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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化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i陈传敏 ，．’

副 组．长t朱裕隆潘汉溯

编写小组
r‘

主， 编。黄锦田 ，．

参加编写人员z朱裕隆潘汉溯朱镜清

潘志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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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定。从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审-吴绍营余光权钟秋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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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从化县税务局予1987年12月组成《从化县税务

志》编纂领导小组，抽调5位同志负责编写。参与编写的同志，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付出辛勤劳动，在老一辈税务工作者和局内

各股室、所的配合下，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先后收集了300多

万宇资料，并于1989年2月编写成初稿。初稿经过反复讨论修改

充实，报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定，交由广东科技出版

社出版。这是从化县税务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化县税务志》的成

书出版，将为全县税务工作者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鉴古知今，

速对开拓未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化县税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较翔

实地记述了从化置县后到1985年各时期税收演变的基本状况，着

重记述了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税收的发展史实。税收是

反映地方经济的一个窗口，透过《从化县税务志》可见从化经济的

一斑。从化县虽在500年前已属广州府，但历史上较长时间经济

落后，税源不多，税收主要靠农业税。直到民国初期，全县工商

业逐步发展，开征的工商税种随之增加。建国后，从化县经济

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的工商业，乡镇

企业迅速发展，税收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农业税收的比重下降，

工商税成为金县税收的主要支柱。税务部门通过发挥职能作用，

积极扶持生产，培植税源，增加税收收入，使县地方财政收入逐

年增加，从而为发展从化县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

顼事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化县税务志》除反映全县税收演变的史实外，还如实记述

了税务机构的沿革和各时期的税务管理。建国后，税务机构和人

员不断健全和充实，税收法规和各项管理制度日臻完善，经过培

谰，税务干部职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

麓为做好税收工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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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从化县的经济与先进县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税务工作仍有

予少薄弱环节，通过编写《从化县税务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今后进一步加强税务队伍建设，完善管理体制，全县的税收工作

必将更上一层楼。 ．．·。

●，

从化县税务局局长 陈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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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化县税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产党十三大精神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从化县税务的历史

状，熏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

二，本志以述，记、图，表、录等体裁组成。横分门类，纵记

．分记概述、大事记，志体有7章27节，后加附录。记述时

略古。

三，本志断限，上限从明弘治二年(1489年)从化建县后开

下限至1985年。有些史实追溯至建县之前。断限后发生的大

以记略形式附于志末。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行文。大事记则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结合。全志除“概述”有叙有议外，．其余只记事实，不加评

五，本志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4中华人

和国成立后”，以后均分别简称为“建国前”和“建国后。。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建国前以当时惯用的计量单位，

后则按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货币·明清期问，银两小数点以上为两，小数点以下为钱，

民国期间除书中注明外，民国元年～23年(1912,'-,1934年)为

(又称毫洋)，小数点以上为元，小数点以下为毫、仙、文，民

～36年(1935"-'1947年)、为国币(又称法定货币)，小数点以

元，小数点以下为毫，分，民国37年(1948年)后为金圆券，

为单位。建国后，统一以现行人民币计算。

计量。建国前粮食以石为单位，小数点后为斗、升。建国后，

、公斤为单位。

七，本志年号书写·明清时期年号用汉字，括注公元，民国

年号用阿拉伯字，括注公元，建国后统一用公元。

八，解放战争期问，游击区的税收，不作朝代记载，只作詹

■■一I

i
I



‘录栽于志末。 。。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中山图

书馆，省税务局，省财政科学研究所，韶关市档案馆，韶关市图

书馆，从化县档案馆，县志编纂办公室，以及本县财政局，税务

局的档案文件，不少财税老前辈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不少口碑资
一 科。入志时，一般不注明!tt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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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是广州郊县，位于广州市北部，东界龙门县，西连清远，北接佛冈、新丰县，

