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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

编辑说明

一i一、《湘潭市税务志》为《湘潭市地方志丛书》之一，主要

记述湘潭(含湘潭县，湘乡县，韶山区)工商税收，n农(牧)业

税和关税涉及较少。它具有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和实用性。

：．、本志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但对某些事项的起

源作简要追溯。r ，，

’

三，本志基本上以事项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卷首设鼻概

述黟，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力图反映1840年以后146年间湘潭

工商税收发展史梗概。然后按类分设六篇，三十三章，五十四

节。辅以图表，形式多样。由于篇、章之间互有联系，内容虽有

交叉重复，但仍有详略之分。 ．

’’

四、本志引用史料，力求完整系统，尽可能选用具有代表性

的材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民国时期的史料多有散失，

难哥齐全。
。

‘

．五、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

后扫，，使用公元纪年。引文注释，采用页末注(脚注)。史料弓I

用未注出处。’
’

，

‘

六、本志使用的货币，清代为银两，民国时期为银元，1935

年以后为法币，1948年8月改为金圆券。1949年8月至1955年3

月1日前，湘潭流通的旧人民币已换算成新人民币，个剐地方，

为反映历史面貌，仍用旧人民币。金额单位采用万、千、元。

七，1986年12月，由湘潭市税务局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编写



薯 编辑谭嚼

组，经过近兰年的努力，编修成《湘潭市税务志》(初稿)。在

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湖南省财政厅科研所、湖南省税务局，湘潭

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兄弟单位的专业工作者的大力支持。湘潭
市税务局有关科室，县，市、区税务界老同志，提供了许多有价

值的史料。1989年6月，由湘潭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总纂、编

辑和税务界老同志以及有关领导同志组成评审会，对初稿集体评

审。同年8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刘其昌同志初

审。编写组全面修改后，又经湘潭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经济管

理出版社审定·在此，谨向所有热忱帮助过我们的单位和同志表

示诚挚的谢意。．由予我们理论水平和实践知识有限，缺乏编写专

业志的经验，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 9 8 9年量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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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I

述

姆；自1840年以来，湘潭工商税收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

拱和国三个不同韵历史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一百
-余年中，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予民，用之于君一或“取之于民，

月之于官"∥新中国成立后，税收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它是人
民政权对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国

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黟。

‘●_’

、

?

：． 清遭光二十z年(1842)，’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商业资

本较前活跃。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湘潭出现了许势
巨商富贾，商分七帮，。街分十总，每日银币流通四，五百万。以

’湘潭城为中心的广大农村，涌现了株洲、易家湾、三门市，易俗，．

啊、马家河、花石、淦田、石潭、朱亭等大市镇。商业的发展，
为工商税收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咸丰=年(1852)，太平

’军攻入湖南，～曾国藩以侍郎督师专征东南j治兵衡湘，’倚湘潭为

饷源，．筹饷劝捐，则取之湘潭，动出商征。经过清末的演变，湘
-擢税收形成了农业税(地丁，t漕粮)、工商税和杂税杂捐并存的

税制格局。 。、 。。～ z?”：’ ：。 ：“j t t”

·(一)中国古代赋税有所谓“三征弦，t即算粟米之征，办役

之征，布缕之征一。其中徭役占重要地位，而实物和货币的征收



概 述

也不都是以土地为对象，面按丁目课征，即人头税。唐建中元簪
(780)，改行矗两税法纾，其地税按亩征收，户税按资产分辱·

课钲。经宋代“方田均税法万，明代搿一条鞭法一的演进，至清

雍正七年(1729)，推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力办法，丁银；f难

漕粮统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种和稽征手续。地丁银虽由．

土地所有者负担，实际上是佃农提供地租的一部分，是农民剩余。

劳动的转化形式。但从税收上说，摊丁入亩结束了长期以来地、

户，丁与赋税制度的混乱现象，完成了赋役合并即人头税归入财

产税的过渡，是中国赋税制度的_个进步。它对于资本主义萌芽!

