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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侯、永 强

· 税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谴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而演变，从而，通

过了解移收的演变又可从一个角咿7解到社会的演变。
‘

．， 古老的盐池P，设县已有两千余年。由于本县地处北方边陲，呖电上有口平固门户，环
。

庆襟咿炒之称。“羽翼陕北，控扼朔方，，，战略地位!j乍常帚要。盐池又有丰富的矿藏，尤以

“成盐，皮毛，甜甘草，，而驰名，统称为盐池以三宝胗，食盐为乏宝之首。在漫长的封建社

会望，历代统治阶级’5在这里设立盐务机构，．蹲采广销，征收赋税，获取盐利，以维护其统

：治地位。所以说，盐翘县的乃史是一个饱经忧患的历史。这个历史中又包含着-个历经苍桑

的税收史，，’．． 。j～．

●

一九亳六年本月，红军可锝部队一精攻克盐池县城，解前了盐池县大片地区l党中央即
。

派经济部长手泽民来搿三边修组织以食盐、皮毛，甘草为主的生产贸易。边区政府还实行了

“盐民生产为主，部队生产为辅砂的方针，充分调动了广大军民生产食盐的积极性。在大生

产运动中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盐池县的产盐运盐和征收盐税，有力地粉碎了国民

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人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对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 ，．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不了解过去时代的往事陈迹，就不可能了解现在。刀盐池县过去

的税收陈迹，也许是由于饱经优患的太久抑或是由于贫穷，多少年来，未曾有人对盐池县的

税收撰史修志。今人无以基了解具有悠久历史的盐、盥税收情况。在不同的避纪，不同的社．

会，统治阶级如何在这片富有矿藏的土地上，利用税收来维护自r的毫治地位，没有专门的

文字记载，从1936年盐电县解放至今，盐池县如何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土．会主义建设积极贡献，

同样没有专门的资料予以记载。针对这一情况，1 992年上半年，我局决定要弥补这一历史空

自，成立了编写委员会和写作班子，开始为古老悠久的盐泣税务修志。 ，，

。

t 编修盐池税志，我们的目的，就是试山把盐池税收的过去“蜉来眼鹿，永志不忘’’。以 ，

使今人了解现在，面对未来。

欣慰的是，正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关毽性纳1994年，，中华大地上新的分税制开始运

转之际，《盐池县税务志》问世了。这在盐池县的税收史上，不无重要意义。、

因盐池k所处地理位置蓠陕西，甘肃、列蒙古、宁夏四省区接壤地区，隶属关系几经变

换，新中国成立前后先后归陕甘宁边区、甘肃、宁夏所辖。在成书过程中，写作人员不辞千辛万

苦，抓紧时间，调查止访，搜集史料，查阅图书档案，参稽支物，先后剑过西安，兰州、延

安，银川、大武日、银南地区有关市县等地，在广收蹲采’，搜集捌人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占，去徂取精，撰写一章便

分送编委各成员及在盐的行家名师指点斧正，然后再行讨论，数易其Ij：!i，新志始成。在整个．

修志过程中，得到了同仁和税务老前辈的帮助支持，特别是县志办公室主任张树林同志，在

百忙中为成税志，审阅指导，修稿定弦，在此，我代表县税务局向为编篡《盐池县税务志》，t

尽心尽力的同志们表示深_}玎地感谢o．

·

。

‘，

～

．一1一
’‘’



《盐池县税务志》成稿过程，我受编委会的嘱托，利用工余畦问，通阅全志。我认为，这．
．， 部税志真实地反映了我县税收的历史面貌，突出了不同时期税收的作用和以地方资源，地方

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的税种，税目及管理方式，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当然，由于编委各成

： 员及写作人员均不是修志的专业人才，加三，因我县历史较为复杂，隶属关系几经变更，档 ：
。

案资料失散过多，编篡过程中缺点和疏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能使典更加完

，，善。值本税志问世之际'’撰此为序。 ： 。，一．，。、，． ．．

寸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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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耸池县税务志》。上起子清初，下止于j993譬。记述了清代、民孽?碜萝宁边区时
·

