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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德州地区税务志．》的宗旨：以提供历史资料为

主． 翻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

二、本志资料：来源于省税务局、地区档案局、财政局、有关

报刊。、各县(市)税务局和本局文书、会计档案及口碑资料．

三、本志的时间断限：上溯刭清初，下限l 9 8 7年底。其中

从l 9 5 0年德州专区税务局建立以后较详。

四、本志篇目安排：基本是按事物性质和时间顺序分类。根据

内容分别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结构形式和层次采用

章、节、目。

五、本志记时、记数：公历年份和数字，用阿拉伯数码。

六、本志数据范围： l 9 5 0年至l 9 8 7年的全区综合性统

计数字，一律按现行区划填列．对每个时期，每项业务的活动情

况，按当时的行政辖区数字填列．



。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现在我圆

正处在“改革、开放、搞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时期，编写《德州地区税务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

命。

在地区史志编委会的指导和本局领导的重视、支持下，经过编

写组同志们的努办，《、德州地区税务志》终于刊印成书。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局的领导下，德州地区的税收工作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 9 5 0年到1 9 8 7

年，3 8年的实践，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德州地区

税务志》就是这些史实的真实记录。这些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德州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也记述了德州地区税收工作

的特点和作用。是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德州地区税收的历史和现状

的资料全书。它将有助于税务工作人员了解、研究、借鉴历史，探

索新路，做好税收工作，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干部，提供资料，开

拓前进。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力求运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突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税收工作

的特点。这部志书的问世，是从领导到群众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

晶。承蒙地区档案局、财政局和在本地区税收战线上工作过的老一

辈离、退休同志，以及各县(市)税务局的积极支持，在此致以

谢意．



全书共l 5章、7 4节，计6万余字．然而由于我们编写新

税志，事无前例，缺乏经验，以及政治、皿务和编写水平有限，加

之德州地区税务局从建立、撤销、恢复到几经合并、分设，档案资

料不全，口碑材料粗浅，记述实难详尽具体，使这部志书中疏、

漏、错、讹在所难免，恳切期待领导和税收战线上的同志们，给予

批评指正。

《德州地区税务志》编写小组

重9 8 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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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德州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东靠惠民，南濒济南，西靠聊

城，北与河北省沧州、衡水毗邻。全区辖1 2个县1个市，总面积

12700多平方公里，人口5 7 9万。德州市为德她地区级机关驻

地，是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区工农业产品的主要

集散地。

地区税务局，位于德州市市区湖宾北路中原街3号，是全区税

务系统的业务领导机关． 。’

德州地区的税收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

税收性质也不同。旧中国的税收，是统治者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压

榨剥削的一种手段。他们把搜到来的民脂民膏，一是用来强化统治

机构压迫人民；二是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所以旧社会的税

收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国民党政府于民国元年(1 9 1 2)在德州

地区现属各县(市)，均设有财政机构，除开征田赋、盐税、货物

税、牙税、契税、油税、牲畜税、所得税等各种赋税和粮捐、马车

捐、警捐、枪支捐、地丁捐、建设特捐、临时特捐及丁费、保甲

费、慰劳费、讨赤费、治安费、监狱建设费等l 0 0余种不同名目

的苛捐杂税和摊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给老百姓带来沉重负

担。至解放前夕，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通货膨胀，物

价飞涨，民不聊生。

建国后，建立了人民政府，人民开始当家作主。1 9 5 0年上

半年，德州专区各级人民政府正式建立了税务局。专区税务局设5

个股，共2 6人．下辖l 7个县(市)税务局，7 5个税务所，全

I



区共有税务干部5 6 4人。当时全国统一规定开征1 2个税种，德

州专区实际开征1 0个税种。到1 9 8 7年，先后主要开征了2 8

个税种。3 8年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新的税制，经历了

由建立、调整、修正、改革、再次改革到全面改革5个过程。～德婀

地区的各级税务机构，也经历了莎．建立、撤销、恢复到几经合、‘

分，6次演变。到l 9 8 4年3月财税机构分设，德州地区各级税

务机构重新建立起来。地区税务局设6个科和一室一所，共5 6

入。下辖1 3个县(市)税务局，2 2 4个税务所，全区共

1 5 0 0名税务人员。到1 9 8 7年增加到l 8 9 7人，是

l 9 5 0年的2点4倍。3 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本区税收收入有了长足的增长。1 9 5 0年全区工商税收入才