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咸丰年间，各种附加，杂派兴起；摊丁’

入亩的实效遭到破坏。宣统三年(1911)，今湘潭市辖两县及娩
市区征收地丁银82491．6两，，漕粮折征银22559两。 “ ．⋯，o

(二)咸丰五年(1855)L?湘潭开办厘金。厘金虽因战争需’

要而开征，但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民国时期

货物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组织国家财政收入发挥了一定的伊
用。但是，由于厘金的课征范围很广，名目繁杂，凡盐、茶，货。

物，，不论大小贵贱，逢卡即税，一物数征，‘，既加重人民负担，又

妨碍商品流通，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光绪年间，湘潭各厘卡
征收厘金银4万余两；烟酒税银56000两，教育，筑路各附加—一

成．年约收银4000两。

。 (三)鸦片战争失败后，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丧
失殆尽。，湘潭同全国～样，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工业原，

料供应的市场。按照《天津条约》规定，、洋货在口岸缴纳2．5％

的子日税后，即可运销全国各地，．不再纳税，至于民闽“土
货一，则逢关纳税，遇卡完厘。这种税收政策，庇护了外国商人

的利益，抑制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鸦片开禁，为害甚．·

烈。光绪十年(1884)，，公开征收鸦片税。光绪二十七年，湘簿
可征银16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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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咸丰十一年，自由课税之风盛行，遂致每兴一事，便
有一税附加。当时湘潭杂税杂捐达65项，经征官吏勒索循弊之

项，则更难计数，出现了局卡林立，一税捐繁多、员司猥杂，滥征

虐课的局面。宣统元年(1909)，湘潭的杂税杂捐收入白银

22780两，养廉银1000多两。宣统三年，湘潭税捐年收银194375

两，较之道光二十年前增加十余倍。民众的税负十分沉重。 1、

。1(五)清代的税收管理集权于朝廷。湘潭县政当局依据《赋

税全书》和法定比额岁征岁收，，全征全解，上解藩库。征收事宜

癌县丞、，主簿办理。乾隆十八年(1753)起，财政拮据，遂准

备省自由开捐。自此，．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逐渐解体。、至光

鳍二十年(1894)，出现了各地“督抚权重’’、自收自支的局
面。。

．1’(六)随着税捐征收范围的扩大，出现了厘金局卡等类征收

机构，湘潭、湘乡均系湖南的甲等县，机构及其主管官员统由省。
直管和委派。稽征管理也有了新的突破。初时征收厘金，商人选

避，乃采行源泉控管，无论水陆，择街途要道依次设卡，截征过

卡货物的通过税，对于坐商，则采用查帐征收的办法，辅以代

征、包征等多种形式，使用厘票、贴照：印验等照证进行稽征管

理。税收计划管理(如厘金比额)也初显端倪。■含厘卡，基本

上能控制一方之商货。由于集权型的税收管理体斜的解体，厘卡’

凭借其强大的控制力滥抽厘金，即逢卡抽厘，处处加税，造成商

品阻滞，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一y

■ ’j

‘-一’
__-

』一： ，f．：H：

。‘：民国初期’<1912,，1927)0军阕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湘潭

地处湘中，饱受变故，i兵扰民瓯经济衰落。欧战爆发，外商无‘
瑕东顾，民族工商业得有机会发展。湘潭机制商品和手工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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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采矿业均相应获得发展。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城市沦陷。

长沙大火后j湘潭工商业又有新的起色。这一时期，湘潭的工商。

税收也逐渐上升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工．

商税翩亦渐趋完备、统一：它是湘潭税收史上急剧变动，承前雇

后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过民国时期的演变，湘潭的工商税钳

形成了货物税、营业税，盐税：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六大体
系。。’_。1、?，‘．．、 ．。：‘。 ‘．|．‘：～．、一； ：’，。

j-。民国初期的湘潭税制，多循清末之旧法。民国17年(1928)t p

湘泽裁废厘金；开征货物统税。民国20年，湘潭开征营业税，陲

时扩大统税的征收范围j．逐渐取代特种物品产销税。民国35年，，

统税改征货物税，采取就厂(场)从价征收，手续简便，纳税

后即可通向全国，不再征税。它较之过去的厘金和特种物品出产

税(产销税)，采取物物课征，卡卡加征，’是一个进步。但它

毕竟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r只不过变换敛财手段面
8。 ．+

。x4∥ ．．，-’≈’ ‘i。。
． 。。 ，，”‘．。

’，抗战期间，湘潭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有了P定的发展，这兢

为直接税的开征奠定了经济基础。民国25年7，月，湘潭开征直接

税，．就营利事业所得、薪给报酬所得和证券存款所得进行课征。．、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感到当时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受战争影