‘。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收史实和现状。 +．． ，

。

i

。

二，本志共5章17节，运用章、节、目、子目四层结啕，采取横撵纵述以横排为主的方

法，本省搿略古详今，，的原则，翻重f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约记述’。
-

三，本志采用序，述：记，图，表等体裁。图、袭散见于有关章节之中：’ ：
b

。四，本志的历史纪年，地名，机构，官职等，均记述当时称谓，以保持历史面目。货币’

k 名称及金额单位均按当时通货为准。货币数字；清代用汉字书写，清代以后用阿拉伯数码字 一

7书写。陕甘宁边区时期睫用的货币1936年9月至12月为苏币，193’7年再；-1940年为法币，1942。
_j 年至-1948年为边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使用的货币以现行人民币为准。

“

一

，’，{’五、本志以语体文撰写，在文风上力求词语规范、朴实，简洁，述而不论，寓褒贬予事
j 。． ‘实之中，但不徘除必要的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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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与斗佣征收办法。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但全部停发八路军

的抗日军费，而且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政策，边区财政面临严重困难。为此，边区政府。

在整顿财政的同时，整顿了税收。10月!日重新修正税法，制定各项征管制度和章程，在金

边区内，实现了税种、税目，。税率及征收机构的统一。】947午、1 94．1年边区税法又作过两次

修正，改变了税负上农重商轻的现象；货物税实施活动税率及过毙嘲税办法，j宅!强对敌经济

封锁和贸易斗争0抗日战争胜利后，税收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浈导，分散经誊，

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毛泽东((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方针指导下，采取了奖励

和扶助工商业发展，促进贸易往来的政策。1946年1．n月，对税法又作了第蝎次修正，降低营，。

业税税率，扩大合作社、公营企业的减免税范围。货物税不分边夏。j：I otj售或过瑰‘勺售，一僻￡

采用同一税率，禁止入境货物改按30％征税，允许过境，取消活动税率，定为幽定税率或固

定税额·解放战争初期，盐池县城失陷，税收因此高于岸顿。1948年，边区政府决定免征本

年度营业税和临时营业税，降低货物税税率，放宽进出日贸易，实现陕甘宁、晋绥边区货物

税的统一。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税收重点转移到新勰放2：和大娥市。，总之，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税收，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j蔚且为斯中国社会上义的

税收铴投的建立和发硬奠定了基础。 ，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税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9。o牛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瞳税攻实施要则》，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税收．

制发。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规定征收14种税，盐池县实际征收的有货物税、工商业税、盐

税、笑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一特种消费行为

礼，车船使用牌照税等1z种。是年6月调整税收时，将房产税布n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

19。3年修此税制，对原工商税作了如下变动l其一，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原来对流通商品征

收鼬贷物税，营业税、印化税统并为商品流通税。其二、简化货物税。将原来的3 58个货物

税祝目简化为114个，并将工商营业税和印花税并入货物税。其三，改特种消费行为税为文化

娱尔税，缎小征收范围。本年还缩小了交易税的征收范围，改为牲畜交易税。1958年改革税，

翩，讽行工商统一税。将原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同年

7月1日，升征甘单等土特产税，1967年停征。l 959年停征存款利思所得税。1 962年开征集

1“父易税，1965年停征。1966年停征文化娱乐税， l列年，在粮食系统试行国营企业工商税 “

：(即将原缴纳的各种税收合并为一)o 1973年简化税剃，全国试行工商税。把企业缴纳的工

商统一税及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堵宰税以及盐税合并为工商税(盐税仍．

按缘办法征收)，原来试行国营企业工商税的单位，也改为试行工商税。是年，盐池县恢复‘

征收个人自1了军牌照税，1 975年痔税。从1979年起，国家对农村社队采取轻税政策，以减轻

农民负担。杜队企业所得藐起征点， 由原来的i500元殷宽到3000元，并定串5％征收所得

税，比全国低5％。

1978年12月。中目共产党的十一，出-,I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把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盐池县税务局依照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税收条例和征收

