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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湖南税志》为湖南省地方志之一，专l、-Jig叙湖南税务工作的历

史稻现状。

二、本志记叙时间断限：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94年，个别事项

适当上溅下延。因1994年税制改革，部分数据只统计到1993年底。

三、由财政部门管理的税种本志未作记载。

圈、本志以事项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采用记叙体，以文字记叙为主，

图、表说髓为辅。

五、本志主体按事项内容分类为“流转税”、“所得税”、“资源税”、“赠

产及行为税”、“特定圈的税”、“涉外所得税”、“基金附加和监交利润”、“税

收体制与税收征管”、“税收计会统票证及财务管理”、“税务机构人员及教

育”、“税务监督”、“税务学会与税务报刊”十二章，并设“凡例”、“概述”、

“大事记”“后记”等。

六、本志内容本羞详近略远的原则，以1983年以后的情况为重点记

叙。对某些资料不全又无法考证的事项采取了略写或不写的办法。

七、本志采用的货币币值均以现行人民币值为准。1949年8月至1955

年3月l雹的人民币按l万元币值折合薪币币值l元进行计算。



概 述

《湖南税志》翔实记述了1949年至1994

年湖南税收事业的演变和发簇。《志》书分为

流转税、所得税、资源税、羹季产及行为税、耨

定目的税、涉外所得税、基金附加和监交利

润、税收体制与税收征管、税收计会统票证及

财务管理、税务机构人员及教育、税务监督、

税务学会与税务报刊十二章，及凡例、概述、

大事记、后记等共七十余万字。现分五个历史

阶段对湖南税务演变和发展概述如下：

民国初期，湖南税收在沿用清末旧税制

的基础上，先矮增麓了审花税、米摈、烟酒牌

照税、筵席捐等。因军阀混战，长沙地处军事

要地，驻境和过境军队为筹集军费巧立名目，

此兴彼效，税收处于混乱局嚣。尔后，工农运

动兴起，不合理的赋税程苛捅杂魏均在骥令发

除之列。随着蒋介石发动“4．t2”政变，苛捐

杂税又有所恢复。民国中期，奉省府令废除厦

金，改征货物统税，并对舶来产品实行高税

率，本地产晶撷国产品褥到了保护。至民国20

年，湖南随砑全国统一裁厘而裁撤货物统税，

相继开征了营业税、统税、特种物品出产税

(后改为特种物品产销税)。抗日战争爆发后，

湖南新开征了薷穰事业、薪绘报醐所褥税、战

时消费税。抗战胜利后，废止战时消费秘，开

征以统税、烟洒税、矿税为主要品目的货物

税。至民国末期，即1946年以后，湖南开征

的主要税种为货物税、营业税、所褥税、屠宰

税。而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政府为筹集蠹战经

赞，肆意提高或增加税捐、摊派和附加，人民

不堪重负。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从

此，湖南税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同年8月

l 7日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湖南区国税

罨”，随豳成立了省临时政府税务焉。10胄1

日召开了省税务局成立大会。1950年省局改

称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税务局”。1951年9月，

省局改称“湖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税务局”。

随着全省各地的相继解放以及|黧税务机

构的接管，省临时政府及时颁发了《湖南省税

务局暂行组织规程》和《各专区县市税务所暂

行组织规程》，要求全省各级税务机构统一设

量。从1949年至1952年，各级税务枧构人员

亦逐步进行了充实完善。随着各级税务机构的

逐步建立和税务队伍的扩大，大批半文盲干部

走进税务队伍，提高干部文化业务素质成为当

务之急。新组建的全省各级税务机构将训练教

育于部工俸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在物质条件

(校舍、财务)、人力条件(教员、干部)及经

验缺乏的情况下‘，克服阑难，建班训练。1950

年全省系统办各种训练班20期，训练干部983

人，1951年培渊人员达5082人。1952年总结

了前两年的经验，加大了培训力度，拓宽培训

渠道，嘲中南税务学校、湖南“革大”、省局

税训班，以会代训等各种形式进行培训，培训

面占总人数的80％。鼷时加强了魏务监察工

作。1950年，省局与专区、省辖市局设立检查

科，县市局设检查员。对内检查工作情况及人

员的工作作风，对外检查纳税人履行税法的情

况，并受理案件的检攀与审诉。至1952年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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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税志

