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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明、清时期，县衙赋税机构主要任务是征收田赋，契税次之，牙

税，典税为数甚少，无其他杂税。清末，推行所谓新政，加上要对外

赔款，国用浩繁，不得不向民间增加税捐，于是正税附加，名目增

多。时新增税目，7有屠宰、烟酒及烟酒牌照等税，且上述各税，均有

附加。 7． ；、 、

辛亥革命后，政府从上至下新建各种机构，公共费用，百倍于

前，加上军阀混战，军需无度，于是税捐条目之多、数额之大，均称

空前。为维持国家及地方支出，民国政府将税捐划分为中央及省、县

地方三级：中央税有烟酒、烟酒牌照、印花等税；省税有契税、屠宰

税√当税、牙帖税捐等；县税有花布碓捐、米谷捐、榨捐、亩捐及各

项附加。嗣后，税目频增不已，迄1930年，国家税除外，仅省、县地

方税捐及附加就达二十余种；且各税附加，率大额多，有的如同正

税。国民政府于1941年推行，“新县制一，划分财权．规定县地方税捐

可以新辟税源，可以新订或修订县税征收办法。其结果是地方政府巧

立名目，自订规章，横征暴敛。此时松滋地方税捐及附加，竟增至三

十余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为了解决浩大的军费开

支问题，又对人民横征暴敛，开征了棉花特捐、绥靖经费、．自卫特

捐、政教特捐等等。仍然收不敷支，于是遍设关卡，严苛稽征：同一

通衢，有国税、县税；来往商船，逢关降帆；过往肩贩，遇卡投税；

一物数税，一税数征，苛征如虎，民不堪命l

。’综观民国时期地方税捐，害民者居多，益民者甚少。1933年前所



引 百

征税捐，用于县政经费占9．3 7％；教育经费占24．34％；保安经费占

63．0505；预备经费占3．24％。1945年后，所征税捐，大部用于扩充

地方武装。

1949年7月，松滋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随即建立了人民税务机

构。从此，人民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商税收政策是：工业的负担比商业轻，生

产资料比消费资料轻，日用品比奢侈品轻。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

促进工业的发展，在工业中，又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税收工作担负着筹集经济建设资金和推动

对私改造的双重任务。所谓推动对私改造，即运用税收“公私区别对

待、繁简不同”及“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促使资本主义工商

业者更快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整顿城镇税收、反对偷税漏税、

加强税收管理、认真依法征税等工作，贯彻实行了党的对私改造方

针，推动了这个改造任务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胜利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即进入了全面建设时期。不久，在

“左”的错误影响下，推行“税收三无”、 “税收包干”、 “税利合

一"等政策，并一度取销税收机构，税收工作受到很大削弱。 “共产

风”稍有收敛后，，．政府及时恢复了税务机构和征管制度，并充实了征

收力量。从1962年开始，县税务局认真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实行了一系列的加强税收的措施，大力组织征收，这在

当时克服经济困难中起了积极作用。

十年“文革”，又打乱了税收工作正常秩序。有些企业单位法制

观点淡薄，纳税纪律松弛，应交的税收不交，偷漏欠税严重。甚至在

所谓斗、批、改中，把各项税务条律批判为“条条专政”、是膏管、

卡、压”，征管人员举措受阻，从而导致税收收入锐减。但是忠于职

守的人民税收干部，仍在困境中坚守岗位，努力征收，保证，了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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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言

财政开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税收工作，，拨乱反正，健全了机构，充

实了人员，加强了税收法制，严肃了纳税纪律，并在逐步对税收制度

进行改革。近数年来，按上级指示，经常开展纳税大检查，严处偷漏

及其他违法行为，从而保证了税收收入年年增加。在实行国营企业剂

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后，税务机关已戎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宏

观控制部门，不仅充分发挥其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作用，而且在国民

经济建设中起着扛杆作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事记

大事记

1 9 1 2年

元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5月，松滋县成立县临时自治会，

自治会分议事与参事两机构。参事会内设有财政股，监督管理财政税

收。袁世凯窃国后，于1913年10月，省下令将县临时自治会解散。

1 9 2 8年

县设财政保管处，管理金县地方财税。

1 9 2 9年

设县财政局，配局长一人，会计专员一人，主管县内财政，经理

‘省税、地方税收入支出之事。原财政保管处归并县财政局。

1 9 3 0年

县财政局撤销，设县财政保管委员会。

1 9 3 3年

． 财政保管委员会撤销，设县财务委员会，总揽金县地方财政及兼

管地方税捐收支事宜。

1 9 3 6年

设县税捐经征处，管理全县田赋税捐征收，兼理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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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搴记