有8 0 1万元，到l 9 8 7年工商税收入达到24325万元，3 8年

共增长2 9点1 2倍，平均发展速度在1 0％以上。累计完成

24．1 36亿元。为满足国家不断扩大再生产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各个历史时期，运

用税收经济杠杆，较好的完成了调节生产、调节消费的任务，发挥

了应有作用。

l 9 5 0年，德州专区各级税务机构一建立，首先废除了旧中

国遗留下来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正确贯彻执行了新中国的

税收政策，积极组织收入，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反对投机倒把、哄

抬物价、扰乱金融市场的斗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从事有利于国

计民生的生产经营。使这一阶段的税收工作，对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完成各项社会改造，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l 9 5 3年我国胜荆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开始进行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阶段本区的税收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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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组织了大量资金，保证社会主义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另。一

．方面，在配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发

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1 9 5 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了以生产资

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时，全区各级税务部门，按照

既能保证社会i Y,-建设所需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

步改善这个方向而积极工作。

但是，从1 9 5 8年以后，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左刀的思想影响，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以后，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计划安排，税收的调节作用

基本消失了、。因而严重限制了税收作用的发挥。

1 9 8 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矽方针地深入贯彻，税收已成为国

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和管理经济的重要杠杆。在新的历史时

期，全区各级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联系面广，信息比较灵通的有利

条件，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生财、聚财之道，更多更好地组织了财

政收入，保证了建设、改革和振兴德州经济的资金需要，，发挥了它

翦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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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 专区税务局

建国后，根据1 9 4 9年1 2月3目渤海行署《关于各级政府

建立税务局的令》和l 9 5 0年5月3 0日政务院通令颁布的《全

国各级税务机构暂行组织规程》，于l 9 5 0年初，在原渤海行署

沧南、洛北两专区财政科税务股合并的基础上，建立了德州专区税

务局，各县(市)在原财政科征收处的基础上，建立了县(市、)

人民政府税务局，下设税务所或检查站。专区税务局，五月份正式

公布成立，·首任局长李干，副局长王冠贤、高延成。全局共有2 6

人，局址在市府街小营胡同1 3号。局内共设5个股，其职责范围

是：

秘书股：分管干部有关事宜、文件拟稿、工作总结、．收发、立

卷归档、制定机关各种规章制度、组织机关劳动竞赛及生活福利等

事项。
’

税政股-分管工商业税(包括座商、行商、摊贩之营业课税及

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等。

货物税股：分管货物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

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城市房地产税等。 ．

会计股：分管税收会计、经费的管理，以及领发保管全区的税

收票证报表等。

监察股：分管全区税务部门和税务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情况的监

督检查及接受并执行上级监察、纪检部门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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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I 9 5 0年局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局 长

I一正

一副

一副

态 早
—r I

王冠贤

高延成

—一秘书股股长

～税政股股长

～货物税股股长

一会计股股长

一监察股股长

苏学明

贾金声

马玉尧

高庆安

张敬玉

管辖乐陵、庆云、盐山、南皮、东光、吴桥、77宁津、商河、临

邑、济阳i德平、德县、陵县、平原、禹城、齐河及德州市1 7个

县(市)税务局。县(市)级税务局共有1 5 5人，其中：德州市

局4 3人，局内设秘书、直接税、货物税、地方税、会计5个股和

车站1个检查站；其它县局每局只有六七人，局内人少不设股。

全区在区镇共设立了7 5个税务所和2个检查站，系县(市)

局的派出机构，共有3 8 3人，担负着全区税收第一线的征收管理

和出入境检查、报验工作。

l 9 5 2年4月，李干提任专署副专员兼税务局局长。8月副

局长高延成调走，调平原县税务局局长张德一接任。

同年局内将货物税股并入税政股。秘书股股长苏学明调走，由

郭洪昌接任；税政股股长贾金声调走，由李维考接任；会计股股长

高庆安调走，曲刘常智接任；监察股股长张敬玉调走，由李世兴接

任。时全局共有3 1．人。。

同年1 0月行政区划时，将1 9 5 0年划归河北省的夏津、武

城、思县3个县税务局划归德州专区。同时，原属河北省的吴桥、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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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南皮、宁津、盐山、庆云6个县税务局划回河北省，并撤销