查单位改称监察单位，专门从事对内监察，对

外检查工作全部移交业务单位办理。

在税制建设方面，随着税务机构的逐步

建立和完善，在废除旧的苛捐杂税和不合理

的税收规定基础上，仍沿用民国时的旧税制

进行课征。即税收政策法规本着中央时令的

“暂时沿用税法，部分废除，在征管中逐步调

整”的精神，及时开征了城市各税。从1950

年1月30日起，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全国

税政的规定》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通令，

统一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

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

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价税、特

种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税。其中：货物税为

主要税种，是沿用国民党旧税法征收货物税

捐。1949年9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颁布的《华

中货物税征收暂行办法》中明确货物税税目

分为10类，税率11个。至1950年2月l曰起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统一的税法《货

物税暂行条例》，规定税目10大类，列举项目

51个，列举细目1136个，湖南开征的品目500

多个。税率根据不同货物设计了15个。工商

所得税在1949年8月-12月沿用了民国时期

的“营利事业所得税”和“一时所得税”，两

税合并稽征，分别计税。至1950年执行全国

统一所得税制，正式更名为工商所得税。利息

所得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税率为10％，

1951年1月起按5％，湖南于1951年1月起执

行。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有三次变化，第一次

是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的《(工商业税暂行

条例》中规定的14级全额累进税率。第二次

为1950年12月修订后的条例为21级全额累

进税率。第三次是1952年12月规定所得税与

地方附加合并征收(地方附加率均按15％计

算)。为加强地方财政建设，全省各地从1951

年1月起开征工商、屠宰、临商、交易、房地

产税附加。并将娱乐税、筵席税合并改征特种

消费行为税，从价计征，由消费者负担，以经

营者为代征义务人。

1951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全省税

2

务干部职工响应毛主席号召，厉行节约。省局

成立了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办公室。1952年

“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开展，其反偷税漏税成

为税收工作的重点。此时，省人民政府颁布了

《湖南省行商违反管理办法暂行罚则》。同年，

从3月26日起，执行财政部《关于处理“五

反”运动中工商业户偷税漏税案件的补充规

定》，税务部门加大了稽查力度，纳税秩序和

纳税环境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速度加

快，税收收入逐年增长。1949年全省纳税户

为14335户，税收2918万元；1950年纳税户

上升到134582户，税收增3D至U5277万元；1951

年税收1 1400万元，比上年同期翻了一番多；

1952年税收1424l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41

万元。

1 953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国

民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全面执行政务院财

经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施

日期的报告》及《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全

省全面实行新税制，省局成立了新税制办公

室。中南税务局发出了《中南区关于修正税制

的补充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执

行印花税等七种税若干修正的指示》和Ⅸ关于

执行工商业税若干修正的指示》。按照这些文

件精神，从1953年起，湖南新开征了商品流

通税、工商业税、工商所得税和文化娱乐税

等。1953年对私营企业采取“四马分肥”的

政策。即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

企业股东股息红利四个方面的分配比例分别

为30％、30％、15％、25％。至1956年实行全

行业公私合营后，“四马分肥”政策被“定息”

制度所代替。

开征商品流通税，保证了国家税收的主

要来源，在征收管理上改变了“多种税，多次

征”的弊端，大大简化了征管手续。至1953

年底，仅征收商品流通税就占全年工商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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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2．8％。开展所得税汇算清缴，是所属年度

所褥税管理最薹要的工作。1955年3月，省税

务蜀发出了《湖南省1954年工商监．醑得税汇

算清缴工作办法》等规定。据此，各级税务机

关，每年都向企业发出汇算清缴工作的部署

文件积相关政策规定。自此以后，湖南规定所

得税的汇缴列入每年的正常工作而沿庸下采。

1956年8月14日财政部电示，从9月1曰起，

轻工等七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利润实行Efj

税务机关监督解缴。省局随援瓣成立了周转税

科负责益交利澜等工作。运醚根据财政部《对

私营工商业槎改造过程中交纳工商业税的暂

行规定》，工商业税收的征管豳评定打分转为

态账征收。

由于裢会政治经济形势怒志好转，又开

征了新税种，所以税收增长幅度较大，1953年

征税212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033万元；

1954年完成税收232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N2050万元；嚣1955年完成收入22404万元，

比上年嗣期减少820万元；1956年税收增幅最

大，完成252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94

万元；1957年完成税收27735万元，比上年阎

期增{J112437万元。1953年至1957年为我国躲

“一五时期”，湖南长沙、株洲、灌潭、衡阳藩

地相继兴建了一批工业企业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也是税收新的增长因素，平均每年增加