1 9 4 1年
●

撤税捐经征处，田赋与税捐分设，成立县税务局，直隶省财政厅。

．

1 9 4 2年

县政府颁发自治财政划分办法，实行收、支、存、核四权分立，

税务局主管征收，县长核准支付，县公库出纳保管，县参事室(1945

年7月改为县临时参议会，后经选举，成立县参议会)审核收支。

3月9日，省颁修正《乡镇公所公营牙行暂行办法》，规定乡镇

公所公营牙行，依成交额抽取3％的佣金，按日缴解乡镇公所经济

股。后因日军入侵，迟于1946年兴办，这年全县共收佣金四十七万四

千元。
‘

．

。

．1 9 4 3年
●

●

5月25日，沙道观联保主任戴开坤乘战乱之机，设卡收税，榨取

钱财。半月之后被捕，县府判其死刑。

1 9 4 8年 ，

省参议会以松滋历任税捐局(处)长贪污失职，移交未清，先离

任所由，提请省政府自1949年1月1日起将各县市税捐稽征处一并裁

撤，由各县市财政科兼理。

．

1 9 4 9年
●

7月22日，松滋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7月26日，开始接管旧税捐稽征处及其所属稽征分处。

8月3日，·县工商局代理税务，．开征工商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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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_‘。。。_-_____---____-__-______ l-

9月8日，松滋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成立，设七个税务所、十一个

税务组。先后开征营业税、屠宰税、棉花特捐、货物税、行商税、印

花税、土产税、交易税。

1 9 5 0年

1月，建立税收报解制度，实行按句按月报解。

2月上旬，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税制。

2月1 9日，全县税干集中专署整训，参加六十人。通过十二天的

检举揭发，其中二十二人贪污挪用税款六百三十二元。

3月29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工商界代表会议，由县长饶民太

主持，工商科长袁振江、财粮科长陈效先与会。会议选出各镇代表十

六人，组成县税收民主评议委员会，将全年工商税额评议到各镇，再

按季按月征收。

1 9 5 1年

2月，处理上年贪污挪用税干十六人，其中：判处一人(李浩

然)，清洗四人，转业五人。

5月上旬，清理完成棉纱存货补纳统销税工作。。

10月，置酒类专卖负责人一人；投资五千元，以新江口太顺和糟

坊为基础，开办酒厂。 ．

年底，朱家埠税务组税款被盗五百余元，经查盗窃犯系房主邓三

号之子邓有志，除追回全部脏款外，邓有志被判处有期徒刑。

1 9 5 3年 ．

1月24日，局长矫岳斌调任松滋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2月17日，全县税千赴荆州集训，判处一人(罗建中)，得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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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人，得集体奖一个。

3月1日，推行修正税制，试行商品流通税。
‘，

5月6日，杨林市不法商人，操纵二十余人抗税，企图杀害税

干。‘后经县人民法院判处五人徒刑。

7月1 7日，副县长刘天光兼任税务局长。

10月21日，开展城镇反偷漏斗争，查补一至九月偷漏税。

12月，酒类专卖移交县专卖公司。
’

1 9 5 4年 ，．

5月，对城镇工商企业实行纳税鉴定。
。

8月1日，因县内水灾严重，县人民政府印发搿灾区灾民生产自

救证明书”，凭以减免税收。

1 9 5 6年

6月，贯彻《文化娱乐税条例》，开征文化娱乐税。

8月1 6日，设各乡专职乡税委员。

’． 1 9 5 7年

1月29日，接办国营及地方国营企业利润、基本折旧基金、多余

流动资金及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监交工作．

5月，接办供销社上缴“国拨基金”。 ，

．

9月30日，县人民委员会制发Ⅵ屠宰登记证”，凭以宰杀牲畜。

1 9 5 8年

3月28日，税务局与财政局、保险公司合并为财政局，区(镇)