办法，从1980年到1993年循序实施改革。1983年和1984年实行第一、二步利改税，实施了流-

转税类、资源类税、所得税类、特定目的税类、 财产和行为税类中的23个税种。实行利改

一a一



o．税后，为了扶持和发展贫困地区的绎济，宁夏网族自治

。，部山区八县(含盐池县)的乡镇企业，农民联办企业、

．五年。经过十余年的全面改革，全国已实施的税种有31
’

的工商税种有20个；’即：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集

得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房产税
． 营企业奖金税，集率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印

。：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国营企业所得税。
一 随着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 征管改革， 盐池县的

一1 950年t商税收收入1．9万元，1993年发畏到收入875万

时助征人员5人。，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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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记

，监收商票盐繁税。

、土地征收契税。
i

程，凡买卖牲畜者，值百抽三。

。在外省设铺，每年税鼠五两，在京，则令顺天府
，

免陕西宁夏卫本年受虫灾额赋十六三。
． f

康熙四十九年(1．71 0)免爸国地丁赋。 ，

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盛世滋生人日，永不加赋制窆。

雍正元年(1723年)在水路交通要道设“税关，，，征收常关税。

雍正二年(】724,)实行“地丁合．一"．
‘

1‘

雍正六年(1 72￡)，设《典当行贴规则》。 ．

‘

·

．|． 乾隆十一年二月(】746年3月)，查宁夏有日外夷盐，7以及各地土盐．蔷将平、庆，宁
7

三县属要地，设四厂抽收夷盐，土盐课税，以补官课之不足。 ‘。

’
、

f， 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廷将盐课改归地丁，每地丁正银一两摊征盐课银6分6厘8

毫，按年摊征，听民自运。 。．

一
，

，‘ 道光三十年(1850)甘肃花马小池盐引新旧共67，440道．每引额盐一石，征课银二钱一
‘

’ 分五厘五毫，共征课税14，533两3钱2分。

A 治十二年(187 3年)，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改课为厘，在定边没局抽收，名目。花定
一

·， 盐厘同’’· -‘ 。
。、

‘
·

。

是年甘肃盐务，改课税为厘金，西和盐关创办·各属盐斤，次第照抽·． 一

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创设花定盐厘局。 ‘、

；

，。

光绪六年(1880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兵新疆为筹措军饷，创设花(花马池)定(定
·‘‘

边)榷运局，控制盐池、定边两地的食盐生产和运销事宜。 i’
。1’

光绪十六年(1890年)，规定凡种烟(罂粟)地亩征收烟亩税。
、7 ’

。。

光绪二十年(1 894)，甘肃省改厘金总局，总管全省税务。
。

，

。 1光绪三十二年(1 906)改厘童为统捐。先在陕西设总局，后在中卫一条山设分局。
’

’光绪三十三年(1907，，拟定印花税15条，未实施。 ，、

。

‘． 宣统元年(1909)，甘肃省改厘金总局为统捐总局主管金省税务，除田赋，地亩，地丁

银外称杂税，杂税分十三个款项。
～ 。

宣统二年(1910)，各项统捐设总分局65处。其中属宁夏地区没八个分局，为固原分局．‘

。 宁夏分局、横城分局，吴忠堡分局、平罗，石嘴山分局，花马池分局、中卫分局，惠安分
一 口 _．

一

“

。

，习o
‘

民国时期 ，
一

；．民囤元年(1912年)民困建立，政府征收商税，并入统捐．’是年(1912)，·北京政府公

布((国家税及地方税草案》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于民国三年(1914)取消此种划分。
，

