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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下，税收科研

所组织相关人员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税务志

下卷(1989—2000)书稿的编纂任务。在本书出版发行之际，

谨向为编纂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深切的慰问和

衷心的感谢。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税收工作的发展和延续，更

直接承载着历史的脉络，从税收法规的贯彻到具体政策和制

度的执行，元一不刻下历史的痕迹。因此，写好一部税收发展

史，既是对以往工作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对未来工作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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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启迪，说它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言之确切。

1 989～2 000年期间的税收工作，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后税收工作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

从宏观上看，8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

发展有了重大突破，提出了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搞

活经济，加强宏观调节等观点。在所有制理论上，提出了所有

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主张，并客观地肯定了集体经济、个体经

济和私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这一切，分别写进了党的十二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三大报

告和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从而为这一时期的税制

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法律、政策依据。

199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其中就包括税制改革的任务。1 99 3

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

列重要决策，而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要加快税制改革。同年

儿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勘，明确提出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
则和主要内容。

可以说，80年代中期实行的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

税制改革，是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

90年代初着手进行的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是适应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1994年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工商

税收制度开始进入全面改革时期，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全面

改革了流转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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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流转税制；第二，改革了企业所

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

的多种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了个人

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

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

个人所得税；第四，对资源税、特别目的税、财产税、行为税作

了大幅度的调整，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了土地

增值税，取消了盐税、奖金税、集市交易税等7个税种，并将

屠宰税、筵席税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新设了遗产

税和证券交易税。这是我国建国后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

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这次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规范了税收分配关系，促进了税收收入

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将主要税权和大部分税收收入集中到中

央政府，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使税制更趋于规范、

简化和公平，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税收的职能作用

进一步增强。

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和后几年的逐步完善，我国已经

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

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长春市的税收工作也获得了长足发展，1989

年全市全口径税收收入为13．17亿元(当时税务机构还没有

分设)，到2000年，仅国税收入就实现了61．71亿元。同时，

队伍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干部队伍全面

实行了公务员管理；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政行风测评年年获

得第一名。这个时期，也是税收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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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阶段，2000年以后税收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都基于这一

阶段奠定的良好基础。

历史是一部教材，它教于我们的是磨砺的真谛、成功与

启发，展示给我们的是美好的前景；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使我

们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了过去，对未来的历程也有了一个基本

的把握。每一个从事和热爱税收工作的人，都应该认真关注

税收的过去，知史使人明智，懂得过去，方能拓展将来。相信

这部税收志书在这方面一定能够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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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务求思想性、科

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

二、本志的断限；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1988年底。

三、本志的记述范围，以《长春市志》下限时间的长春市行

政区划为准。个别历史资料按这一规定难以处理的，仍按历史行

政区划记述，并作必要的说明或注释。

四、《长春市志》采用两级结构，即由总志和若干分志组成，

记述层次为章、节、日。内容比较复杂的分志，在章前设篇。

五、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人物》一章(不标数序)。关

于立传人物，坚持在世人和外国人不立传的原则，坚持以当代人

物为主兼及各历史时期人物的原则；坚持以正面人物为重点兼及

反面人物的原则。对于不够立传标准但需入志的人物，主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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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系人的方法，同时也采用表、录的形式加以记载。

六、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大事记》一章(不标数序)，

原则上采取历史编年体，记录足以反映历史进程和各历史阶段基

本特征的大事。

七、总志与部分分志必要时设《附录》。

八、入志人物均直书其名，必要时酌加职务，但不加尊称。

九、本志的境内地名，除历史地名外，今名以《长春市地名

录》为准。国内境外的今地名，以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简册》为准。使用历史地名均加注今名。 ．

十、本志涉及的外国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的《外国人名译名

手册》为准。

十一、本志内容记述中的历史年代沿用通称。但自1931年

“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

止，这一时期统称为沦陷期间。

十二、本志涉及的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以中国传统纪年

为主，加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以公元纪年为主，一般不加

注民国纪年。除引文与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用伪满纪年与日本

纪年。 ，

十三、本志的用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

布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发布的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历史人名、地点为防混淆酌用繁

体字。
’

十四、本志的标点符号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中的规定为准。

十五、本志的数字书写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六、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以1994年7月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

用》中规定为准。

十七、本志的引文统一使用页末注(脚注)，注码标在引文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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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税务机构

