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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海文

}局局长张傅书同志在沧州市局领导的陪同下到寺门村地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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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霉}市委领导心系税收f图为市委书记张兴华同志到地群

泊头市地税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方经济腾飞做出突出贡献。圈为泊头市常务副市长盂祥国同
地税局送来任务告捷祝贺信。



泊头市地税局领导关注信息化建设发展，深入基层了解干部的
计算机应用水平，使该局信息化建设迅猛发展，税收科技含量全
面提高。

泊头市地税局开展《依法诚信纳税税企共建和谐社会》的百
米长卷百人签名活动。图为局领导签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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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嚣嚣篇霎瓣产，嚣喜善器竺翥瑟蒜篓詈
指导工作。

扶捐曩}市地税局对积极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对文明生态村进行帮



泊头市地税局高标准严要求。全局的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图
为该局召开班子队伍建设研讨会。

泊头市地税局征收厅被全国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的光荣
称号。



由头市地税局不断强化党性教育
进行红色革命教育。

圈为干部在狼牙山重温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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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编纂志书，记载历史，是一

项千秋大业的大事，是贯通古今，横排竖写一个地方自

然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纬的典籍。我国的税收有千余

年的历史，是国家重要的财源，历代志书都有关予赋税

的记载。《泊头税务志》作为一个地方的税务专志，在泊

头市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编纂，它开创了泊头税赋志书

的先河，可以说是泊头税收历史的“小百科全书”。

《泊头税务志》本着“资料详实，尊重历史，详今略

古”的原则，广泛收集泊头近百年税收的历史资料，坚持

以档案记载为主要依据，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泊头市在

各个历史时期的税收变革。编辑同志们尽心竭力悉心编

撰，此志书详细记载了税赋方面的法律依据、征收范围、

征收数字，时间跨度之大，内容之详实丰富，为我们今后

的工作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成为我们泊头市税

收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法宝。

由于涉及税收历史较长，资料难以收集，编纂组的

同志们以高度的责任意识风雨无阻，寒暑不停?埋头在

文件档案之中撷英集华，删繁就简，坚毅的精神，细致的

工作，默默执着笔耕，以志书为己任，视苦为乐，精神堪

赞。是以代序。
’

泊头市常务副市长：孟祥国
二oo七年八月十七日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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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泊头市税务志》包括概述、大事记、税收制度、

税费基金、税收管理、税收计会统、税务机构、队伍建设

等部分。上限起于明朝，下限到2005年底，重点记叙内

容是建国后的四十多年和现代税收制度的变革历程。

二、《泊头市税务志》采用志、记、叙、图表等诸种体

裁，分章、节、目依次排列；记数与计量单位，基本保持原

貌。 ．

三、汉字字体以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

四、本书志的历史纪年，自明代至建国前用历史习

惯纪年，并注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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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饕谧糊鲈

第一章 概 述

?自头市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南临东光，东临南皮，北临沧

县，西接武邑、武强、阜城。全市总面积1006．5平方公里，人口

49．5万人，共辖六镇二十乡、三个街办处，计657个自然村、37

个居委会。

自明朝开始泊头市的税收制度同全国一样，随着社会性质

和国家政权的变化，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税

收，直到今天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明朝万历年间，大学士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

法，虽然执行的时间不太长，但以银两纳税的方法保留了下来。

清代，泊头市税收沿袭明制，废除人头税，在全国推行“摊丁人

亩”赋役制度，开征的商杂税有：关税、盐税、牙税、盈余税、房地

税、当税、厘金等；杂派杂贡有棉布、家禽、药材、颜料、皮类、柴草

类等项；各项杂捐有：呈词捐、斗捐、串桑捐、戏捐、车捐、菜捐等。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效仿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税收制度，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北洋政府财政

部制定《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共设国家税17种(田赋、盐税、

关税、统捐、厘金、矿税、契税、牙税、当税、牙糖捐、当捐、烟捐、酒

税、茶税、糖税、渔业税)；地方税20种(田赋附加、商税、牲畜税、

粮米税、土膏税、油捐、酱油捐、船捐、杂货捐、店捐、房捐、戏捐、

车捐、乐户捐、茶馆捐、饭馆捐、肉捐、鱼捐、屠捐)。

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两改元，设立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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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啊—搿 概述

统一铸币，废除厘金恶习。据旧志记载，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

年)开征的税种有：烟酒税、烟酒牌照税、印花税、契税、棉花杂

税、牲畜牙税、鸡鹅卵行税、鲜果称行牙税、斗粮土布牙税、屠宰

税、猪肉称行牙税、产销税、营业税等。除正税外，地方杂捐名目

繁多：如田赋附加、契税附加、状纸附加、牲畜杂税附加等，还有

房田契税附加捐、警学捐、商捐、学堂捐、，另外还有重叠课征和

预征，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1937年，泊头大地沦为敌占区，我英勇的抗日武装率领人

民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成立了武装稽私队，征收救

国公粮等。

1945年到1946年，交河泊头相继解放，我抗日民主政府成

立稽征处，开征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等。

1948年，华北地区统一按常年土地粮食产量稽征农业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份召开首届全国

税务会议，本着“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

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

合理负担”的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纲要》，明确了新中国的

税收政策、制度、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等一系列重要内容。自建国

到1991年底，我国税收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致分为六个

时期：

一、1949年一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建立新税制。
二、1953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修正税制。
三、1957年⋯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时期试行工商统一

税。

四、1966年⋯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试行工商税。
五、1976年一-1994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改革完

善中的税收制度。
一2一



六、1994年⋯⋯2005年税制改革，国家、地方税务系
统分设。地方税收制度不断改革充实完善。

截至1994年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税

收理论体系，一个符合国情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税制体系，一

个科学严密的征管体系，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的税务干部队伍。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市税收工作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们的

税务干部始终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认

真贯彻国家税收政策，依法办事，以率计征，大力组织收入，为国

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1994年，随着国家税制改革，国、地税

机构分设，地税部门承担起服务地方经济的主要财政职能。随着

改革的深入发展，税收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越来越处于举足

轻重的地位，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我市税收工作有了长足

发展。现在全局同志正团结一致，积极工作，为国聚财，争取为振

兴?白头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

附件：建国后泊头市(交河县)历年税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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