1436万元。

1953年以后，在机构人事等方面变化较

大。省局机关内设科室由上年的8科2室调整

为5科2室。全省各级税务机构设置为省辖市

恳1个(长沙市)、自治区局1个(湘西)、专

区局4个《滩潭、常德、邵豳、黔阳)、专辖

市局7个、县局86个、税务所331个，检查

站26个。为了使税务机构与征收工作相适应，

按年税收200万元、130万元、50万元以上糨

不足50万元的税源标准，将县《市)税务褥

分为特等局、甲等局、乙等局、丙等局。当年

农村实行撤区并乡，县以下税务机构按新的

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全省税务所由432个调整

为364个。

人员编制由省编委核定。从1953年扩大

编制以屦，全省税务人员达到7892人。其中

扩大屠搴税自征，吸收稽征员1889人，列地

方供给编制，其工资赞用由屠宰税手续费开

支。至1956年，国家紧缩行政编制，全省税

务定编憨人数7762入。其中，只对稽征人员

编制调减了153人，而行政编制人员实际上并

没有调减下来。

在干部培训方面，主要以提高专业技术

水平为主，以加强政治教育为辅。强调学用一

致。从1953年至1956年的4年里，除改造了

接收的旧职人员外，还培养了大批会查账、懂

税法、适应新税制工作需要的税务干部。

在税务监督方面，1953年上半年，全省

我务系统41个属的税务检查觌构改为税务监

察机构。至1954年底，省、专、市局设立监

察科；撼(市)局设立监察股，并配备了监察

员。至1956年3月，因国家紧缩编制，撤销

昙以下税务篮察机构。阕年10月又恢复了撤

销的机构。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jc寸税收工

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年6月，财政、税务

视构合并。省局对外僚霪湖南雀魏务焉的麓

子，但并入财政厅，只设税政处(内设税政、

计会科)。同年8月撤销了监交利润机构，专

职人员调走，监交利润工作陷于停顿。9月执

行国务院提出的《工商统一税条例》和财政部

的《施行细贯|j》，将赞物税、商品流通税、工

商业税中的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

税。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改为工商所得税。应

税商品从生产到流通实行两次课征。工商所

得税率沿用了工商业中的2 l级累进税率。

1963年圈务院颁布的“试行规定”，对工商所

得税税率作了大幅修订；个体经济所得税按

14级全额累进税率征收(在实际征收中多采

焉“双定”或“单定”的办法)；合作商店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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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按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手工业合作社、交

通运输合作社所得甏按八级超额累进我率；

供销合作誊±的所得税按3鳅的比镶藐率薤羧。
1961年10月为解决地方机动财力，对国营、

手工业、供销社、私营个体、合作小组一律随

工商统一裁襁胼得聪征收1％的附加。

人民公社化屠，以齑燕流通为在魏环节

的工商税收制度巳不相适用，税收和利润实

行分别征收和提缴的办法也不需要了。根据

绕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对农村财贸体

裁，实行“嚣敖、三统、一包”静办法《下放

人员、下放资产；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

流动资金；包财政任务)，搦基层税务所改按

公社建制并入农‘树或镇人民公社财政辩

《部》，只设专干不设甏务蕊。

由于国家经济形势变化，银行存款剩率

降低，利息所得税税源缩小，于1959年1月

停止征收利息所得税。

在稳收政策上，中央对印花税、裁意所褥

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筏、城市房地产税、文

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税等七种税的减免税权

限，税目税率调整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在

糟薤管理上，由于“大跃进”运动静影虢丽戆

于偏橙，一些行之有效静方法稻裁度被废止，

对税收工作提出了一些脱离蜜际的口号，如：

要求税收实现“三无”(无锚、无潺、无欠)，

强调大搞群众运动，不要只楣信宣己，迷信铋

度，单纯查管，要“学生产搞生产，龟§造黄会

一万两”等。因而使税收稽链管理在一定程度

上偏离了正常轨道。

1960年ll箕，卓央提出“滤整、巩强、

充实、提高”的重民经济八字方针。进入嚣涎

经济调整时期以后，税收稽征管理工作开始

恢复。1961年7月，省局颁拨了《进一步改进

工商税收稽链管理办法》，明确了税务专赣鼹

既要誊抒税，又要营好裂润。在城镇采取“专

人管理、负责包干”和“划片管理”、“工商分

管”、“一揽子统管”，在农村实行“划片包干、

驻点管面、巡劂稽征”等办法。1962年2月，

省是下发了加强甏收征管工作意冕，对“三

4
。’