陵县税务局归德县税务局。专局管辖l 3个县(市)税务局。

县(市)级税务局共有2。5 4入。各县(市)税务局内均设置了秘

书、税政、会计3个股。

基层税务所增加到9 2个，共有4 2 8人。、

l 9 5 4年9月李干提任专署专员，不再兼任税务局局长。税

务局局长j主f原税务局副局长张德一接任。同时副局长王冠贤调走。

调德州市税务局局长车振华接任。

l 9 5 6年2月，陈永华和原会计股股长刘常智提任副局长。

同年5月，德州专区撤销，专区税务局同时撤销。将乐陵、临

邑、商河、济阳4个县税务局划归惠民专区；齐河、禹城。平原、

夏津、武城、德县和德州市7个县(市)税务局划归聊城专区。同

时撤销德平县税务局，其业务分别划归临邑、商河、德县、乐陵4

个县税务局；撤销恩县税务局，其业务分别划lJ丑平原、夏津、武城

3个县税务局。 ：

第二节 专署财政局

l 9—6+1年7月恢复德州专署，专署税务局和财政局合并，称
，

●

专署财政局。局长于庆山，副局长李建亭、李维考、张乐凯。局址

德州市三联街南口。局内共设财政、税务二个组，分别由姜文波，

马宝田任组长。时税务组只有二人。副局长李维考分管税务。各

县(市)税务局也并入同级财政局。专局辖乐陵、临邑、商河、济
jr

阳、齐河、平原、夏津、武城、禹城、陵县、德州市1 1个

县(市)财政局。

0。’



第三节 专署税务局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于1 9 6 2年6月财税机构分开，建

立了德州专署税务局。李建亭、李维考任副局长，正局长缺职。副

局长李建亭主持局的金面工作。局内共设三个科：秘书科，科长

马宝田；税政科，科长李高日；会计科，副科长王琦(女)：另设

税务驻厂员四人，全局共1 7人。局址德州市进步街2 I号。

1 9 6 4年迁移到专署院内。

． 1 9 6 5年3月，将原属河北省的宁津、庆云2个县划归山东

省，属德州专署领导。同时2县税务局也划归德州专署税务局领

导j全区辖德州市j陵县、平原、夏津、武城、齐河、禹城。乐

陵、临邑、商河、济阳、宁津、庆云，共1 3个县(市)税务局。

第圆节 专署财金局

l+9 6 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下半年局内群众起来造反，

’建立了群众组织，成立了“文革小组”。1 9 6 7年2月群众组织夺

了权：’正副局长接受批判，权力互易，形势混乱，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同年1 1月，专署税务局撤销，税收业务归德州地区革命委员

会财贸办公室。全局干部只留一人在地革委财办办公，其余所有人

员全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和参加“斗、批、改"：

l 9 7 0年1月，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合并，建

立了德州专署财政金融局。由于庆山缸局革命委’员会主任，纪德昌、

时凤集、李维考任副主任。下设秘书、财政、税务、人行、建行5

7， 个组。各组都有负责人，未明确职务：下放“五、七"干校的财税

干部也陆续调回工作岗位。局址德州市商业街原建设银行。

各县(市)税务局也相继并入同级财政金融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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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地区财税局

1 9 7 3年4月，专署财政金融局解体，财政、税务又合并建

成德州地区财政税务局。由于庆山任局长，姜文波、李维考任副局

长。局内设办公室、预算科、企财科、税政科、会统科。税政科科

长马宝田、会统科科长李高田、副科长王琦、李国经。税务工作仍

由李维考酗局长分管。局址在行署院内。1 9 8 2年2月迁移到湖

宾北路2 0号。

l 9 7 9年2月，于庆山局长调走，由姜文波副局长主持局的

全面工作。

I 9 8 1年5月，行署财办副主任刘朝銮兼任财政税务．局局

长。

1 9 7 3年县(市)财政金融局解体后，税务局也与财政局合

并，建成县(市)财政税务局。

．J

．

第六节 地区税务局、

1 9 8 4年机构改革，3月份财税机构分设，新的德州地区税

务局成立。张宝范任局长。‘局内共设置6科1室1所，其职责范围

是： 、

税政一科：主管流转环节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

资源税和建筑税、烧油特别税及涉外税的税收管理。 、

，税政二科：主管利润环节的国营企业所得税、调节税、集体企

业所得税和奖金税、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税政管理。

税政三科：主管地方税和农村税收，包括车船使用税、房产

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农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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