税务所一律改为财政征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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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税收“跃进规划”，开展“五好”、 。三无”运动。

行改革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

，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县食杂经理部漏税通报，对其不重

为严予批评。

1 9 5 9年

征存款利息所得税。

公社实行Ⅳ两放、三统，一包”，对县直企业实行“税

止税收包干，停止税利合一，恢复征税。

斋公社财政所税务专管员傅生惠出席省工交财贸先进代

1 9 6 0年

，县人民法院判决荆州煤炭公司应交所欠税款一万七千

荆煤公司不服，后经荆州中级人民法院复审判决，交清

，实行财政“一条鞭”的管理方法，公社财政所与农业

并，成立公社财政管理科，下设国家财政、公社财务、

组。

1 9 6 1年

，贯彻《集市交易税试行规定》，开征集市交易税。

，税务财政分开设局，税务局设三股，原公社财政管理

务所。



大搴记

l 9 6 3年

5月，贯彻国务院《关于调整工商所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办法的

试行规定》，执行八级、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和十四级金额累进税率。

lo月，县局编印《税法辑要》，全县税务干部人手一册。

12月，省、专税务局联合检查组，来县检查丢失税票事件，查出

老城区李桥公社税务员李德祥，盗窃税票十份，出售获款九百七十

元。该员受到法律制裁。

1 9 6 6年

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局所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

1 9 6 7年

’

1月，税务局更名人民收入局，下属税务所更名人民收入所。

2月4日，刘家场区人民收入所政治指导员李忠国因不堪。造反

派”折磨，自缢身死。中共松滋县委于1979年1月12日为其平反昭

雪，恢复名誉，遗属按政策规定抚恤。

10月，成立松滋县人民收入局革命领导小组。

l 9 6 9年

9月，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成立财贸小组。12月，成立财税

小组，隶属财贸小组。

1 9 7 0年

3月，贯彻中央于本年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

机倒把的指示，各地办学习班，严厉打击“五个地下”(地下工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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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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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

4月17日，税务、财政再次合并为财政局。

1 2月8日，财政局与人民银行合并为财政局。新江口地区成立财

政局办事处，负责县直二级单位税收及其他工作；各区(镇)财政管

理所与银行营业所合并为财金管理所。

1 9 7 2年

12月23日，县人民银行与财政局分家。+

1 9 7 3年

1月，开始实行简并税制，试行工商税；成立县税制改革领导小

组，县长尤让卿任组长。

3月1 6日，印发金县工商企业分户适用税目税率表，凭以计算纳

税。

1 9 7 5年

11月29日，撤区并社，按社、镇设财税管理所，金县计设公社所

十九个、镇所两个。

1 9 7 8年

9月，大岩咀公社税务员文良成，在该公社建设大队和尚坡地方

落水身亡。

本年税务干部实行事业编制。

1 9 8 0年

6月24日，创办松滋县财税学校，校址设米积台。



●

大事记

1 9 8 1年
’

5月，宣传贯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检查清理偷税、漏税

和拖欠税款的第一号《通告》，县长查远澄，副县长徐庆尧、县财办

副主任郑应举、县检察院院长邓济源主持召开了五万八千多人的广播

宣传大会。
‘

， 1 9 8 2年

7月1日，试行烧油特别税。

8月19日，启用“松滋县税务局一印章。

9月13日，新江口镇财政税务所税务会计黄贻惠(女)、大岩咀

公社财政税务所税务专管员陈家裕出席全省财政税务系统先进单位、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同月，贯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办理税务登记的通

告》，金县召开各种会议一百二十五次，到会八千零八十人．印发通

告、标语、宣传资料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三份，受教育人数达十万人

次。

11月14日，对外恢复税务局。同日，税务局与县公安局、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统一发货票管理的通知》的布告，张

贴各地。
’