：．

。
’

一7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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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同二十二年(1933)9将清代沿用的“关山商税"改并特种消费税。；月，宁夏省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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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省税捐有：临时维持费、牲屠税，驼搦，船捐露地方税有：羊只捐、学产房租、教育jl

7金利息，拦炭井租。 一，，

是年，整理税收结．苌，泼除了招商包办税务，盐池，豫(旺)两县经收所、牲疆税办公

所归并盐、豫两县地方税局，直属宁夏省财政厅。并宪一征收条铡，j组织条洲、奖惩条刎子订

．．， 办事细则等o ．’ ，
，。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1936)，国民党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铡》，开薤所得税。，
， 民国二十六年(1937)豫旺县址涵下马关迁至同心城，更名为同心县。税局亦改弥捡(盐

’

池国统区)同(心)两县地方税局o
’

’。 ．、

民国二十七年(1938)，固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铡》，开始征收列得税。
。

民国三十三年(1944)，园民攻符公：节《遗产税暂行条统》Jo．

民国三十五年(1946)，国民政育公，侮《货物税暂行条铡))。将货物统税并入货物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宁夏当局改盐：．同两县地方税局为盐同两县税桶稽征处，设在“

下马关，，处长左九龄(盐池县左记沟人)。 。

；
。

～

．。。 ，陕酋宁边区时期 ．、
；，。 ?

1936年6月21日，盐池县城解放。。面开了盐池历史。0新二己元。。
。

‘“

：7月，中共中央派西北办事处周足经济部部长毛泽爻带领工矿科长离登榜等组成的经济
。 ’

工作团，到定边，盐池指导经济工作，并帮助建立三边贸易局，盐池县税务局、盐池县城区

t消费合作社等。 。：．”’．， ，

： 8月9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决定大力开展花(，花马池)定(定边)盐业，发展4
’

工业，增加工资，改吾盐民生活，建立储盐场。

9月，定边、盐池两县开征盐税。
‘

·， ，：，

10月1日，盐池县税务局。：占成立，原子芙任局长。
‘‘

：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宣布改陕甘宁特区政府为跌甘宁边区政府：
。

，lOyj，边区政府颁布《征收条例》。本月25日，边区举行主席团会议，讨论边区财政问

题，确定：为了加强财政的统一，以后财政预算由审计处批准，在陕甘宁等分别没立了金库，

组织工作团整顿税收工作。会泌丕确定1938年1月起实行藐一累进税。 一

11月22日，边区政府发出统一财政问题的通知，禁止自收自用，．

是年，边区仅限于三边，庆环两个分区征收营业税，品吕有皮毛，牲畜、烟酒、甘草等

四种，税率为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二。 ，

1938年1月，定边县税务局改称为三边税务局，局长任远志(后王世雄)，下辅滥泥池、’

盐场堡，盐池、张家畔四个分局和17个检查处，盐务局另设。
’

8月，定边税务局(亦称三边税务局，4含盐池县分一哥)开始征收甘草税。、

9月18日，边区政府对三边分区发出；音示：①．刃／I建丘预fn加强盐税工作，加强盐税税收。

②一切收统一入于财政机关。： ．．

， 。

、

9月25日，边区坟J行友出通令，重申禁止自收自用，西理统筹财政支出，规定统一财政

的具体办法，各县一切收入一一税收(盐税，牲畜税，反毛，甘草税等)，没收款、罚款、

募捐，斗佣费等收入，均应缴予各县第四科，再解交财以J亍。绝对不许再有自收自用、假造

帐簿，任意募捐，贪污浪费等事I青芨生。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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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月，边区主席团决定i为了加强边区财政管理，由财政厅争门设立公产管理科，负赘 ，’

·

：

’进行黟记与管理，将统收科改为税收科。，一， ‘．
， ：．。 ． 。 ’，．，

’．

1939年3月，边区t={孝il!筻吁制定《陕甘宁边区嗖汴税收条Ⅵ、、’ o’
’

