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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取得巨大成绩的新形势下．《三

亚市税务志》问世了．这是三亚市税务系统的一件大喜事。它

填补了我市税务专志的空白．作为一名税务工作者．为此感纠

由衷的高兴。

《三亚市税务志》是一部专业志书，也是三亚市地方志系

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

是．存真求实．详今略古，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的结

构．系统地记述了三亚市7 9年(j 9 J 2一J 9 9 0)来工

商税收制度和税收工作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及其地位和

作用．其主要章节包括税务机构和人员、税收制度。‘税收种

类．税收管理．税源与税收收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内

容．我认为，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并把它介绍给广大税务工作

同行。介绍给一切关心，支持我们税收事业的朋友们．介绍给

行将投身到这一事业行列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税务工作者．

这将能够充分发挥志书的。资政”作用，进一步促使税收工作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为今后税收工作提供历

史借鉴．给后世留下宝贵的财富．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

重要经济杠杆和监督手段．税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国计艮

生．事关大局．税务机关和税务工作者．肩负重任，责无旁

贷．我们一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和发扬

心／



革命传统．振作精神．艰苦奋斗．为政清廉，秉公执法．认真

贯彻国家的税收政策法令，深化改革，完善税制．为充分发挥

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我市。八五”

计戋11和。十年。规划的宏伟目标．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是为序．

2

余召喜

199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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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复。考虑到三亚市历史上从未编纂过税务志。故个别史料

的记述，上溯清代。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结构。按事类的属

性，分章，节、目3个层次，有的目下再分子E1．全书除概

述、大事记外，以志为主，共分6章，25节，6个附件．附图

表126个，总计l 9．5万字． ，

六、本志的数字书写．章，节、目，细目排列序号，用中

文一，二，三，四．细目以下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对元以

下、两以下的数额，均作四舍五入．不保留小数点以下的数

字。历史朝代年号，沿用通称记载，后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公元”两字从略。

七，称谓．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初

划称为“民国政府”，民国1 6年4月起改称“国民政府”，中

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按各个时期的称谓。为节省文字，行文

3



也有用全国，全省、全县(市)等称谓， “解放前。或。解放

后”，以崖县全境解放日即1950年4月30日划分．对地理．政

府、官职等名称，均按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书写．

八、货币单位。民国时期行文注明货币名称。解放后以人

民币计值，1955年3月以前所用的旧版人民币，则均折合新版

人民币计算．

九、本志档案资料来自广东省税务局、广东省财政厅、海

南省财政税务厅、海南省档案馆、三亚市税务局．三亚市档案

馆等等有关单位的年鉴、通志，文件、报表等．行文中没有逐

条注明出处，全部抄录或影印的原始资料，存于三亚市税务局

文书档案室，以备查考．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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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三亚市位于海南岛的南端．面临南海．背靠群山，面积

1，887平方公里．人口362，918人。资源丰富，气候温暖，风

光秀丽，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国际滨

海旅游城市。

三亚市是古代有名的崖州府治地，在民国元年(1912)至

1984年间，为原崖县行政区域。据《崖州志》记载，早在东汉

初年，这一地区已经设置行政建制，开始征纳贡赋。沿及明，

清两代，赋税征收已成定法。民国初年沿用清朝税制，仍按清

末年额征解，惟将计税货币单位由银两改为大洋。其时，崖县

的税收以田赋为最大宗，盐税，常关税，税契及杂项税捐副

之。．从民国2年(1913)起。民国政府曾试图实行分税制。将大

宗赋税收归中央．杂项税捐划给地方。但因军阀混战，地方多

故，政出多门，法随人定，任意抽捐征税的现象很严重。民国

7年(1918)，崖县公署曾整理地方税捐。裁除苛杂，全县经由

广东省审定裁撤的杂项税捐12种，但因政治腐败，此撤彼生，

积弊难除。加上没有统一的税制，且又分税设立机构，有的税

捐还采取委办或包商承办．故征税系统紊乱，苛捐杂税繁重。

民国l 9年(1930)。田赋实行统征，将附加、仓捐等项．归

并于正税。民囤24年(1935)，田赋改征临时地税。全县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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