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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郴州地区税务志》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三度寒

暑，几易其稿，终于成书出版。它既是郴州地区税务局和税

务学会在史志编写工作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也是全区税

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设有历史，也就没有今天，只有

系统地回顾历史，总结税收工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

失，从中悟出社会主义税收的客观规律，才能使我们在前进

道路上少走弯路。《郴州地区税务志》翔实地记述了从一八

四。年到现在一百五十年郴州地区的税收史实，揭露了清朝

来年及民国时期税收“取之予民，甩之于君”、“取之于

民，用之子官’’，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酶

反动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人民群众共同办税的无比优越制度。它以新中国建立后为重

点，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分门别类，系统地记述了各个历史

阶段的税收制度、征管办法、征收实绩、促产增收、’计会票

统、机构人事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附有各种统计图表，所

以，这部志书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

常言说。创业难。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作条件和生活条

件极为艰苦，再加上人民群众对新的税收政策还很不理解，

税收工作阻力重重。然而，全区税务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顿
导下，发挥高度的革命热情，奋不顾身，克服种种困难，艰



苦创业≥奠定了社会主义税收工作的基础。随后三十多年，

税收工作的道路也是坎坷曲折，财税机构时分时合，税收制

度时简时繁，加上政治运动时起时伏，特别是十年“文化大

革命"的干扰破坏，给税收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广大税

务干部以坚强的毅力，不怕挫折，排除干扰，英勇战斗在税

收第一线，保证了各个时期税收任务的完成。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税务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法治税，为国

聚财，勇挑重担，税收任务年年超额完成，税务干部素质不

惭提高，涌现了一大批廉洁奉公、秉公执法、’惠子职守、无

私奉献，立足本职、促产培源成绩卓著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税务志本着以事系人的原则，对好人好事重点地如实记

述，为政治思想工作提供了活教材。

总之，我们认为((郴州地区税务志》在存史、资治和育

人方面，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广大税务工

作者一读，对其他方面的读者，也会有所裨益。但是，由于

我们认识和写作水平的局限，加之辑录的史料也不是完整无

秧，这部志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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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饵说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灯

指导思想，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一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史料为依据，按照《湖南省地方志行文通则》的规范，实‘

事求是地记述郴问地区税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遵循“统合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时间断
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8年，但也因事而异，对有些事

类的起源适当追溯，个别事项记述到1989年。

三、地域范围基本以郴州地区现有的2市9县为限，但．

新中国建立后全区税收数字和机构人员的增减变化，以各年．

度实辖县市范围进行统计。

四、本着“事以类从，事近相聚”和“横分门类、纵述

史实力的原则，本志分为概述、大事记和工商各税、征收管。

理、计会工作、机构人事四篇，正文约23万字，附表约3万

字。概述、大事记和计会工作、机构人事两篇是李道珍编写

的，工商各税和征收管理两篇是李炯编写的，各种统计表是

瞿半春整理编制的。

五、1987年2月至3月-，地区税务局派张祖德到湖南省

档案馆，收集了民国时期的税收史料11万字，以后张祖德另

有工作，未继续参与修志。1987年6月，地区税务局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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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地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小组，着手拟订纲

目，全面征集资料，至1989年8月，共收集税收史料130万

字，9月开始编写，这时瞿半春已因病离职(1990年4月t30

丑逝世)。入志的资料，一般都经过考证，去伪存真；经过

筛选，翔实致用。收集的资料，均按纲目整理存卷，以备查

考。本志所录史料，则不再注释出处。

六、本志税收数字，清末及民国元年至民国3年以自银

为本位，民国4年至23年以银圆为本位，民国24年至37年7

月以法币为本位，民国37年8月至12月以金圆券为本位，民

国38年1月至9月又以银圆为本位，新中国建立后以人民币

为本位。1949年10月歪1955年2月使用的旧人民币，按11t人
民币l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计列，在文字记述中，个别地

方为反映历史面貌，仍引用旧人民币，但均注明“旧币”二

字。

七、本志承建国初期郴县专区税务局干部夏世鏊、王

翰、宋殿智、刘昆福、冯振国、谢映先、方蒸民、周涤源、
宁奠安、刘江淇、陈中定等同志提供了不少活资料，特别是

夏世望、周涤源两同志，还提供7民国时期亲身经历的有关

税收史料，填补了本志某些空白。在编写过程中，地区税务

局各科室负责同志就其有关章节作了详细审查，提出很多修

改意见。各县市局修志同志，也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此一一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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