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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先忿i。席．题词

广大税务工作人员，要兢兢业业，廉

洁奉公，谦虚谨慎，模范地执行国家的税

收政策，决不能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违

法乱纪。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税务工作做

好，把各方面应该交纳的税收都收上来，

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拗公
·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

注：李先念主席为中国税务杂志题词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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钿掀9
蟛竣和幻J瞄蓼娩：，

建焉“
注：凌浩现任新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新．．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注：张健荣现任新余市人民政府剐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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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加紧编纂，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市将会有更多的专

志跻身于我国的新方志之林． ．

‘税收是我市主要财政收入．建国以来，．特别是复市以来，税

4rr．r．作者‘为我市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

重大贡献．可以这样说，新务的每一项建设都凝结着他们的心

血，他们的创业精神，受到全市人民的称颂；他们的业绩，理应

裁入史册．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肼年来由于。左”的影响，我市
税务工作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教训也是深刻的．通过修

志．我们可以从中引出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曲直。这不仅对我们

当前的四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子孙后代也是

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
、

今天。编纂《新余市税务志》目的在于吸取新余历史上税务

工作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做好当前我市的税务工作。特别是

在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上下一

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贯彻税务政策，大力灰展生产力，’

大力发展经济，培养财源，组织收入。为我市财政收支平衡，为



振兴新余经济谱写出新的篇章． ．

《新余市税务志》是在新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兄弟单位

’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市税务工作者共同努力下编纂成功的．值

此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新余市委、新余市人民政府，向肼来
为《新余市税务志》的编纂出版而呕心沥血的各级领导和编纂成

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注：本文作者是新余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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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t姆／家
．《新余市税务志》即将出版，闻讯甚喜．市税务局的同志嘱

我作序，乃不顾水平有限，欣然命笔，敬书数行，以旗此举，并

表示祝贺． ．

钢铁新城新余，她处江西腹地，“浙赣。横贯东西，袁水蜿流
其境，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产，向为世人所称道．建国以来，

新余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斐然，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发展更为迅

速。今天的新余市，已成为我省主要工业基地之一。尤以钢铁工

业著称于省内外，为世人所瞩目．
’

伴随着新余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巨大的前进步伐，新余的税

收工作也在大步前进．长期以来，新余市的税务工作者，竞竞业

业，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取得较大的成绩，在保证国家财政收

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税务志》是地方志

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建国40周年之际，出版一部税务志

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又是革命的现实主

义者．我们有必要利用修志的形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指引下．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很好地回顾一下本地区

工商税收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卯年的税收历史．卯年来，我们

有着胜利的欢欣，也有着失误的惋惜。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

发展，社会主义税收的历史也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走迂

的道路，取得的经验，应吸取的教训认真地加以记录、整理和总
· 3 ·



结。流传于后世，从而使地方志。资治．存史．教化”的传统作

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备新的内客，达到新的效果．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先辈。有益于当代，惠及于子孙．我想，

《新余市税务志》的编辑出版，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深信。

它将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写于1989年10月J日国庆之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栽钠
J

编写地方志，是祖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一项系统地、

完整地积累历史资料的重要工作。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曾多次强调要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籍以加强对各地区、各

部门的历史和现状盼研究．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整衣冠，以史

为鉴。可知兴衰”．为了比较细致地弄清新余市税务方面的历

史，研究税务工作的发展情况，给今后工作提供资料借鉴．从

1985年J月开始，我们进行了《新余市税务志》的资料收集和

编写工作．
‘

为了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在史料的选用和整理方面，坚持以

档案记载为主要依据，参考。中国税务’、。税务手册。，结合新余

市实际情况．通过收集材料，反复考证，严格审查。决定取舍．

为使本志能够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方面达到较好的统

一。我们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写本志的指导思想和指

导方针，按照编志的体例、文风等方面的要求．本着。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以及。详业务．略其他”的精神，着重记

述了中华人民判和国建国以来，人民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过

程．以及税收的征收管理实况。以体现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新余市税务志》是新余市有史以来，首次编写的税务专业

志书．目的是将几十年的税收工作经验和教训寓于本志的事实之

中．源远流长，代代相传。以便对4,-,詹-r作的推进提供有益的借

鉴．力求使本志能起到资治．存史并为建设社会主义。四化”服务

的作用．但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能力有限，特另4是缺乏编写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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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因而记述不免粗浅街陋，甚至出现遗

漏和错误．在此。我们热忱期望税务战线的同志和其他各界人士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重修或续修时凭以订正． ，

1989年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二、本志断限时问，上起公元1873’年(清朝同治十二年)，

下限一般截至1985年，个别事件作适当下延． ．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

卷首包括图片、．题词、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iE；正文

六章，采取详今略古的原则，略述民国、晚清的税捐，着重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flj税务工作．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分

