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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济南市税务志是在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政府统一

领孚下，在市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编纂的。自1982年即着手

搜集资料，但因编志人员屡经更换，进度较慢。1986年济南市

实行“主编负责制’’，即以承编单位分工此项业务的行政领

导为当然主编，负责纽织专业志的编纂工作，此后成立了税

志办公室，确定了具体负责总编辑的人选，进八边汇编边征

集资料的阶段，至1987年底完成了本志书的编纂任务。

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以济南市现存历史档案为主，井参

阅其他历史专著编写而成，由于断限的年代较长， 几经战

乱，政权更这，文献资料散失严重，虽经专人分赴北京，南

京，上海、武汉、沈阳、青岛等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

物馆及有关单位多方查询，虽有所收获，但为数寥寥，特别

是清朱民初时期的资料更为匮乏。因此，对志书的完整性和

系统性，均受一定影响。

本志书完成初稿后，曾邀请济南市税务局现任各业务处

室的负责人，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和一部分从事济南税务工作

三十余年的老同志进行审阅，感谢这些同志提供了不少宝贵

意见。经二次修改后又进行了复审，最后确定内部发行。这

个内部发行本中，为了阅读方便，有些全国或全省统一规定

的内容，也做了扼要记述，将来正式编入济南市地方志时，

将予以精简。



税收工作近百年来发展很快，兴革也岁，头绪纷繁，涉

及面广。我们编纂人员水平不高，编写税务专志又是一项新

的工作，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各位读者不吝

赐教，以便进一步修改。

编 者

。1988年元月



凡 例

’一、本志书的时间断限为自清道光20年(1840年)至19

85年。但为了记述完整，始末清晰，部分章节略有上溯或下

延。 ·
’

二、本志书包括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

时代。对纪年的记述均使用当时年号，并在括号里注明公元

年代。如咸丰元年(1851年)，光绪34年(1908年)，中华

民国(简称民国)35年(1946年)。济南解放后即以公元纪

年，如1948年一1985年等。 ．t、

．三，本志书包括的年代中，货币名称及币值变化复杂，

其基本计算单位大体为清代用银两，末期间用京钱，民国初

年银元与纸币并用，1935年后改用法币。日伪政权统治期间

曾发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力券(简称伪联券)。抗日战争

胜利后通用中央银行法币(简称法币)及搿关金券力，后改

“金元券力。济南解放初期以使用北海银行券为主，兼用其

他解放区发行的各种纸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统一使

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简称旧币)。1955年币制改革后，通

、用新发行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与旧货币的比值为1·

10，000元。本志书记述货币单位一律以原资料的货币名称和

票面值为准，只在两种货币交替使用不易分清的年代，尽量加

以注明；其他年代不再一一注释。其相互比价附“各种币值

收兑比价表’’于后以供参考。



四、本志书所记度、量、衡单位，因历代极不统一，均

按当时使用单位记述，并尽可能附以注释。

五、本志书所列各税种名称，均以现在税种名称或最后

使用的名称为主，上溯其渊源。性质相同名称有异者均归为

一类记述。

六、济南市于1948年9月24日解放，本志书所述解放前

后，即以此日为划分界限。 、

七、“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于民国26年。(1937

年)12月侵占济南，民国34年(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

利。本志书所述日伪政权统治期间，即指这一时期。

， 八、济南市行政区划，几十年来多次变更，本志书凡称

“全市"系指市区及包括当时所辖各县、和郊区。凡称市区

仅指市内四个区。 ，，、， 。

九、本志书所0l用的有关史料，凡照引原文者冠以“”

号，凡只引用原意者，在每节后注明出处。 ≮ ，

十、本志书部分章节中有关内容不易归纳，如果删除，

又不能反映历史全貌，则选用有代表性的文件，列入附录中

以供参阅。
’

十一、历代各项税种征收数额，凡能收集到的，均尽可

能予以记述，已经散失或短缺不全的，即未予辑录。 ．



概 述

税收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国家为实现其职

能，依靠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对应当纳税的单位或个

人征收的实物或货币。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

份，税源荣枯，又以国民经济的兴衰为基础。因此，税收和

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是紧密相关的。本志书所记述的

近一个半世纪期问，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封

建帝王专制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反侵略战争和革命战争，打败了一切反动阶

级，建立了tp华人民共稻国。我国的经济也由以农业为主的

封建经济；在现代卫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迈入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建设新时期。在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中，国家税

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

济南位于山东腹地，东通沿海港口，西临华北平原，北连

京、津，南接苏皖，水陆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历史上

即是山东首府和物资集散的中心，也是税收的重要基地。但

是，旧社会济南的税收，是统治阶级做为维持其政权和掠夺

人民财富的手段。自清末以来又屡遭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经

济掠夺，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毋，212业生产发展缓慢，商

品流通渠道阻塞，税收制度混乱，苛捐杂税繁多，人民负担

奇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济南的

工农业生产又遭受严重破坏，然而为了其战争需要，以各种



名目乱征乱敛的现象十分普遍，人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战胜日

本帝国主义而有所减轻。济南解放后，人民政府废除了一切

苛捐杂税。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

全国税政的决定黟和搿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全国税

政。从此，济南的税收，成为筹集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和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的重要杠杆。新中国建立后的近四十

年中，在配合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组织财政收入，促进经

济恢复和发展，以及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

造，打击投机倒把，扶持新建企业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征管制度不断完善，并在调正税

负、减轻人民负担，整顿税制，简化稽征手续等方面，进行

过几次重大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有经验教训。中共中

央第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税收进入新的改革时期，济

南市认真贯彻中央和省的有关规定，从而走向健康发展的道

路。7
‘

“

．

清代济南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近百年来随着现代

工商业的兴起，税收来源发生了深刻变化，工商税种不断增

加，工商税收的比重逐年上升。济南解放之初已占全部税收

的85％左右，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和国营企业利

改税的实施，至1985年农业税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1％。课

税对象在济南解放前，主要向农民，城市居民和私营工商业

者征纳，解放后逐步转向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1950年工商

税收中国营和集体经济占42％，1985年上升到95％以上。市

区工商各税总收入l 949年为162万元，至1985年上升到8．3亿

元，增)jⅡ50倍，比1978年增长近2．5倍。其中1961年和1974年

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虽然出现过两次较大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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