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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口．

。荛，；冬南变县税务志》经过税务局的同志辛勤劳作，终于编

纂成书：一它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税务专业志书，可以帮

助了解南安税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各项税种的基本情况，

找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给人们以启迪。 。，ji二i一-， ·麦

0。税收是古今中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财政

收入方式j：它二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巩

固政权，．振兴经济^：实施政策的重要手段。·个国家的政治

状态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税收的形态。税收与国家息息

相关，。在观察．研究大至国家小至县。镇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就得了解与之密切相关群税发历史，方可得出较为全

面j：正确、：科学的结论。：i‘Li。_，}，一，‘：，r善．o_≯

i：渤《南安县税务志》以记述工商税收制度为主，历述自古

至今税种j8I创立．演化及我县醚税收实施情况，史料翔实，

脉络分明-，可读性强。、它不但对从事税务工作的同志有实用
价值．而且可供为致者咨考，为史者阁藏。从这一点来说。

这都专业志书的问世．也是对我县人民的贡献j一，：“ii

舅r新中国成立以来·税务战线上的同志。在党能领导下，
积锻工作。取得了银大的成绩。值此机会。向同志们表示敬

意‘’并望再接再厉．为振兴南安经济、建设新南安而共同奋

斗l，．+j j j。j歹扩：￡气．i；。·r，jj，。．。j，：：．}。．：1：t j、一

“奠。q：凌。“⋯!j。’，：，j’!。二．量黄剑肇 。。：：
，‘、 ⋯i，。，，，，， 。J-1

，{．

‘。一‘“2“。“’⋯』?⋯5 l 9 9 2年2月 ?，。：，’T『⋯⋯，●，．’

1． ．i弓

L■-P

o}‘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常 言9

i 。在泉州市税务局，南安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及南安县志办

的指导下，《南安县税务志》编写组；’经过搜集资料0。查阏

档案、7调查走访、。归纳整理，历时五年，：艰苦奋战。÷兰易其

稿，纂写成书。 -‘。’?：Ⅲ’，’．Ii·地-髓-y如‘jl；j：f．A强
：t i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j：谨皇粮国税．自

古有之力≯我国夏，‘商j；周的贡。助0彻；。民国时期的关

税、。盐税，‘货物税：二·直接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商品流通

税、二工商统一税、工商税，：直至1984年税制改革后形成的以

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工商税收制度二：

‘在漫长的税收历史里，。朝代刁之断更迭j·税制不断变化。‘7《南

安县税务志》以史实为依据，概述南安县自古以来税制的沿

革和征收情况，材料丰富，·内容翔实，脉络清晰．可读性

强。’它对探索我县税收的发展规律，‘很有参考价值，．从事税

务工作的同志和研究税务历史的专业人员也可从中得刭启

迪。：·∥；、。’∥，坼。≯。。．二’妒7·≯i。I；j。t?、J‘。i!{lf。“：㈡
马克思指出：一!蹦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

他任何东西黟0建国前的税收；是历代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

器对劳动人民的一种额外剥削，．是蝉取之牛民，甩之于

，已謦0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入f社会主义税

收是国家聚集建设资金，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具有重大。作

用。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谋福于民一·劳动人民是

社会主义税收最终的受益者。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务必

认真鉴辨，以提高对国家税收的认识。

当前，随着治理整顿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税收的地位和榫用日矗显箬。为了适应薪形势，薪情况的娄
求．必须不断改进税收工作。《南安税务志》可帮助我们抚

今追昔，吸取经验，承前启后，探索进取，促进税收工作更

好地为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服务。 ，

．．．陈连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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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凡 例 一j’·_：-；、t?