本碍，陕甘宁边区攻胄?i}干政厅制定Ⅸ税收条弼》共计六章十八条，规定征收食盐．皮 。1’

‘

：毛，婀酒，牲畜。甘草，曝声、斗佣七项税收。 ：，’ o。 ·。，．． ；．。，

‘．本月，驻盐池之警备二团二营某班，．在县城附近挖秒一恨长1．6米， 直径比碗日褪的{j． ．二一

草，人称“甘草王叩。异送去延安展览，标价法币1’万元。 ，

‘

一1．’-
1|

，， 4月4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沲政纲领＼>，其中二十一条规定_实行 ， ，，

统一累进税·废除苛捐杂税黟。． 。 ，j ．o，。 ，、一

’’

2 一

一j 12月28日，边区政府颁布((税收条铡》，?h动员一’=：呵f；!才力充实抗战经费，酌最提高边区所

√产或巾边区以外运销入境之食盐税翠为。骆驼每驴：六元，牛。骡，马每驮四元五角，驴每驮 、，。：‘

一三元。并开征烟酒，迷信品和牲畜皮毛等土产品妁出境税。入境税税率按10一一30％，出境
+

’‘税税率驼．110％为原则'食盐营业税每驮按五角至一元征收，牲畜营业税从价征收5％。并规

定对查缉偷税漏税奖罚孙法。
7

1

：
‘1

．、
．·

‘

1940年1月初，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税务总局，属财政厅领导。将顾定边税务局改为支。

局，其下辖监泥池j盐池、盐‘历堡等三个分局。， 。

‘

；
．

1月26日，边区政菏颁布(<鹭业税条例》_b·
’

1月27日，边区政府颁布畿营业税暂定税率》。 ， 。

本月27日，边区财政厅通知，重申决定：各分区均设税务分局，各县皆为税务征收局。

本月29日，区府就各级税务机关人员编制发出通令，规定分区之税务分局设局长_人，． p

会计一人，发票员一人，巡视员二人， 杂务员一人，县之征收处(征收局改为征收处) ．

设处长一人， 会计一人， 发桨兼文书一人， 征收所属税务分局设征收员一人， 开票员一

人。
’

』，

1

，

率月，边区党委．政府、边区财政厅联合训令。为调整抗战时期财政金融，便利发展边

：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l增加财政收入，以保．正经费自给，满足最低限度的经济需要，特决 ，

定从1940年起，酌量加征盐税、营业税，。并办油类和迷信品等出入境税。， ≯
．

t’’ 5月，边区政苻颁布《货物税条龇》。、’． ’， +。

本月30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铡》即货物税税率袭，同时废止了 。-

：．。1月26日公布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收条洲))及财政厅1月27日公布之((营业税暂定税率》。新 -

．·条例明确。“凡就营业之资本收入纯收益为征收对象者，谓之营业税，凡就货物为征收对象 ，’’

：，者，谓之货物税。货物暂行条例，包括驰产税：消费税。过境货物查检手续费等。一 J，．
．．

．，r 10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发布训令，为解决前方战士冬衣问题，决定向蓄有羊予的征． ，．

．收羊子税。” ’∥‘ ．，_“ ，： ，．．，·一 ：、7

11月，边区政府财政厅通令， 自11月15日起， 在全边区统一征收牲畜买卖手续费及斗 ，

。 佣。规定：，牲畜买卖手续费从价按5％向买主征收，斗佣按2％向卖主征收。 ，’：

．

． 12月21日边区政府，后方留守灶，’边区财政厅联合通知，自1941午1月1日起，各盐池 ·．

}律征收盐税，驴每驮征收六元，，牛．马。骡每驮征收九元，骆驼征税十二元。

；一|， 本年，边区政府在延安设立税务总局。．三边税务局改为三边税务分局。 j
：，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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