南邻广州市郊白云区，东南界增城县，西南邻花县。北回归线横穿县内，属亚热带气

侯．从化县古属番禺，置县于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属广州府。县署初设杨五都横潭

村(今花县新华镇横潭村)。弘治六年(1493年)迁署马场田，后发展至街口镇。

从化县属丘陵半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21．1摄氏度。境内流溪

河自东北向西南穿越全境，县内流程113公里。建县初，境内横广112．5公里，纵长13T

公里，全县田地山塘面积为18．57万亩。建国后，清远部分地区划入从化，至1979年，面

积扩大为2 00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9．9l万亩。从化人口，建县初仅2 300户9 200

人，至明崇祯五年(1632年)，为2 853户1．26万人。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前进，人口也

逐渐增加。建国后，1949年有4．95万户17．29万人，至1979年，全县6．88万户，人口又达

35．18万人。

因地理，气候制宜，县东北部宜发展林业，西南面适宜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

植。建国前，从化县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花生，红

烟，甘蔗，豆类等品种为主。以此物产构成的税源就以农业税为主。民国时期，手工业

不断兴起，商业也逐渐增多，但由于战事频频，经济发展缓慢。税源增加了部分工商业

的税收，但农业税仍是县财政的主要收入。建国后，政府重视发展经济，地处半山区的

市郊县，交通条件对发展经济极为重要，因此着力兴修公路，至1985年全县98％的村庄

已通公路，15个镇有10条公路铺了柏油路，县城街口镇至广州60公里的广从公路，已修

建成标准的柏油路。过去主要靠流溪河水路的运输，增添为四方通达的运输网络，为工

商业发展，物畅其流，发展生产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国家在各个时期采取了发展地方

经济措施，给从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建国初，1950年，农业总产值为1 489'

万元，占全县社会总产值84．60／，而1979年增长为6 893万元，但经济比重却占全县社

会总产值的54．7％。工业，建国初-"60年代时期，手工业比较兴旺，全县形成小农具生

产网络。1965年，在手工业生产基础上，轻工业逐渐发展，集体企业有25家，从业人员

达1 060人。·国营工业有农机一，二厂。70年代，从化工业在发展了水泥、小水电，机

电、铸造等基础工业的同时，造纸，服装，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亦有了发展。1979年，

全县工业企业有105家，其中国营38家，工业总产值4 250万元。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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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时期给从化带来了新的发展，对老企业进行10项技术改造，更新产品。1984

年，广州市下放第四棉纺织厂、人造纤维厂和拖拉机厂给从化，成为从化骨干企业。

1985年，广州第二合成纤维厂是全国首家引进西德成套设备的工厂。二轻服装加工工

业，成了年创汇额100万美元的大户。乡镇企业。三来一补加工业”(来料加工，来样加

工，来件加工，补偿贸易)都有所发展，1980,-,-．,1985年投资2 388万元，对老企业进行技

术改造。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4亿元。商业方面，1949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97万元，1959年1 711万元，1969年4 314万元，1979年7 490万元。由此可见，建国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商贸易有显著的发展，因此，税源也起了很大变化，开拓

了税源，增加了税种，工商税收成为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成分。1981,--．'1985年，县财政收

入6 708万元，其中工商税收5 365．5万元，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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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国税，自古有之。但社会制度不同，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同，而且税收政策、税

收来源和途径也不同。 一、’ ’．}j

从化置县初期即明朝年间，税收主要表现为对田地山塘征收实物——官米和民米，

以及其它的土贡杂征和力役。嘉靖十一年(1532年)，全县有田地山塘977．15顷(每顷为

100亩，下同)，实征官米、民米3 531．92石。万历十年(1582年)，开始实行?一条鞭

法”，以州县为单位，把土地正税、附加、摊派、徭役等统统合并为一条，按各地的粮

额和丁额征银若干。据《从化县志》明崇祯七年本(1634年)记载，从化县征收一条鞭银

4 569．6058两，遇闰加银167．5344两。 !
，’

