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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有志，犹如邑之有志，族之有谱．家之有乘。部门

志同其他志书一样，可以鉴往知来，发挥存史、资政，教育

之功能。编修部门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一

项泽被后世的文化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

分。

莆田县税务局领导从新编《莆田县志》中析出工商税收

部分，并充实了大量的资料，编修成《莆田县税务志》，全

面系统地反映莆田县工商税收工作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较

详细地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止地方性一

切苛捐杂税．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一的方针， 执行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进行聚集资金， 恢复经

济，发展经济，调节经济，监督管理等工作，反映莆田县工

商税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莆田县税务志>的出版，将使

莆田县的税务工作前有所稽，后有所鉴I帮助人民群众了解

认识工商税收的过去和现在，增强依法纳税的观念，探究社

会主义工商税收的改革和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提供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莆田县税务志》的编写人员，克服资料残缺和编修部

门志缺乏兰本等困难，实事求是，广征博采，笔耕不息，案

牍劳形，力求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体例得当，文字简洁。

该志较好地反映莆田县工商税收工作的面貌，并具有鲜明的

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是一部有价值的部门志。他们认真负

责，严谨求实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值此出版之际，应《莆田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约

请，草拟此序。以表示祝贺，并寄托对幸勤劳作“建筑师黟

们的敬意．

翁忠 育

l 9 9 4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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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组织收入和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有着

。随着公元568年莆田县而产生的莆田税

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

收的性质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编撰一本莆

展历史的志书，系统地介绍旧社会税收给莆

田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玢的社会主义税

收对振兴莆田、造福桑梓的概况，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各界有

识之士孜孜以求的夙愿。

正是基于这种要求，我局于1991年5月成立了《莆田县

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集中了一批有丰富实践经验，具备

较高理论水平的同志参加编写。两年多来， 在中共莆田县

委、莆田县人民政府和上级税务局的正确领导和莆田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的悉心指导下，全体编写人员克服了资料残

缺，年代断档等困难，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几经反复，不

断修正，终于1993年12月编写出这部12万多字的《莆田县税

务志》。这不仅是全体编写人员的一大成绩，也是莆田县税

收史上的一大盛事，乃可喜可贺l

作为第一部记述莆田县工商税收历史沿革的《莆田县税

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本着口立足当

代，详今略甫，详近略远，力求真实一的原则，纵横上下逾

千年追溯莆田县税收形成之始，综述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

程，并侧重记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田县税务部门

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



策．积极集聚建设资金，大力促进莆田经济发展的史实，不

仅填补了莆田县专业志的一项空白，更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

信、可用的乡土教材。
‘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自1994年1月1

日起．莆田县将与全国一样，全面实施改革后的新税制。

《莆田县税务志》值此良机付梓·对于我们研究莆田县税收

的发展规律及其时代特征，探索改革途径，提供了历史的借

鉴，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我相信，它一定会

受到支持。关心税收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
“

．．
一 莆田县税务局局长陈国珍 ，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思想

性的统一。 +一* ’，’

记述莆田县各个历史时期曾开征的工商税

括农业税类和关税。上限自发端时起，下

原则t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要略次。

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志为主，辅

以图表。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记述·

四，本志历史纪年，清代及其以前按朝代、 年号， 年

份、并加注公元纪年(只写阿拉伯数字，省略。公元一和

“年一字)。民国时期用民国年份，亦加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翻新中国修，

系指1949年10月1日(含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

此日前为_新中国成立前"，此日后为“新中国成立后嚣．

五、各个时期税款金额，按各时期原计量单位记述。解

放后以人民币为单位，1955年3月前原系旧版人民币，为便

于比较，已换算为新版人民币。

六，莆田建市后，1984年8月，从原莆田县划出城厢．

城郊两个税务所，成立城厢区税务分局，划出原涵江镇、涵

江两个税务所，成立涵江区税务分局，归莆田市直辖，本志



记述1984年建市后的史实时，对已析出的一般不记述，但

计年度征收数字，为保持年度数字的完整，从1985年1月

不包括城厢和涵江两区的征收数字。1989年1月，湄洲税

所划归莆田市直辖，对析出后的史实和征收数字，本志也

再记述和统计。
’

t，

，

．七，税务部门接受对国营企业利润监交(汇)，．以及

集各项基金等， 属非税性质， 但因由税务部门负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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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莆田县位于福建沿海中部，木兰溪下游，东接福清，西