自”纳税进行全面审查和调整，明确规定只在

国营、公私合营企监、供铠合作毒±中实行，且

必须符合“企监对税收重视、有委定兼瑷的办

税人鼹、财务会计制度健全”三个祭件。

1961年5月，恢复监交利润工作。同年

10胄，省舄对监交利润工作进行了部署，随

蜃诙复了监交撬梅，醚备了专职干部。

1963年3月，按照中央厉行增产节约和

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

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

示稻严格管理大孛城市集市贸易翻坚决打击

投机倒把的指示精神，全省系统抽调915入，

在1 78个市镇搞运动，对39664人进行了经济

处爨，对21332人进行了补税罚款。通过“运

动”，不仅增魏了羹季政牧人，增强了人们的缝

税意识，还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主

义教肖。

在机构人员编制上，由于财税机构合并，

大薹乏税务干部精麓下放，鼓t958年的6450久，

缩减戮1960年静4448入。1961年下半年，省

委批准财政厅党组《关于加强税收工作的意

见》，实行财税机构分设，恢复专区、州、市、

县税务橇筠，大力充实麓务干部，当年末，全

省税务人员增=|I羹到6784人，1962年人员核编

为7784人，按中央指示，雇用助征飘解决干

部不足的问题。当年，佥省系统陆续搦录助征

员2250名。1963年全隧税务部门实行事业编

麓，全省税务系统编翩8121入，其中行政编

制1612人。是年，省财政厅将在湘的中央企

业驻厂员移交省局监交利润科管理。

1965年，全省税务系统先后建立政治工

律祝梅，省筏务焉设政治处，专区、州，市、

县(市)税务局设政工办，税务所配专职或兼

职政治指导员。其职责主要是做干部职工思

想政治工作，协助各级党委开展各琰政治运

曩与绝德检查。

在完成税收任务方面，税务部门积极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悛，大力组织收入，努力减

少“大跃进”和三年豳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

1958年至1960年，年平均增热107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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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61年牧人比上年减少了18300万元，但

是随着匡民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秘务枧梅

麴恢复，入爨的归默充实，鬣收管理蓊蠢臻完

善，税收又出现了平稳增长势头，从1961年

歪1965年，年平均增加2623万元。

1966年文纯大革命开始屡，藐收工{筝受

爨了冲击，毯务规关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

全省各级税务机构先后被撤销，大批干部职

工下放劳动锻炼。省税务局被撤销后，在省雏

愈委员会生产攒挥组蒌|政小缎只留8名予部

处理甏收韭务。1969年，财政小组玫为财政

局，局内设税务组，配干部10名，负责税收

工作。为了统～安排预算支出，又将“税务机

擒经费”最譬秘务事业费并入行政经费，税务挺

门又壹事鲎缡铡改为行政编制。l 970年至

1975年闻，全省各级财政、税务、银行合并，

省财政金融局将税务组改设税政处，干部豳

1972年的12人增加到1975年的23人。各地、。

州、市、县《市)在霪级萋毒政金融是悫设税政

科(股)，基层税务所仍保留建制。至1976年

1月，省局在省财政金融局内仍是一个处，但

对外恢复了省税务局的名称。

在文革中现行的工商税制受到批判，被

斥为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幂|』于社会主义的“繁

琐哲学”；严肃执行税法被斥为“条条专政”；

行之有效的征管制度被斥为“管、卡、压”；

积极缝织收入被斥为“单纯财政麓点”；监餐

检查被斥为“专家理财?，学妲务被斥为“自

专道路，业务挂帅”。从1966年9月起，全省

停征了文化娱乐税。1968年，为了使税制适

应当时的革命鞫生产发展需要，在基本上保

持原藐负的莉提下，合并税种，篱诧在毅管

理。对工商统～税的改革，在全省各地先后深

取各种形式试点，有的合并税种，有的简化税

率，对国营企韭试行“国营企监工商税”和“匿

营企翌综合税”，试行一户～率或一个行遂核

定一个税率的办法。1973年，将工瀚统一税

及其附加，对企监链收的城市房地产税、车船

使磊牌照税、盐甏、滔宰税合并为工商税。篱

化后，对国营企业只征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

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

照税稻城市房地产税只对私大征收。因为“反

对资本主义频淘”，“打击授视爱把”，“大裁资

本主义尾巴”，“文革”厝期，个体经济税源基

本消失。

十年文革时期税收在益折中前进，出现

了三次波动。1966冬至t968年全省备甏收入

逐年下降，从46499万元下降到39533万元；

1969年鬣1973年各税收入逐年上升，从50339

万元上升到105073万元；而1973年歪1974

年又是下降，下降了39舛万元1974年至1976

年税收又逐年回升，从9 l 079万元上升到

l 13232万元。十年平均递增速度是建国以来

税收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时期。

1978年l秀，省税务蜀恢复建裁《隶属

省财政厅)。同年6闫，省编委、省财政厅下

发《(关于全省各级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的通知》，要求各地、州、市、县(市)财税

