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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云区财政税务志



广州市 白云 区
-’L ·' 、’T

?节
·

财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张冒明‘ 廖万棋

、副组长。王胜利 胡融冰 黄潜
；： ， 一

组 员s张国明 廖万棋 王胜利 胡融冰 黄 潜
～

}． ’|： ：‘

梁文佳

编 小组

组长。梁文佳主编并负责凡例：概述、财政体制及预算管理、’
l

编后记等部分撰稿。

组员。司徒严 负责财政管理、农业税、支农资金，债券等部分

撰稿。 j

钟志荣、负责工商各税撰稿。
“

●

●： 、

吴碧如 负责大事记、机构与人员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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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财政税务志》的‘成书出版是白云区财政，税务史上姆

一件大事。把白云区财政，税务的史实，进行记述，编纂成志书，不

仅对了解自云区财税体制演变过程提供了．方便，也为今后做好财税

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老一辈的读了它，可以帮助他们‘回昧当年嵋

事，温故而知新；年青一辈的读丁它，也|可以学勘不少业务，知识，

增长才干。它将为全区财税工作者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鉴古知

今，‘财政税务志>对开拓未来财政税务工作，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白云区财政税务志》是经过全体编写人员三年多的努力，付

出辛勤劳动，在领导重视，有关部门配合和支持下，搜集了大量档

案资料，多次反复修改而编纂成书的，是一部贯通古今、具有地方

和专业特色的志书。志书较翔实地记述了白云区各个时期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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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税收的发展史实。
一

建国后，白云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实行改革开放，全区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工商税收成为全区财

政收入的主要支柱。财税部门通过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扶持生产，

培植财源，增加财政收入，使地方财税收入逐年增加。从而为促进

工农业生产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项事

业，提供必要的资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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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财政税务志》还如实记述了黠税椒湘的沿革和各时期

的财税管理。建国后，财政税务机构和人员不断健全和充实，财税

法规和各项管理制度日臻完善，经过培训；；4财税干部职工队伍的文

化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志书都有详细记述。

承前启后，温故知新，希望《白云区财政税务志》能给后人提

供借鉴，创造更多的光辉业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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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包括财政、税收两大门类，采用志述、表、录等：体裁，

以“横分门类，．纵向记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编纂方法，并

按财政、税收特有的各自属性来划分章、节；个层次，全书共分{9

章31节，附表～ 份。 ．． ，。沁冀

二、本忘。时，限，上限溯至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为1990年。

历史纪年，建国以蒋均用当时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_案捅

公元纪年。 一=“

本志所称。“建国前胗、 “建国后力指194=9务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o ．．．．．．· 3

‘

三、鉴于建国前，现今白云区大部份地方当时属番禺县、南海

县管辖，而建国以来，区域建制，机构设置，变动频繁。1962年以

前的财政，税收史料也不齐全，故本志尽可能详述建国后1962----

、1990年近29年白云区的财政、税收史实和有关数字。财政、税收的

起源、沿革等，则不受此限。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大事记则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来

体相结合。全志除“概述秒有叙有议外，其余只记事实不加评论。

五、秉着忠于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本志对各个时朔的史

实，均遵照“求实存真刀， “实事求是矽的原则进行记述，按时间

的顺序，如实记述白云区财政、税收发展的沿革。对各个时期的重

+．1



大史实，一般不作评论，均寓于史实记述之中，不予褒贬·

六、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刀的编纂原则。建国后的

财政、税收史实，特别避；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金会后的财政、

税收史实，则尽量详实叙述，而越往上溯则越是简略。

七、本志各种统计数字，均按当时行政区域管理范围反映。

地区、单位称谓均以各个时期的称谓为准o
’ 自云区前称郊区，1987年改名为白云区，其本级以及属下各级．

机构，则按各个时期所用名称称谓，但涉及到有关前后称谓的内容

和统计表则统称为白云区。
。

八、凋表顺荇号，第一个数：字指章，+第三个裂字指节，‘第三个一

数字为本节的顺序号。如“图1一l—l殄印第一章，第一节，第

二表。
’’

r

、

， 九、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市，区和有关县的财政

局，税务局、档案局、统计局、编志办公室的有关档案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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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广州市白云区，前身是广州市郊区，予1987年1月经国务院批

推，更名为白云区，列入城区建制，辖下共有14个镇，4个街道办
事处，)个渔业社。总面积1005．65平方公里，人口687664人，耕地
面积316394亩。

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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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税收的性质和作用则有本质的不同。