V二≯：。i j“。炙：o?1 9一i!净f：．’。}。，：：“¨、 ”“1，⋯4卜’

．强∥+j’17鬯，：÷』’，：i，≯‘j。小～0，：_．?j。‘ ；：： ·：，j：!■；
，

。 ，f．：t弋．本志书是为本县税务资政、存史、参考、．借鉴而编

写的。部专业性志书。，-“ ’，0 7‘‘，蔓．’．“f t：7≯’

，‘二、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
J，

’

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

放政策。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一

三，坚持实事求是，详今路古、统合古今、详异略同。 ，

立足近现代，突出时代特点，体现地方特色，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服务。 ，

’

四、对间断限：上限始于县建置，下限至1988年，少数

内容适当上溯和下延。 ‘．

五、全书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章节，附录等七

”个部份组成，依次排列。着重记述近现代税收的历史与现状

’的概貌特征及其演变。 ，，

．

： +．，

，

‘

六、表达时、以事命题、秉笔直书、纵横结合、以横为

主，以类系事，逐级统属、文字为主，适当穿插图表。

七、纪年方法，建国前，均以历代年号纪年，夹注公元
、

． 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

八，称渭书号：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地名，均 ．

。

以当时名称为准，直书其原称，不以今称代替，使用古地名

．时，夹注现地名。 。
=

“

九、计量名称、计量单位名称：采用现行国家法定计量

单位。旧的计量名称，照实记载，尽量夹注今值，旧人民币

1均折算新币。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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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税种只记述南安实际施行的。不涉及本县的，一概，t

不录。农业税、特产税、契税和土地占用税归县财政局编

写，本志不记述。 ‘10i— r‘ 。

。

十一、国营利润监交，不属于税种及基金类项目．经管

时间不长、若自立章节、仍不甚妥，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

同涉及多种税收，对吸引外资起极其重大作用，如分剐列入 ，。

、

“有关章则，未能窥其全貌、体现其重要性，所以都以附编处 ．

理o ，。 。j、t：¨．：．：2 j 。、j 。-．．

。’

r。十二、本书中的公元纪年、：百分比，分数、统计数字，

’都用阿拉伯字表达。。： i～。 。，-．：_‘：：‘。≈妒{{'
． ． ‘ ．．．I·

“
』：．

·’
·

”

‘

．

‘ ‘‘ ” 7 ’ ’ ‘：7、 ’+7) ’ ’

，，一’，，．r‘l!。’j j一。 曩、t¨，7．：：．：．一 “一

．j·，” 11’：j 。、， ，．．一．， ，： ，1．．． ：q|‘

暑

●●

一j‘
、

j
’

： ’一

‰

=『≮

，：

，．

，

，

∥}

。_

，●

、靶"

r

．

，

，．

HF
。q!、，

{●
，

～
．．

．～．

』

●

，

，

，

。

p

。

●‘

_

●
■

●

．

，

o，

严

．二

r

k

‘

矗，

．

●

，●C

，r?

一

p弋、

，

f

'

-

．

寸．．

，，

{

，

t

j¨

．t

。

一

．

．h

～二_

}

，

，¨

、

‘J

“～

。

寸．P

；

H气

^．h

-

t

r

’



锄，‘j。．0 0一’
．● ，●-_

‘矿
·

{ ，；矿i、-．’-
，

，

’ ’

‘

。

‘，孓 。，’．■

、一．南安自三国吴永安兰年(260)建县以来，已有一千七
百余年的历史。古时的税收以贡赋为主，其次才是商税。商

，‘税各代名目不同，初期也没有专设征收机构。至宋初始设“税
’

务?于东鹏溪(今丰州：镇郊)_．宣和初(1120)置监官。 ：

明洪武六年(1373)，县置“税课局万，，设大使一名。弘治

：年【1489)，除田赋外，’有渔课、’食盐米，农桑绢j商 --

税、酒醋课等．：清初沿袭明制。一咸丰八年(18 5 8)始征厘． ，

* 金。光绪二十八年(1907)，为支付“庚子赔款一，新增贾 一

， 捐，随粮捐、铺捐，酒捐，膏捐等五项特捐。清末，’。杂捐杂
’

