继爆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

l 9 4 9年l O月2 2日，宜章解放，县政府办事处组

建财粮科，设筹粮股，税务股，征收公粮和屠宰税，保证过

境解放军和地方行政经费的需要。l 9 5 0年1月3 0日，

政务院公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整顿和简化税收制度，

废除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全国统一工商税收l 1种。同年

4月，税务征收，实行统一管理，工商各税由税务局及其所

属机构经征，农业税、契税由财政科征收。根据统一税政精

神t宜章开征工商业税，货物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

税、交易税，屠宰税，逐步建立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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