清代时期，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君"。财政收入源于赋

税，支出用以满足皇室和封建官僚机构的需求。古代，财政大权，

均集中于朝庭，收入上解国库，地方每年只按定额存留部分为地方

官员俸银及其他经费，地方建设事项，如清文土地、架桥修路簪，

所需经费，均赖上级拨款或自筹。

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仍以赋税收入为主，赋税制度，一切沿用

旧清制。民国废帝制，立财政机构。南京国民政府，为打内战，发

行国债，提高税收。地方政府经费，主要靠地方自立名目向百姓榨
取。民国中后期，地方捐税，多如牛毛。

民国18年(1929)，初步有了地方财政概算，，房捐、特警捐、

保安队费，田亩捐、钱粮附加、学费、花筵捐、花捐附加等项，成
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支出以兵费支出，公安及囚粮支出，行政
经费支出为大，而经济建设、文教卫生事业费支出，所占比例极

少。

清代时期，现今白云区管辖的地方，北郊的石井、江村、石龙、
人和、蚌湖、太和、龙归、钟落潭、九佛等地方为番禺县的慕德里
司管辖；东郊的萝岗、黄埔(现属黄埔区)、沙河(现属天河区)



等地方为番禺县的鹿步司管辖；南郊的新浮(现属海珠区)、芳

村，鹤洞(现属芳村区)，等地方为番禺县，麟塘司管辖，西郊的三
元里、西村、泮塘、增步等地方为南海县谢恩洲堡管辖。

民国初期，现今白云区的地方，除近郊少数地区外，绝大部份

地区仍分属番禺县、南海县管辖。这些地方当时的财政管理和财政

收变≯、也分别沿照和归属番禺县、南海县。
0 7学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财政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i

财政、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矽婀财政、。税收6它与劳动
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发

震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全民和集

体釜业上缴的税收和利润，靠发展生产而取得。财政支出着重用于
社会蛊。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科学、i卫生事业。

’·。

税收的法规条例，实施细贝lj和各项税收的开征停征、税。目税

率，计税依据等，均统一执行中央、省、市的规定。、区地方一级不、
得自立税收名目、乱开减免税口子，只是在规定的限额以下，～依照

政策规定，有一定的税收减免权。
’ 、

．1958年前，郊区的财政只建立单位预算。1958年开始，郊区人民
委员会成为一级预算单位，实行一级财政管理，收入上缴，支出下

积累建设资金，以及实行合理负担，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

拨，．采取统收统支的办法。支出预算指标由市财政局和各业务主管

局分条下达。在执行过程中，项以下科目有一定的调剂使用权o-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

济稳定发展。1980年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即分灶吃饭)，一定两年不变"的财政体黼、，。让地方有更大的自
主权。，’

·

I：’

澎．郊区的建制变动十分频繁(郊区有12次建剞上的变动，。14次区

政府名称的变化，有4次扩大辖区范围，4次缩小辖区范围)，；财
政o‘：税务机构设置也变动较大，有设有裁，有分有合。．解放以来，

财政■税务玉律经历了：建国初觌经济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
耷益年计划，0国民经济调整，：’皤文化大革舔"．，≯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藩三中全会前、后等七个时期。财政、税务工作在各个时期为社会

一主义建设，支持各项事业的发展，衷了积彖作用。并在调节国民经

济比例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组织和平衡财政收支，为社会主义
益，参与经济领域的治理，保护正当合法经营等，都发挥了经济杠

杆和监督的职能作用。
’‘目云区’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使税收收入、税源比重也相继发生

变化。在1962年--：1990年29年间，各项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
国7．7叻，国家财政收入，逐渐转向以工商税收为主。从税种划分来

看，工商税收中，流转税收占74．8 oh；所得税收占19．1呖，其他各

税占6．1叻。对农业税，实行轻税政策，合理负担，增产不增税，

占财政收入的份额，逐步相对减少。农业税的比重，】963—1965年

’调整时期占11．2叻；1976—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占6．8叻；
1986--1990年第七个五年讨划时期占3．6qoo

白云区的财政支出，也通过资金的合理分配，以促进工农业生

．产和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1962·1990年29年间，

财政支出，用于囊援工农业等经济建设的占28．4％；用于文教科学

卫生事业的占44．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类支出占3％；行政

管理费类支出占11-{4％；其他支出类支出占1．2．7叻。关系发展经济

一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经济建设费"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

费扩‘支出比重始终保持重要的地位。 j

1983年6月国营企业试行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试行第二步剂

改税后，逐步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用税法的形式固定下

．来，健税收这个经漭杠杆，在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加
涸家收入中发挥更为、积极有力的作用。‘。



大事记

。

雾

本大事记按如下四个时代顺序叙述。

古代．西汉元封元年至明洪武元年(公元前110年一公元’：

。1368．年)
’

