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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区税务志

(184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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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区税务卷》编纂领导小纽成员

庄起：肖春生、谢伟伶、解学易、刘见曙、李绍佐

《益阳地区税务志》编写人员

左起前：毛耀文，李绍俊、肖鹅龄，后：叶利中、晏奇维



益阳地区税务局局领导成员

左起：杜运清，刘见曙、解学易，岳锡登、冉春生

益阳地区税务学会创始人

左起：谢益民，李绍傻，解学易．谢伟伦，吴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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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税务局办公楼及局领导成员

左起前；彭怀德、彭忠阳，后z胡焰高，’杜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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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江市税务局办公楼厦局领导成员

左起前：何迈群，童文光，后：杨炯铭、熊钩、甘志中

益阳地区税务局农垦分局办公楼及局领导成员

左起；粱长贵、潘定样，刘希贤



益m县税务_|I_j办公楼及局领导成员

左起：钟文斌．李森庄、胡乐群

益町{巾税务局领导成员

左起iji『：谢芝光．詹桂花．后：李先蘸，脒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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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县税务局办公接及局领导成员

左起：王席珍，丁新昔，张若生、胡华林

安化县税务局办公楼及局领导成员

左超前：陶伯州、魏文斌．王兆辉，后：张敬庚、戴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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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 肖春生

成员 肖春生 刘见曙 解学易

李绍俊谢伟伦

《益阳地区税务志》编写人员
主编李绍俊

编辑 叶利中 晏奇维

毛跃文 肖鹤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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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 肖春生

成员 肖春生 刘见曙 解学易

李绍俊谢伟伦

《益阳地区税务志》编写人员
主编李绍俊

编辑 叶利中 晏奇维

毛跃文 肖鹤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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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赋税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旧中国，赋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一直占着主导地位。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历代史志，多有专篇记述，而独立成书的专著，则是少见。

《益阳地区税务志》，它虽是清末以来益阳地区税收业绩的一个缩影，就其全面反映一

个地区税收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来说，贝IJ是首刨。

为了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益阳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益阳地区税务

局子1988年3月，组建税志编写机构，着手采编。由五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配备专干五人(1989年8月减为三人，1990年元月减为=人)具体主修。在各方的有力

支持和配合下，修志人员的精心努力，经过采集资料、筛选资料、先写长篇、后写志

稿、两次评审，三次修改，最后成书，要f1990年9月，历时两年半，写成37万余字的《益

阳地区税务志》。

． 《益阳地区税务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事以类从，依时纵述

的原则，辑录1840年到1989年清末、民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区税收的发展变

化。并对有些事类的起源作了简要追溯。全志设勾画全貌，统率全书的“概述"、纵述

历史大要的“太事记刀，及归类分章为税务机构、税务队伍建设、税制演变、税种设

置、税收征收管理、税收计会统、税务学会等7章47节及其附录。对图表，采用图文相

配，文表相辅，穿插于有关章节之中。金志结构严谨，有统有率，．经络分明，归类得

当，排列科学。通观全志，对全区税收，纵可见其开端、演变和现状，横可析其与政

治、经济之联系，是一部体例比较完整，内容比较丰富的志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益阳地区税务志》的出版’将有助于广大财政、税务

工作人员和理论，教育工作者了解研究、借鉴历史，探索未来，有助于加深对税收与政

治，经济诸领域内在联系的理解，从而运用税收工具去为政治，经济服务，有助于从历

史的长河中，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地、有联系地考察、认识税收的性质和

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加强对社会主义税收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税收

在社会再生产中，促进和调节径济的地位和范围，有助于对税制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益附地区税务志))也有不足之处：资料仍嫌不足、地方色彩欠浓，特另对由于首

创，编者缺乏经验，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1990年10月1日李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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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史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

一，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述的时间断限。上限一般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个别事项作了适当

上溯。下限一律断迄1989年。

三，本志记述的范围。限于1989年益阳地区所辖的南县，沅江市，益阳县，桃江，

安化，益阳市六县市。其中南县的大通湖，北溯子，金盆三农场和沅江市的千山红、茶

盘洲二农场的税收，从1984年起由地区设农垦税务分局征管，1宜属地区税务局，本志所

列附表称“五大农场”。对1952年12月～1962年12月益阳专区撤销期间史实的记述，一

般只写县市情况，个别涉及专区活动的条目，所称“专署”，“专署税务局弦，均系指

常德专署，常德专署税务局，文中未一一标明。

四，本志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除卷首，卷末外，设概述，大事记，7章

47节及附录。共计37万字。

五，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述，记，志，考、录，图、表并用，以志为主，

图，表均附相关文字之后。

六，清朝及以前的历史纪年系用汉字，民国纪年系用阿拉伯字，均以括号注明公元

纪年。

七，对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简称“清末"。中华民国，简称

矗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

八，本志记述范围内各县市的总称，民国以前简称“送内”，新中国成立后，简称

“地区"、 “专区"或“全区"。

九，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均以当时的币制为准，但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5年8月1日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均已按1 I 10000折算为新人民币计算使用的．

十，本志资料已经反复考证，一般未交代出处，但引文或是在文中交代，或是在页

末注明，或是用搿"号标明的。

十一、所附彩照概为1989年所摄制。

十二，本志自1988年8月开始组编，蓟1990年9月编写成书。参加编写人员有李绍

俊，叶利中，晏奇维，1988年8月一-'1989年8月曾聘请毛耀文，肖鹤龄二同志参与过组

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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