邻仙游，北界永太，东南临台湾海峡，西南隔湄洲湾与惠安

相望。境内西北多山，东南濒海，中部平原。全县面积1840

平方公里，耕地54万商，人口150万，行政区域划为11个乡，

】1个镇，下辖488个村民委员会、13个居民委员会。 ．．

莆田县赋税源远流长，唐代前期推行“租庸调法"，建

中起始行“两税法"，当时莆田县除征收田赋、丁役外，杂

税有·盐课、酒课，间架税，青苗钱，除陌钱等。宋代始订

商税则侧，设征税机构，兴化府设都税务，莆田，黄石都设

务。元代对盐实行专卖，延祜起对食盐实行椿配民食，商税

发引管理，山林、川泽之产列入岁课，酒醋初期实行官制官

卖，至元后期改为征税，还有额外课10多种。明代进行“一

条鞭法’’变革，工商杂税日益增多，莆田县设有盐课司，税

课局，河泊所等三种征收机构，分别管征盐课、商税、鱼课

等。清初，沿明税制，雍正二年，实行“摊丁入地"变革，

鸦片战争后，以商品为课征对象的关税、厘金和各种杂税收

入比重上升，田赋收入比重下降。尤其末期，军费和赔款日

益加重，滥开捐例，一物数征，一税数加，捐税苛重。民国

初期，沿清末税制，民国三年曾公布国家税和地方税法草

案，因军阀割据，地方各自为政，税制无法统一。莆田县民

国初沿清制征收的有12种税，新开征的有16种税，以后逐步

1 V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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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货物税、直接税、地方税、盐税、关税5个体系。正税

之外又有附加，地方征收的杂捐和摊派更是名目繁多。在管

征上由于采取招商承包， 征收权控制在少数税吏、 豪绅手

中，层层中饱。以后虽改为委办制，但仍明委暗包，贪污勒

索，弊端百出，加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莆田人民在重税

之下，屡起反抗，展开“四抗”斗争(抗捐、抗税、抗租，

抗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税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1949年

9月， 人民政府接管民国的各种征收机构， 废除杂捐和摊

派，边接收边征收。1950年1月，贯彻全国统一税政规定，

莆田县征收11种税。1950年4月，成立莆田县人民政府税务

局，统管工商税收工作。1950---1952年，全县税务干部依靠

工农群众，宣传贯彻新税制， 组织收入工商税收1962万元

(含盐税，下同)，对国民经济恢复和物价稳定，平衡财

政，保证军需，鼓励私营工商业积极性起到一定作用，全县

私营工商业户由1950年的2100户，增至1952年的3026户。

1953年～1957年，贯彻执行税制修正规定，开征商品流通

税，这一时期，税收工作重点放在城镇，配合对私营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贯彻“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

则，依靠工人护税协税，运用税收工具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

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为配合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对农村的家庭副业．自产自销、自食自用的农产品给予

免税或限量免税，鼓励发展多种经营，对手工业合作组织在

开办初期给予定期的减免税，促进走合作化道路。至1957年

底，全县3500多户私营工商业户改造为社会主义新型企业，

240多户个体手工业走上合作化道路。这一时期， 由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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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发展，税收职能发挥较好，金县工商税收收入逐年增

长，比前三年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18倍。1958-"1965年，随

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税收政策作一系列调整，根据全

国和省的统一部署，全县进行简化税制，开征工商统一税，

调整集体和个体经济所得税负担，改进农村税收征收办法·

开征集市交易税，配合打击投机倒把，进行补税罚款，扩大

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征收地区。在税收管征上，’

实行“各税统管，税利统管’’，接办盐税管征和国营企业利

润监交业务J对农村人民公社税收试行包干，屠宰税改为按

头定额征税，代征农林特产税，促产培源广泛开展。由于受

“左’’的思想影响， 税务机构时并时分， 管征力量大为削

弱，税收收入年起年落。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

间，莆田县的税收工作同样遭到干扰，由于社会上动乱，县

税务局曾一度无处办公，后又精简合并，人员外调，管征制

度松懈，偷漏欠税严重，正常的工作秩序受破坏。但全县大

多数税务人员仍坚守工作岗位，大力排除困难和干扰，积极

开展税收业务， 使全县税收收入不受大的影响， 据1966---．,

1976年统计，全县工商税收年平均收入仍比“文革"前三年

年平均收入，增长7％。

1979""1990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税收工作得

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强调发挥其积累资金，调节经济，

监督管理的职能作用，根据中央和省的要求，莆田县在税收

工作上采取以下措施。1．健全机构，加强队伍建设。县税务

局职能股室由1979年的5个，增加到1990年的9个，人员由

90人(不含析出的税务所)增至269人。 通过不断的培养，

队伍素质显著提高，初，中级职称技术人员达111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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