响，收入急剧下降，同时也看到所得税在战时各国财政收入中所。

处地位的重要，便极力推广。民国35年，湘潭所得税体系形成，

它包括营利事业，薪给报酬，证券存款、财产租赁，：一时所得租

综合所得六类所得税和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又称收益税)。所

得税的创立，意在节制资本，均衡社会财富，它是由间接税，消

费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向现代工商业能力税结构迈出的试验性一

步。但是，发内战财、国难财的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和投机家

或逃税或拒不纳税，而中小资本企业却税负很重。、6j t。‘’‘“’：

2民国初期，军阀分割，各自在统治区内为所欲为，丝毫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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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节制，税捐附加、，苛杂摊派，此兴彼效，出现了“往古未闻

粪有税，至今雎有屁无捐弦、：“民国万税彦的局面，打破了历史上

i靠大抵当一代开创之初，．必务宽大所征无几，继世之主，由渐增

一繁，及叔季而密如牛毛"之常例。民国17_26年，政局稍定，湃

潭县政当局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着手整理税捐收入，．废除
厘金、杂捐。但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团防、保安经费有增无已，

税吏包征、估征、标征，贪污中饱，相习成风。抗日战争期间，j

圈赋改为征实，新的附加、摊派迭起，7人民负担更形繁重。民鼠

，34年，国土光复，湘潭县政当局执行国民党“以内战代替外战弦

的政策，’抗战时期的繁重税收不独未除，且又变本加厉，已是无
物不税，无事不捐。 ，’

．、 t-
。。。- ’o

1， 。。。‘．。’：

∥ 民国6年以后，封建割据进叶步加剧，各项税收全由地方军

阀操纵，谁收谁用，各自为政。湘潭的税捐机构此兴彼撤，主管
宫员更替频繁。祸国殃民，t奠此为甚。’民国17年7月j。南京国民

政府将税收划分为国家、地方两级管理。民国23年6月，始有县

级税收。民国29年，湘潭县征收田赋、营业税、契税，牙脱及各
项杂税杂捐共152．3万元；湘乡县征收40．1万元。民国30年，税

收划分为国家税与县税两级。民国35年，仍改为中央、省、县王
级。国税由中央政府公布法令，湘潭设国税局征收I地方税由中

央制定通则．省制定细则，湘潭设税捐征收处征收，杂税杂捐酶

开征，停征．只需县议会讨论通过，税率伸缩自如。减免税权集

中在中央财政部或省财政厅，县政当局对国税、省税无权减

免。’这个体制一直执行到1949年7月止。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下

实行的分权制比封建集权制进步，但在“四海穷困力的情况下，
中央，省、’县也都一筹莫展。r

4采·i民国初期的稽征管理，*多沿袭清宋一套办法。税局催征遇人
力不敷支配或屡催不缴者，可申报县府派军警协助或拘传，严限

押缴。，民国25年，直接税创立后，需要一种控制力强的有效征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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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予是稽查便上升为一种主要的征管手段。稽征的始源，大致

上有税收就有稽查。按范围有内部，外部稽查之分；按方法有定

点、流动及更深层次的技术性的帐务稽查．民国35年，开征货物

税，建立了厂商登记，评定价格、查验货照、违章处理，实行

证、照，花、票等四大照证，起运申报、验货征收等一套稽征管

理办法。民国37年，所得税和营业税统一实行查帐征收。这种征
． 收办法，r直沿用至今。 。 。，’ 、 。“， ，j

l。湘潭的税捐机构由省垂直管理，主管官员概由省委派。民国

25年，。直接税局提出口新税，新人、新精神黟的办税方针，征收

人员须遵守“廉，能、勤、毅万四个字，懂得工商各企业会计镧
度和核算方法，通晓财政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否则不能任其

职。税务人员实行‘‘官圩与“职劳分开，按税务员(高级)、税

务助理员(初级)，税务生分别擢用，并明确规定只有税务员，

税务助理员才能担任税收征管工作。民国35年8月，货物税局为

提高税务人员素质，提出四个字I‘“廉，能、忠、勇一。湘潭亦

按此规则要求税务员工。 。：。 ． 。．∞， ：：， 1一

。 民国初年，税收征解仍沿用清来“四柱清册黟，核算较简

革。民国4年，．厘金局始设会计部门。民国18年后，吸收现代会
计技术，建立税收课征会计，核算较严密。工商税收计划管理，

则依据财政预算的岁入部分作为计划执行。由于会计人员的任

兔，决定于局长的去留，失去了会计监督作用。。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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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9年8月，湘潭解放i 1950年9月，湘潭市税务局成立，．‘

。 开展城市税收工作．在这以后，湘潭工商税收工作的发展，。大体，

可分为三个阶段1 ．爷
。

t，t． 。．
．

t

、“

、 1950--'1957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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