视搀分设。t980年，全省基有20多个县《市；

恢复税务机构。1983年9胃，根据篱务院电

报精神，省税务局由处级升格为副厅级单位。

同年l 1月，执行国务院131号文件精神，实

旌财税枧擒分设工作，省羼撬关缀织人员分

赴各地、市实旎税务机构分设豹接交与组建

工作。蕊1984年初，，金面完成全省税务机构

分设、税务系统垂首管理的机构建制。按照

行政区划，全省设15个地、烈、市舄，t28个

县《市)局和城市分焉，1007个税务辨。按大、

中、小数编制人员，统一了各级税务机关内

设机构。

从t984年7胃起，省局机关内设处室先

后增麴了监察处、毫子诗算室、挺管处、藐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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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对外征收分局、税务工会、宣教处、纪

’检组、进漱口税收管理处等。各地、州、市与

省局业务对口单位设鼹了相应的科凝机构。

各县(市)局内设机构实行了精简，只设置五

股一室。全省税务人员从1979年的l 1868人

增加到1993年的28385入。其中省溺机关从

60人增加到120人。至1993年止，全省税务

人员已超编4200人。超编原因是：1984年至

1992年，国家增加省税务系统编制6200人，

焉未歹|l入编制进人，多达10400人，其中指令

性接收军转干部和退伍军人3200人，分配大、

中专毕业生3099人，从外选调2150人，解决

内部子女就业1990人。

加强了各级班子、干部、人员经费等方瑟

的垂直管理。建立健全了各级领导班子管理

制度、职称聘任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公务员

和税务专管员制度以及离退休人员管理制度。

加强了基层建设程人事期度改革，毒1987年

的“三制”增加到“六制”。开展了两个文明

创建活动，1986年省局出台了《关于开展创

建文明税务所的意见》，1989年印发了《开展

剖建文明单位、文明税务所程争当优秀专管

员活动的办法》，使文明创建活动得到了持续

有序的开展。

全面加强了税务纪检监察工作。1985年，

全省系统监察机构全薅恢复，省局增设监察

处，地、州、市局监察科充实了力量，92％的

县(市)局设置了监察股，共配专职干部169

名，另外还聘请了1000多名兼职监察通讯员。

为了强化垂直管理后全省系统的监察工作，

省局先届籍订了《湖南省税务监察工作若干

规定》和《税务监察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等，为后来加强各级监察工作提供了有章可

