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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自古有“盛世修志"之说，《肇庆市税务志》成书于改革开放取

得巨大成就的时候，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经济增长，政治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符应了我国盛世修志的历史

传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国的社会主义税收，不但担负着组织财政收入、集聚建设资金的

任务，同时也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监督的重要手段。随着

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有计划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税收广泛地介入社会各

个经济领域，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税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担负的任

务越来越繁重。如何做好社会主义税收工作，固然是兢兢业业的税务

工作人员应有责任，也为广大热爱祖国的人士所关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历史上检阅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税收的发

生、发展和演变的经历，从中探索它的成功与失误，吸取教益，为做好新

时期的税收工作服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一个地方，能够拥有当地

的税收史实记述，对于地方的税收工作，将是用途广泛，益处很大，无疑

是非常珍贵的·《肇庆市税务志》成书面世，具有积极的意义。

肇庆市税务局为了编写好这本税收专业志，作了很大的努力，调动

了较多人力·编志人员勤恳为务，孜孜以求，不辞劳苦奔走四方去搜集

素材。为了考究材料去伪存真，费了不少心血，为了编写’志文字斟句

酌，花了很大气力·初稿写成之后，经过内传外送广征意见，再经过几

次研究核实，删繁补缺，修改易稿。花了大约四年时间，这本税收专业志

终于告成，实在是成之不易。

《肇庆市税务志》系统地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肇庆市自清代后期至

· 1 ·



1988‘年的工商税收状况，它收写了肇庆市这个时期曾经开征的工商税

收主要税种。还注意到本地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以专门篇幅收写了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游击区的税收状况，反映了本地战时税收的特

点。这本税收专业志内涵丰富，突出地方特色，文字简炼，脉络清晰，有

一定的可读性。

编写税收专业志，是历史上初创之举，编写．32作一面摸索一面进

行。一方面材料缺失，搜求不能满足，现在编出来的这本专业志，不可

避免地存在许多缺点或错误，希望广大读者和热心人士给以批评指正，

帮助我们把税收专业志逐步完善起来·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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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音刖 百

一

<肇庆市税务志》是遵照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在

肇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税务局的指导下进行编写

的·编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历史问题以《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

我们为编写志书做了大量的搜集材料工作，不怕麻烦，深查细访，

先后走访过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

所、广东省税务局、肇庆市档案馆、所属县税务局等许多单位。访问过许

多老同志·收集的文字素材以百万字计算，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治繁

从简。去粗取精，经过细致考究筛选，力争求实存真·编写工作按照详

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突出地方特点、专业特点，争取真实地，

准确地、全面地将肇庆市税收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出来，希望能够为肇庆

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所贡献；希望能够为研究肇庆

市税收工作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提供参考·

我们编写这本志书，付出了不少的努力·最初写成初稿，遍送有关

部门广征意见，再经过编委研究核实，然后删繁补缺，反复进行审核、修

改，最后经过局领导审定成书·编写志书在我们是一项新的工作，编志

对质量有很高要求，我们缺乏经验，也受到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的限

制，加上客观上历史档案文藉缺失不全，搜集材料多有不足，这本志书

虽已编成。但还远远未达要求，不免还有疏漏错误之处，我们恳切期望

读者和税务同行批评指正，更希望后继者不断加以修正，续志之无，详

志之略，使其趋于完善·



编写过程中承蒙肇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广东省税务局税志编辑组

的业务指导，得到许多单位向我们提供材料，本局和有关单位许多同志

热情支持协助，均于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1

肇庆市税务局《肇庆市税务志》编写组



凡 例

一 本志书按照1988年肇庆市行政区域范围，命名为《肇庆市税

务志》·志文涉及“西江专区删高要专区删肇庆地区"时期的，其行政区

域范围均与肇庆市行政区域相同；志文涉及“粤中行政公署一“江门专

区艄肇庆专区一时期的，本志书只写肇庆市管辖的县、区部分，不包含建

制变动改属其他市管辖的地方。

按照这个地域范围，以及为了方便阅读起见，本志统一使用“肇庆

市力一个名称，不再按不同行政建制时期使用当时的称谓。

=本志书断限上溯清代后期，下限至1988年底·

三本志书体例按章、节、目排列，全书五章，约十万字·采取详今

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纵向记述，。横分门类，用述、记、志、图、表、录六

种体裁，以记叙体行文。标码顺序按一、(一)、1、(1)等字样分别先后，

引用原文的保留原文的标码。

四 本志书所称“建国前"“建国后力，是指以公元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

五 本志书清代用中文纪年，民国用阿拉伯字纪年，括号加注公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阿拉伯字按公元纪年·地理、政府、官职

等名称，均按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书写。

六 本志书货币计量单位，属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按当时名称、计

量书写，建国初期的旧版人民审，一律折换为新版人民币书写·金额单

位不硬性规定一致，按不同时期使用的不同金额单位书写。

七 本志书只记述工商税收专业史实，非本专业范围的，如党、团、

工会等类工作，以及农业税(包括特产税)、海关税等，由有关专业志编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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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志书不作记述。

八本志书资料来源于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广

东省税务局、肇庆市档案馆、肇庆市清代、民国县志、各县税务局编写的

税务志或税志稿、老同志忆述，以及本局建国以来现存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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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肇庆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与清远、佛山、江门、阳江、茂名五

市接壤，西北与广西交界。处于沿海开放区同内陆山区的结合部，广茂

铁路、西江横贯境内。

肇庆市辖两区十县，为端州、鼎湖两区，高要、广宁、四会、新兴、罗

定、云浮、德庆、郁南、封开、怀集十县，198个乡镇·端州、鼎湖区和高

要、广宁、四会县列入珠江三角洲开发区，有51个镇列为重点工业卫星

镇·地势有平原、丘陵、山区三种类型，除端州、鼎湖区和四会县外，其

余九县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划为山区县·1988年底止全市人口526万

多人，其中农业人I：I占449万多·

肇庆市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西江、北江、绥江、贺江、新兴江于境

内纵横交错，拥有丰富水力资源，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方便，为国内外

有名的风景旅游区．．

肇庆市古称端州，到宋代(1118年)改称肇庆府。赋税源远流长，

至清代前期，田赋仍然为赋税的主体．其他课税开征的税种不多。收入

低微。及至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对外要支付巨额战败赔款。对

内耗用大量军费镇压农民革命，为了应付日益困难的财政需要，一方面

增加对工商业征收的新税种，另一方面加重征收原来在征的旧税，捐税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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