别列在有关章节之后，以补充文字叙述之不足，编后记包括编纂

始末及编写工作人员名录．

四、本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大事记以时为序．正文共计

约10万字．按章、节、目三个级次安排归属。。目”的标码用汉字

一，二，三、⋯⋯；子目的的标码用(一)，(二)、(三)、⋯⋯

子目以下用阿拉伯数字I、2，3、”⋯·．
。

五、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尽量做到用事实说

话． 、

1六、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历史纪年。一般按当时习

惯称呼，．并用括号注明公元．如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则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简称建国后．

七。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市档案馆及本局各科室，部分

采访和社会调查．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使用资料。经

过反复考证，除粗取精，去伪存真．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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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所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以前，按当时通货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圈建国以后，以现行人

民币为单位。

。九、本志在1983年底以前的内容，没有包括分宜县，恢复

市后的数字，包括了分宜的，均用()标明；

十、+1960年4月以前是新余县，1960年5月到1963年6月

立市。1963年7月至1983年6月撤市复县，1983年7月至

1985年撤县复市．书中采取当时是县记县，是市称市．

· 2 ·



概 述

新余县历史悠久，汉为豫章郡宜春县属地，三国吴宝鼎二年，

始建县。至今已1710多年的历史．1960年由县升市。1963年撤‘

市复县．1983年撤县复市，辖渝水区，分宜县．+ ，

’

，新余位居江西省中部，东与清江、新干交界；南和峡江．吉

安。安福毗邻；西接宜春；北邻上高，高安．面积3153平方公

里j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矿产资源蕴藏甚多． ‘。．．1

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水路有袁河通赣江，浙赣铁路横穿东．

西．新余至上高：分宜到文竹。分宜到铁坑．’新余到周宇四条铁

路纵贯南北．公路有清萍线和上新线，．东可通省会南昌；。南可达

峡江，吉安、赣州；西抵萍乡；：北到上高，宜丰、铜鼓． “j

，新余县1949年仅有235165人。到1983：年恢复市时猛增到

847076人。(含分宜)，。1985年全市1人口881593人(含分宜县

276996),,)． ‘?‘．-。j：_，√‘+．．．0． ·‘

长期以来，新余以农业为主．建国后，．农业生产发展很快。j

特别是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全省新兴的工业城市之

一．工矿企业林立，新余钢铁厂，7江西钢厂：江西第二化肥

厂、花鼓山煤矿．赣西供电局、江口水电厂，新余发电厂．分宜

电厂，新余纺织厂、前卫化工厂、-新余市水泥厂等不断发展扩：

大．到1985年底，全市工业总产值96542．8万无(含分宜

27355．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123352．9万元的78．3％．工业。

产品有生铁、锰铁、钢材、电力、化肥．化工、纺织品、塑料制

品、原煤、焦炭，水泥，砖瓦，酒等等．此外还有丰富的矿产资‘

源，如铁矿，片石、大理石、煤矿等．农产品：有稻谷、红

薯、大豆、棉花．油菜、花生．芝麻、西瓜等；土特产品：有黄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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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大蒜、生姜、苎麻、夏布、薯粉皮、柑桔、术材、毛竹、毛

猪等．这些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给税收工作提供较为稳定充裕

的税源．

在旧社会，税收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

务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清末。新余县按地丁、漕米征收田

赋．为满足开支的需要，还经常不断地加收各种粮捐。民国时

期，除对农民征收田赋，对商业界征收各种捐税外，同时还巧立

名目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全县的税捐，由县设置机构统一征收．

民国23年4月，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江西省废除120余种)，开

始制订了一些税政条例．章程等．但是，人民的负担仍然是繁重

的．官绅为了中饱私囊，总是千方百计地、不择手段地采用各种

方法压榨人民．人民呻吟于苛税重赋之下．加之水旱灾害频繁，

水利设施缺乏，多雨则涝，少雨则旱，一遇上灾年，缺吃少穿，

饥寒交迫。交不起钱粮，官府追逼，导至家破人亡．要想活命，

只得逃荒外地。所以常有。户已绝，而册来除名”的现象． ／

1949年7月新余获得解放．县人民政府接管了旧县政府的

税收机构(县经征处)和人员．建立了人民的税务机构．废除了

国民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实行摊派式的方法征税。1950年，

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规定》．

按照《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全国各级税务

机关暂行组织规程》、《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

的规定要求，健全税务机构，补允人员，不断提高干部的政策和

业务水平，积极开展税收征管工作。从1950年到1985年的36

年中，全国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的修丑：和改革，特别是

1983年的税制改革，实行利改税，到1984年10月，对国营企

业又推行第二步利改税，为理顺经济，搞活经济，推动城市经济

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发挥了晕要作用。

社会主义税收是取之予民，用之’J：民，为广大群众利益服务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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