清代顺治三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646—1911年)
民 国 民国元年至民国38年(公元1912w1949年)
建国后1949—1990年

一、古 代

(公元前110年至公元t368年)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番禺(今广州)、·高要设置盐官，管理食盐专卖。

唐开元元年(713)

广州设立市舶使，负责对外贸易的征税和管理。

北宋开宝四年(971)

宋平南汉，在广州设场征收商税，后每一州县瞥立商务，并设i’
监官征商税。

’明洪武元年(1368)

每府设税课司，每县设税课局。凡商税，三十税一。洪武十兰～

年(1380)税课司局撤销，改由府州县直接征税。
、

二、清 代

(1646--．-，1911)
、

瓶治三年(1646)

淆政府根据明万历旧籍，编纂《赋役金书》。于颇治l-牟一
B“



“≮1657)修订刊行。发各卅县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

顺治九年(1652)．

清政府制定当铺税例，广东开征当税。

顺治十三年(1656)

7月颂布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和外国商船来华贸

易；于顺诒十八年(1661)又颁“迁界令，，。勒令广东从钦州至饶

平沿海24,舟1县内迁50里，界外不准人民居住，越界者立斩。康熙三

年(1664)5月又下令再内迁30里，连顺德，番禺、南海，海阳(今

潮安)居民也要内迁(连前共28州县)。直至康熙23年(1684)解

“徐海禁，宣布废止迁界令，历时23年，于次年恢复渔课征收·
．乾隆四年(tTs9)

广州府设立东厂、西厂、石龙、，汾水、新涌5个税厂，征收落

地商税。
道光三十年(1851年1月)

12月太平天国革命开始，清政府为镇压革命在广东提取大量银

两，广东为此不断“开捐”o

，． 咸丰四年(1854)

10月因红巾军起义，设立军需总局，光绪初年又负责经办海

．防，改为海防善后局。负责筹办军饷，草拟开征新税章程。

成丰八年(1858)
7

5月 笫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等

。国签订《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增开琼州、潮州等

9处通商口岸。海关由英国人任税务司-(注：官名、机关名)。外

商货物运销内地，纳海关关税外，只纳“子口半税’’(注。按货价
：2·5啪)便髓行全国，鸦片也公开进口。中国商人贩运货物则_逢
关纳税，逢卡掬厘”。中国又丧失内地税收的自主权。

同年 开征小押店饷。

同治元年(1862)

设立厘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广设分局、厂、卡，征收百货行

一厘，在繁荣城镇征收坐厘。
7



、 、‘?jL’_‘商治西聿、蠢‰毫)、 ⋯r．r一●、一一，
广东试办牙税，不久停征。 _·卜

嗣。抬蛊聿’(18℃6、j
厘务总局颁行《广东厘则》。

、

。_1’ ’

同治八年(1869) 、

i：。在广州、7佛由-江门、陈村4处；’补抽海口半恒： ’o

¨ ，光绪三年(1877)
”

。‘厘务总局重新甜行《广东通省抽收厘金章程’》j。、。 ：_

光绪十年(1884)

广东再次开征牙捐，一年后停征b ，《

光绪十一年(1885)

广东正式开征闱姓赌捐；并订立章程6

光绪十五年(1889) i‘、j∥

广东允许华商航行内河，并开征轮拖渡饷。
i一 光绪十六年‘(1：|890)：≯ ：0． ， j。。

广东为筑台购炮筹款，在征收厘金时义从价带‘征扎S叻的台{泡

经费。 -一‘

。。·： 光绪十七年(1．891卜 o． 。’；
’

广东开征戏捐、c：’ 一
一． ：j：：一

光绪二十一年(i895)

，‘t■．7月6目清政府为偿还《马关条约》笫一期、：‘‘赔款弦爱晌俄、

涮锻行签订合同；合同规定银行“承包税款罗：o“经营有关。中周、蝈
浑的咯项业务?、发行货币’’等等’占炊而控制淖国财政若蠢宣i：i：?
‘隧㈠向年 清政府令各省食盐加税t称为誓盐斤加偷弩藩潮酒黔
。如征三倍占 !． ‘

：．j．t I．、、：：’、一：．i沁：，≮
光绪二十二年(189B)‘i一1·+、一 ，㈨：专

清政府为筹还第二期“赔款"，台炮：经费按原定加七溅抽收。，
光绪二十三年(．王9t97)

j。}’’户部令，当饷加征十倍：- 。i≯§量-．ij、一≮蛩筻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多t．誊；。：ij：j蓉j’i：：}二’ 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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