循的依据。1986年制订了税务人员行为规范，

将《十顼规定》修订为“五要十不准”。1990

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

不正之风的指示精神，省局下发了((关于加强

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八条规定》。

1 992年，重蔌修订了《湖南税务机关廉政裁

度洚共20条印发全省系统执行。1989年，省

6

焉又下发了《关于全省税务部门实行公开办

税潮度的意见》，要求税收征管做到“五公开，

一监督”，接受社会监督，设立举报电话140

多部，举报箱1000多个，发出公开信57720

份，走访纳税户9800次，收集各类意见1000

多条，发出征求意见书41040份。加大了执法

监察和各类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有效

地遏制了向纳税人索、拿、卡、要等以税谋私

灼现象，税风税纪进一步好转。

1978年以穗，税务机梅逐步恢复，甏务干

部陆续归队，新进干部增加，干部的培训工作

随之恢复。培训对象主要是“以工代干”人员。

虽然加大了培训力度，但因培训量大，至1984

年全省系统16861名甏于的文化素质还相当

低。其中初中以下的人员占49．8％，大专文化

仅占1．5％。为此，全省系统从1984年起，，下

大力全面开展干部培训工作。当年全省系统离

职参加大、中专学习的达搿39入；参热“函

大”、“电大”、“夜大”、“刊大”学习的366人；

接受三个月以上的税收基本知识训练的646

人。各地还根据“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

，枣}什么”的原买l，结合实际工俸，举办了各类

短期轮训班。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税务干部的培

养和来源问题，于1984年开始筹建湖南税务

高等专科学校，1986年9月17圈竣工开学；并

投资80万元，与湖南财经学院、灌潭大学协

议，每年从高考中各招生50名，培养本科毕

业的高中级税务专业人才。省局先后于1986

年1月制定了《“七五”期间干部教育培训规

划》，1991年4月制定了《“八纛”期间干部教

育规翅》，并突激了学历教育和在离培训，教

育培训工作步入计划管理时期。至1 992年底，

全省税务系统干部职工27636人，其中本科研

究生人数848人，占总数的3％；大专文化人

数6867人，占总数的24．9％；中专文化7982

人，占总数的28．9％。

在税制建设方面，进入了全面加强和改

革完善时期。1980年至1981年，先后开征了

个人所褥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篪得税、外圈

企业所得税，进行了增值税试点。从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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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开征烧油特别税，实行从量定额

征税，原油每吨征税40至70元。湖南无原油，

重油仅由岳阳长岭炼油厂一家供应，其应缴

税款由长岭炼油厂代收代缴。长岭炼油厂自

身烧用的重油，按月据实向当地税务机关缴

税。从1983年1月起，全省系统开征能源交

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建筑税。实行了对国营企

业征收所得税的“第一步利改税”。当年，湖

南对地方国营工业、交通、商业、物资、出版、

文化等企业实行了利改税。1984年四季度湖

南开始全面推行“第二步利改税”改革。征税

范围在第一步利改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到企业主管部门、公司、行政、事业单位、部

队、社会团体、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经营

机构。其所得税税率是：大中型企业实行55％

的比例税率，小型企业实行新的8级超额累进

税率。这是一次重大的税制改革，完全实现了

国营企业由上交利润向缴纳所得税的转变。

随着利改税的实行，监交利润工作逐步转向

对国营企业的征管工作而终止。同时，开始全

面改革工商税制，将工商税按性质分为产品

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四个独立税种。1985

年至1993年，全省先后恢复和开征了城市维

护建设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房

产税、车船使用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

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特别消费税、印花税、

私营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源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期间，工商所得税

改为集体企业所得税。1987年7月屠宰税由

税务部门移交财政部门征收。至1993年1月，

屠宰税又由财政部门移交税务部门征收。从

1986年7月起，开征教育费附加。其计征率从

1％提高至1988年的2％，再次提高至1993年

的3％。从1989年1月起，开征国家预算调节

基金，征收率为10％。通过多年的不断改革，

建立起了一个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特

别目的税和财产行为税相配合的多税种、多

环节、多层次征收的新的复合税制体系。

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强化征管工

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83年6月，省局

在邵东县召开了全省个体工商业户税收征管

工作会议，总结推广了依靠基层政权管税，普

遍建立协税护税组织的经验。1985年，为加

强征管基础工作，省局成立了征收管理处，并

拟发了《加强税收管理的试行办法》。明确提

出：建立税务稽查队；建立企业办税员制度；

建立税务查验站；切实加强发票管理；扩大代

征范围、完善代征制度；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强

制建账征收管理；建立严格的与奖惩相结合

的岗位责任制。至1986年，国务院颁发了《税

收征收管理条例》。省局根据《条例》制定了

税收征管工作目标管理试行办法，强化了征

管工作。对过去集征管查于一体的征管模式

进行了改革，实行“征收、管理、检查”三分

离。全省有36个县(市)进行试点。主要内

容是：“改一人进厂，各税统管”为“一组进

厂，各税统管”；改“查征统管”为“查征分

管”；改税务人员上门收税为纳税单位送税上

门；改税务人员自己开票收款为票款分离。

为了进一步推进征管改革，结合本省的

实际情况，于1990年8月印发了《湖南省税

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按照征收管理与

纳税检查“两权”分开或征收、管理、检查“三

权”分开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新的征管模式，

增强制约机制。对年税源在500万元以上的重

点税源户，驻厂征收，实行“一组进厂，多税

统管”；对年税源在500万元以下的企业及固

定个体工商业户和私营业户，实行自觉到税

务机关上门缴税方式；对城镇集贸市场收税，

实行公安、工商、税务联合办税制度，并逐步

实行税务部门开票、银行收款的办法；对农村

零散税收，实行定时、定点、定额征收。无论

是集贸税收，还是农村零散税收的征收，都逐

步实行双人上岗，票款分离。并将计算机等现

代管理工具运用于税务管理，强化了发票管

理。各地建立了税务稽查队和税务检察室。从

1983年开始，湖南年年开展了税收政策大检

查，每年查补税款上亿元。为了增强公民纳税

意识，加强了税收宣传。从1992年起，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的部署，确定每年的4月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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