第一章

税务机构

第一节税务人员编制

为了适应新时期税收征收管理职能的要求，长春市税务系统在1987年和

1988年两年增加编制的基础上，于1989年再次增加编制o 1989年12月，按照

省编委和省税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全省税务系统增加编制的通知》要求，结

合各地区实际工作需要，省局分配给长春市税务局增加编制136名。本着充实

基层、加强一线征管力量和县以上机关不增编的原则，此次增加的编制全部用

于基层税务所(分局o 1989年底，全市税务系统共有职工3242人(干部为

3147人)o其中，市区有职工1845人(干部为1800人)，县(市)、郊区有职工

1397人(干部为1347人)；征收单位有税务干部2922人；市局机关有职工83



2 长春市志·税务志(下卷)

人(干部为78人)。

1 989年各单位人员编制情况表
单位：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原编制 增加编制 新编制数

1 南关分局 301 74 375

2 宽城分局 1ll 44 155

3 宽城区局 170 32 202

4 朝阳分局 241 65 306

5 二道分局 197 45 242

6 汽车厂分局 175 48 223

7 稽查大队 55
’

5 60

8 税务干校 38 2 40

9 房 管 所 50 -22 28

lO 服务公司 20 20

1l 汽 办 15 -3 12

12 烟 办 6 6

13 学 会 6 6

14 发 票 所 3 12 15

15 检 查 室 6 6

16 派 出 所 13 13

17 涉 外 处 10 10

18 老干部活动室 3 3

注：此表不包括市局机关干部78人 ．

1990年新增人员87名。1991年，本着以上原则，长春市税务局再次增加

编制指标80名，其所增加的干部来源主要是当年应届税务专业的大、中专毕

业生和接收的军转干部。经过几次增编，1992年，长春地区税务干部编制达

到了3294人，占全省税务干部总数的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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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旦2生送壹壶地区毯堡王赴编制麦

市县别 编制数(人)

合计 3294

长春市 2(J42

榆树市 286

德惠县 254

九台市 26l

农安县 287

双阳县 164

截至1993年底，全市税务系统共有职工3482人，其中税务干部3403人， ．

占职工总数的98％，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576人，占职工总数的72％，

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有2495人，占职工总数的71％。

1994年，新税制实施，税务机构实行分设，长春市国家税务局成立，对内

设机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据统计，这次机构分设，税务系统原有3575人，到

地税工作1071人，占29．96％，其中科所长543人，国税400人，地税143人；

副处级以上干部83人，国税60人，地税23人。至1994年底，全市国税系统共
‘

有职工2506人，其中税务干部2439人，占职工总数的98％，职工中专文化程

度的573人，占职工总数的22．9％，大专文化程度的1146人，占职工总数的

45．70

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局系统垂直管理暂行规定》，全国

国税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管理体制。

1996年，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中编办发

(1996)10号”文件精神，按照吉林省国家税务局下发的吉国税发[1996]351号

文件《关于核定国税系统人员编制的通知》的要求，长春市国家税务局根据长

国税党字[1996141号文件，重新核定了长春市国税系统的人员编制。此次核

定长春市国税系统人员编制，是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结合长春市国税’

系统的实际工作情况，经过市局党组认真研究后进行的比较准确、合理的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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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核定后的人员编制，按照有关规定正式确定为行政编制，原基层税务

所使用的事业编制一律核销。行政编制包括管理人员和征收人员。管理人员是

指市局和各县(市、区)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征收人员是指基层所及征管、稽

查分局的工作人员。核定编制后，长春市国家税务局依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

例》的规定，对市局机关各处室和各基层单位的职位重新进行了设置，制定了

职位说明书。
’

!皇皇鱼生重堑挞定备望僮厶员编剑坌配麦

序
单位名称

新分配编制数(人)

号 合计 其中：事业编制(工勤)

总 合 计 2450 144

1 市 局 100 8

2 南关分局 221 3

3 朝阳分局 192 、3

4 宽城分局 209 3

5 吴淞分局 231 3

6 二道分局 175 3

7 绿园分局 16l 3

8 稽查一局 48 2

9 稽查二局 59 2

10 涉外分局 43 2

ll 高新分局 31 2

12 经济分局 29 2

13 净月分局 17 2

14 汽 办 13 2

15 房 产 处 27 14

16 发 票 所 27 2

17 培训中心 17 2

18 派 出 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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