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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县税务志》缡纂领导1、姐与编写小组一起审查志稿

左螽h第三人李境得(局长)．第四人方壮茂(副局长)、第三

人王有程(副局长)、第青人饶荣(副局长)、第一人李英、第

二人黄雅度、第七人黄小槐、第^人张镇明，第九人陈少熙

《普宁县税务志》缟写小组自审志稿





序 ．言

李统得

《普宁县税务志》，作为一部专志，是我们有史以来的初次

尝试。

资料是基础。《普宁县税务志》编写组同志不遗余力，通力

合作，广征博采，查阅、搜集、影印、摘录近一百万字的文字资

料，力求如实反映普宁税收历史，是一项大的工程。

《普宁县税务志》，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收集资料、整理编写，

几易其稿，并报送县志办公室审定，现已出版和大家见面。它记

叙了自普宁置县到l 9 8 6年的税收史实，为税收工作者提供借

鉴，给后代留下精神财富。

在此，我代表普宁县税务局对编写组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对

为《普宁县税务志》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



凡 例

一、本志体例，采用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横

为主，纵横结合，分章、节，耳三个层次。概述，大事记和编后记不入章的序列。

二、本志断限，上起于l 5 6 3年本县建置，下迄l 9 8 6年。

三、本志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

四、本志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的，写明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

时期，简称“民国时期"，用公元纪年，加注民国纪年(同一自然段中，只在首次出

现时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解放后力，使用公元纪年。旧纪年的年，

月、日用汉字书写，公元纪年的年、月、let用阿拉伯字书写。

五、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解放前按当时通货为准，解放后以人民币为准。书中述

及l 9 5 5年3月1日以前的人民币，均以按规定比率折算为现行人民币。解放前计量

均按当时计量单位记载。

六、本志中解放后的税收数字，均系未减去提留退库数的征收数。

七、解放后的农业税，归属县财政局征收，本志不作记述。



概“ ?：．述

普宁县位于广东省东部，汕头市西部，明嘉靖四十二年(1 5 6 3)置县。

税收是国家政权的产物。普宁县开征税收，从置县开始，迄今已有4 2 0多年的历

史。
～ _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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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普宁县属瘠薮之地，经济落后。《普宁县志略》_i己载· 搿野无山泽之利，市

无商贾之藏"。当时的普宁，税收主要以田赋为主。征收的有田赋、牛饷、税饷‘，驿传

银等。田赋分夏秋两季征收，夏日夏税，秋日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次年二月：

清代，普宁县税收仍以田赋为主。田地分上中下三则，以亩计征，税率不一，仍分

夏秋两季征收，粮、银、钱兼收，以银为主。除田赋外还有酒税、油课、盐饷、契税、

科银，铺饷，丁银、驿传银等。

民国时期，普宁开征的税收主要有。田赋、土地税，盐税、厘金、烟酒税、统税、

货物税，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契税，筵席娱乐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

照税，屠宰税、房捐。此外，还附带征收田赋附加、契税附加、自治户捐，公秤捐、特

产出口捐、筵席捐，酒厘、烟厘、店户警费、学田租等5 6种杂税杂捐。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潮汕人民抗日游击

队，普宁县武工队，为了保证武装斗争的资金需要，也曾在普宁各活动地区流动收税。

解放后，在废除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税种逐步

出台，税制不断修改完善。l 9 5 0年建立新税制，1 9 5 3年修正税制，1 9 5 8年

改革税制，1 9 7 3年简并税制，1 9 8 3年全面改革税制。普宁县依据全国各个时期

税镧改革的要求，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统一部署，结合实际，开展税收工作。至l 9 8 6

年底，普宁县先后开征的工商税收种类有t工商业税、货物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

宰税，特种消费行为税，棉纱统销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



商品流通税、文化娱乐税、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集市交易税、工商税、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建筑税、国营企业奖金税，产品

税、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体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

奖金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等2 9种税。． 。

解放后，普宁县税收工作，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税务机构，人员和税收收入

也随之而发展。l 9 5 0年4月成立普宁县税务局。1 9 5 O年全县设8个税务所，

l 9 8 6年增至2 4个税务所，1 9 5 0年全县共有税务人员108人， 1 9 8 6年增至

410人’1 O 5 0年全县工商税收收入92．4万元， l 9 8 6年增至2363．7万元。．

普宁县税务机构曾经与财政局三合三分1人民公社化时期税务所下放给公社管理，
，

税务干部大部分下放劳动，搿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税务管理工作当作“管、卡、压矽

批翔．使税收工作受到影响。l 9 7 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进行拨乱反

正，普宁县税务局平反了冤、假、错案。l 9 8 0年10月，普宁县税务局与财政局分开

单独设置，税务干部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岗位光荣。 ．’jj，：．：?毫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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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nI 9 I 2～4 9 8 6，、

1 9 1 2年(民置元年--)． ．．

北京军政府把前清征收的烟丝捐、酒捐改为烟酒税，是年普宁开征烟酒税．

1 9 1 3年(民目二年) ；：．

3月，全国开征印花税，11月普宁征收印花税。
’

‘：

'9 1 4年(民国三年)

二 是年普宁开征契税。 ．-．
．．

1 9 1 6年(民国五年)

8月9日，庄希之等承包征收石捐、祠捐。 ，；．t一

1 9 3 4年(民国=十三年) 。、 ，

．’
，．

广东EEr赋改征从价临时地税，按土地陈报评定地价额，值百课一，征起税款省县各

半，称为解五留五。是年普宁田亩面积188027亩，地价额15164000元，应征赋额151640

元。 ．i， ‘·：

1 9 3 5年(民国二十四年) ㈡

‘广东省政府决定当年田赋九折征收。是年，辖免了普宁县l 9 2 5至l 9 3 4年的

1日粮，折72915．54元。’

1 9 4 1年(民国三十年)

7月，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 ·

是年另订地价，照上年度赋额(151640元)加征一倍，加征部分征收国币。

1 9 4 5年(民重三十四年】I．

I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是年普宁县田赋免征。

1 9 4 6年(民国三十五年)

7月，财政收支系统改制，将营业税，土地税、契税划为地方税。

1 9 4 9年 ．．

10月，设普宁县税务所，所址流沙，所长陈德亨。

1 9 5 0年

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全国

统一了税政，建立了新税制。

4月，普宁县税务所改称普宁县人民政府税务局。

是年，普宁县先后开征了货物税、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

特种消费行为税。

1 9 5 1年

4月，普宁县开征棉纱统销税。

1 9 5 2年

2月，普宁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办公楼落成，总建筑面积l 4 4 8平方米。3月17日

迁往新址办公。

1 9 5 3年

1月，普宁县试行商品流通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开征文化娱乐税，停征棉纱

统销税。

1 9 5 5年

6月25日，普宁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改称为普宁县税务局。

8月，普宁县开征．乍船使用牌照税。

1 9 5 7年 ：。
’ ·

6月，普宁县税务局里湖税务所张伟杰出席“l 9 5 6年度全国财贸系统先进工作

者代表会议帮。 ．

’

1 9 5 8年

1月，普宁县在流沙镇开征城市房地产税。

8月，普宁县开征工商统一税，停征货物税、商品流通税、印花税。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