1 9 8 3年
●

1月，·贯彻国务院《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井

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贯彻省颁《增值税暂行办法》，开征

增值税。
一

6月1日，实行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一步改革，自本年度起，开征



大事记

国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

同月26日，贯彻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业户必须依法纳

税的通告》。 ．

10月1日，开征建筑税。

1 9 8 4年

3月9日，税务局与财政局分设，县税务局设一室四股，全县十

区四镇均设税务所。

同月26日，召开金县税务干部着装大会，总计着装人数二百八十

五人，其中女四十八人。

6月，贯彻国营企业奖金税，自本年度起开征。

9月，推行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并改革工商税制；‘同时

贯彻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条

例(草案)》，除增值税已开征外，其余均自1o月1日起开征。

1 9 8 5年

2月7日，湖北省税务学会成立，胡亚龙当选为理事会理事，邓

子慎为会员。

4月，贯彻《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自本年度起，按《条

例》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

8月18日，庆贺寺区青坪乡乡长颜学新砸烂“松滋县税务局青坪

税务组”牌子 赶走乡税务员伍远国，后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撤销乡

长职务处分。
。

8月19日，财政部颁发《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自1071 1日

起实行。
· 8—9月，贯彻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两税



大事记

均自本年度起开征。
。

12月20日，税务机关大院破土动工，至1987年11月1日局机关始

迁入。’
．

1 9 8 6年
一

‘1月，贯彻《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

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

4月21日，国务院发布《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

●

起施行。
’

自本年度起

自7月1日

7月，省财政厅授予大岩咀区税务所全省财政税务系统先进集体

称号及“金杯奖”；授予刘家场镇税务所所长罗家财、王家桥区税务

所税务专管员赵业宏全省财政税务系统先进个人称号。7

本年工商税收分中央、省、县三级入库。次年增加地区一级，共

为四级入库． ：

1 9 8 7年
●

1月，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房产税及车船使用税。

4月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

定》；6至7月，县税务局先后两次会同县司法局、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联合通知各有关部门学习《决定》精神并贯彻执行。

6月8日，浣市区税务所税务专管员黄亚洲因贪污税款受到开除

公职、留用两年处分，后又挪用税款，打牌赌博，解除回家。

7月14日，县税务局成立税务稽查队，荆州行署财政税务局颁发

税务稽查队证书。

同月，省税务局给松滋县税务局配发微型电子计算机一台安装成

功，于次月投入使用。 ，



记

10月20日，松滋县总工会批准成立“松滋县税务局工会委员

会”。

1 2月26日，由于全县行政区划实行改革，与之相应，县税务局决

定增设米积台。陈店、麻水、纸厂河、万家、桃树、卸甲坪等七个乡

(镇)税务所，原八宝、大岩咀、庆贺寺等三个区税务所改为乡税务

所，全县共设八个乡税务所、十三个镇税务所。同日，成立“松滋县

税务学会”，骋请副县长徐庆尧、原税务局长胡亚龙为名誉会长；选

举税务学会理事会理事四十三人，局长郑永超任会长，副局长赵茂

松、黄传波任副会长；通过《松滋县税务学会章程》，决定开展学会

工作。荆州地区税务局亦于今天成立“荆州地区税务学会"，郑永

超、邓子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



机 构

第一章机构沿革 ．．

第一节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知事公署内设田赋征收所(俗称钱粮柜)，征收田

赋；设契税征收所(原称税契所)；征收契税。’其他省、县地方税

捐，统由省政府管理，指定县知事兼理或代征。’

1927年，田赋征收所配主任一人，征收生八人，催租吏一人，粮

‘差若干人；契税征收所配主任、征收生各一人，调查员二人，无下属

机构，概由业户自行投税。

1928年，县设财政保管处，管理地方赋税。

1929年，县设财政局，将财政保管处并入财政局，配局长一人，

会计专员一人，经理省税、地方税收支，同时成立推收所，管册籍户

摺及田地买卖过拨事宜。

1931年，撤财政局，县府设第二科管理财政。推收所归并契税征

。收所。设县财政保管委员会。

1932年秋，财政保管委员会改为县财务管理委员会，配委员长一
’

人，委员八人，事务员五人，录事二人，公役四人。其委员及委员

长，皆由本县人充任，总揽地方税捐收支大权(初为财政集权管理机

构，后为财产管理单位，于1945年8月撤销)。
+· 1 936年，县设税捐经征处，取代田赋与契税征收所，设主任一

人，下分会计、收款两组，受财政科监督，管理征收田赋、契税及地

方一切正、附税捐，兼理营业，屠宰、牙、典等省税。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