清朝初年，袭用明制“一条鞭法”，税收仍以农业税为主。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

实行“摊丁入地”，将银差、力差银并入人口内计缴丁赋，丁赋又摊于地赋内，按田地多

寡优劣而征税。征银若干称地丁银，征米若干称民米。《广东通志》雍正九年(1731年)本

记载，从化征民米地丁银6 375．466两。至清代末期，从化有征收的租税项目共33个。‘

其中收入较大的有地丁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实征5 363．313两，民米实征4 001．856

两，丁米粮捐，宣统元年(1909年)实征1 530．852两，膏店牌费，实征580．071两，缉捕

经费实征368．4两，炭船照费实征399．973两。 ’， ，一·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实行“均权制”，划定国，地税收界限，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支

出，前期互不统属，后期统一征收管理的财政税收体制。税收仍以农业税为主，开征了

一些工商税。民国20年(1931年)，以土地面积、财力、人口厘定县等，分为一～三等

县，三等之外编为特别三等。民国29年(1940年)实施新县制，厘定分为一～五等县，全

省分9个行政区域。从化县一向划为三等县，属第一行政区。民国27年(1938年10月)日

寇侵占广州，从化暂归二区管辖，区署设在韶关，抗战胜利后，民国35年6月(1946年)

归还一区。因地制宜，从化人民均以从事农林业为主，当时主要农副产品有柴，炭，

竹，木，荔枝，柑橙、沙田柚等。民国31年(1942年)，荔枝年产量约350吨，柑橙、沙

田柚300吨，民国中后期尚无大规模之工厂，亦无大资本的商店，经济能力极为薄弱。

放从化有征收的国、省税不多。主要是烟酒税、印花税、田赋、营业税、契税、筹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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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税)、典税等税种。其中收入较大的是田赋。民国16年(1927年)以前，田赋属国税收入，

民国16年(1927年)后划归省地方税，所征赋额二成留地方，八成缴省库。民国23年(1934

年)统计，从化田赋收入，八成省库部分，地丁18 559元，民米14 379元。民国24年(1935年)，

田赋改征临时地税，采用地价课税法，百分抽一，从化县评定核实应征税额8．93万元，

税额五成缴省库五成留县地方。民国30年(1941年)7月起，田赋改征实物，本年征起稻

谷4 637石。除田赋外，收入较大的尚有筹饷收入和烟酒税等税种。

县税捐，民国24年(1935年)前称为地方款，以后称为县税捐。民国18年(1929

年)，从化县的地方款收入有钱粮附加(共5项)，契税附加(2项)，屠捐，杂税(8项)

等收入共6 558元。民国23年(1934年)统计有钱粮附加，警学费、旧粮附加警学费、契

税附加警学费、屠牛捐、纸宝冥镪捐，船捐等17种，共收入毫洋8．29万元。民国30年

(1941年)底，从化开征的县税捐计有12种，收入国币8．59万元。民国31年(1942年)实施

自治财政后，从化县的财政收入及本年的收入有课税收入国币28．17万元，共7个税种

10项，惩罚及赔偿收入(本年无)，规费收入(本年无)，租金收入2 443元，利息及利润

收入(本年无)，补助收入10．06万元’赠与得馈赠收入(本年无)’各乡收入1．92万元，

共40．53万元，其中租税收入占69．94％。民国35年(1946年)，恢复了中央、省、县(市)三

级财政，从化本年度税收收入国币5 611万元。民国末期的37年(1948年)，从化县课税种

类共有10个税种共14项，本年预算收入金圆券29．08亿元，为县财政预算收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税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调整税制，增加收入。1949年10月

13日，从化解放，税收本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贯彻《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

决定》及《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统一开征14种税。据1951年统计，从化有征的

8种，收入最大的为货物税，其次工商业税。1953年，在“保证税收，简化手续”的原则

下，开征商品流通税，修订货物税。从化县原来征收货物税的酒、原木，皮毛、有色金

属等产品改征商品流通税。本年度商品流通税收入17．3万元。其中有色金属占49．09％，

酒占35．7l％。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了使税收工作适应形势的需要，对税制进行改革。一是合

并税种，二是改变征收环节，三是简化征收办法，四是设计税率，五是奖励协作生产。

改革后，从化开征的税种有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7个

税种。1958年，从第四季度起，从化县实行公社财税收支大包干，差额上缴的办法。但

仅实行了半年，1959年第二季度起为适应公社体制下放，财税不再大包干，并同时恢复

了农村税收。

】o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化县的税收工作变革很大，主要是机构合并，人员下

放，以及简化税制和合并税种。1969年7月，在太平镇太平人民商业进行综合税率的改

革，一个企业一个税率，统征各税。通过调整、计算，太平人民商业综合税率为2．4％。

1971年，从化县又在国营工业、手工业、镇办街道工业3个经济类型39个企业中，试行

行业税，一个行业一个纳税税率，结果在39户中减少税款的30户，增加税款的9户。

1972年，从化县又试行工商税制，合并税种。将原来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对企业征

收的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试行后，从化开征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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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4个税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化县的税收工作有所加强，恢复和健全了各项制

度。1978"-'1979年从化县革命委员会相继发布《关于开展财政纪律大检查的通知》和《重

申纳税纪律加强税收管理的通知》。1980年，对各公社财税所试行税收超收分成办法，

超收分成部分归公社财政收入，全县完成包干指标的105．8％，比上年增长54．1％。1980

年3月，从化县贯彻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对农贸市场征收的税款试行地方留成的办法的

通知》，本年度全县提留农贸市场税15．6万元。1983年8月，从化县奉令恢复征收牲畜

交易税，同年10月开征建筑税。1984年1月，从化县开始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的税制改

革。将国营企业按规定的标准划分为大中型和小型企业。企业实现的利润，依据规定的

税率，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初步划定大中型企业17户。第二步利改税从1984年10月起

施行。全县划定大中型企业有15户，小型企业45户。1984年国营企业所得税收入142．2

万元。第二步利改税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将工商税一分为四。产品税，营业税、增值

税、盐税。到1985年底，从化县实际开征的税种有13个，本年度征收工商各税1 572．4万

元，与1950年相比，增加1 546．8万元，是61．42倍。

从化县的税务管理机构，是根据各个朝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税收制度而设置的。明

清两代，税收主要为农业税，税种单一，因而没有单独设立机构，由县衙统一管理。民

国时期，由于有国、省、县税捐之分，税务征收管理机构亦随之而设置。国、省机构设

有税务局、稽征所、征收处等机构。县税捐设有地方财政征收处，税捐处等机构。建国

后，经济发展很大，税收工作任务重，根据各个时期需要设立相应的税务机构，县设立

税务局，局内设股，镇以下设税务所(站)。三十几年来，机构有分有合，或更变名称，

但总的格局是不变的。这种的分合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税务工作的效能。

财政是国家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也是国家

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历代均须征粮纳税。但在不同朝代，不同的社会制度，税收的性

质和作用则有不同。

从化县明清两代的税源，主要取自农民耕种的田地山塘的农业税、人头税。以征收钱

粮供奉朝庭官府费用和人员俸禄。明代崇祯七年(1634年)征收的一条鞭银4 569．605 8两，

遇闰加银167．534 4两，这些银两，其中上交朝庭的569．29两，占12．45％，留县支付各

级官员俸禄1 425．26两，占31．19％，还有差银、民壮银、驿传银等共1 912．24两，占

41．85％。清代“摊丁入亩”后，雍正九年(1731年)，全县征收民米地丁银6 375．47两，其

中属国库收入的5 050．01两，占79．21％，县衙费用开支1 231．14两，占19．31％。

民国时期，从化县的工农业生产都有所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逐渐发展起

来，因此，税源也有变化，不仅征收农业税，而且征收工商业税。由于物价上涨，税收

既征收钱币也征收谷物。民国23年(1934年)，县税捐收入毫洋8．28万元，民国30年

(1941年)收入国币8．59万元，占本年度财政收入69．9％。民国35年(1946年)5 611万元，

占财政收入的89．15％，按当年全县人口13．65万人计算，人均负担税款411元(国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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