税繁多，曾达八十多种。民国初，曾拟议进行税制整顿和改

。革、公布“国家税和地方税法草案扫，终因政局动乱未能实

施。，特别4年至21年(1915--,-,1932)这段时期，各地军阀割
， 据，自立关卡、滥科赋税、横征暴敛，摊派勒索，各项捐税多

如牛毛；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23年(1834年)，福建
7

省政府分期整理财政时，，废除地方杂狷杂税达513种；当时

税收管征多采取认额包征，-定期缴款的办法，后改为委托承

办制。25年一‘1936年)举办的所利得税之后，终于形成直接

税、‘货物税、地方税三大体系f抗日战争时期，财政枯竭，
’

货币贬值税额膨胀得惊人。特别是战争胜利后，人民冀望休。

养生息，．振兴经济，国民政府反而发动内战，军费剧增，财．

政危机严重，一各项税收有征实物，也有征银元，税收制度混 ，‘．

乱，}摊派之风盛行，取之于民，‘用之于已，百姓受害不浅。

，¨，tj 1949年8月，南安和平解放。同年9月12日，成立南安

县人民政府。并根据《福建省财经工作接管方案》的“一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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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个别废除，税区不变、机构保留劳的原则，建立新的 ．

税务机{勾。保留货物税，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屠宰i ．

税、娱乐税等税种。以保证财政之急需。当年9～12月，工

商各税征收127．37万元(包括盐税73．47万元)。
。 ·

1950年5月，国税与地方税两机构合并。建立南安县人民： 。

1

：政府税务艟，『F设码头、r洪濑、水头：丰州等五个征收所和t

，官桥酶大盈．、李西、．诗山j；华美、’岐山’。：7象峰、’芸美，、，下圩 ．

等驻征组。同年统一税制，：盒国共“个税种，：南安开征的有- 一

货物税、．互商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 ，一

i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盐税等8^种。，当时实行多种税：多次 一，

征的复税制，在税收政策上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豺，城 。

乡互助，内外交流一．的原则，哺力促进南安社会的稳定和国

‘民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畏；国家税收也逐年增加，"1951年 ”

实征232万元，1952年寨征386万元，与1950年比，、分捌为 ?

219％和360％。：为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坚 {

实的基础。’i一，：j。’。?，：≯■ ：’it一。?：曩。．j‘2，7．¨‘：

站r。1953簪1月，．根锯“保证税收，简化税制黟的原则，。‘国 ．’I
凉首次对工商税制进彳亏：若干重要修正鲁’对国营经济控制的卷 ． j
烟，毒粉气水泥，酒类等22项58目的产品，，从原来由产到一

‘

J
各个环节应纳的货物税、。王商营业税、印花税等合并为一次 1

课租：li4的商品流通税。同年8月，根据全国财经会议提出‘的 -1

一过渡时期税收任务和政策，：对公私企业实行、p区男lJ对待，繁
’

j

简不同罗j和，工轻于商，：兰产资料轻于奢侈品，?有益于国计 1

：民生的私营工商企业轻于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企彬 ●
的原则翠．规定对国营商业批发I．业品和本系统内调拨农产J品 '
不征营业税，对私带商业批发；捌照征营业税，：对合作扯经 I
济则给予若干减免税优待；；从而组正试行初舰规定∥公私平 j

，等”纳税的失误，，促进私营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税制j 1

修正后，强化稽{lE管理。’这年本县工商税收收，入达37i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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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i．‘◆1958年起，7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

，划，同年9月进行第；次税制改革。，改革内容；：t f．简芳税
p

， 种j!．把现行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t：印花税等四税。
。。 合并为工商统栅&，一2：：。简化纳税环节。，对商品从生产到销

售环节，实行两次征收制i取消批发环节的营业税；·。辜、。简
。

化中间产品的征税办法；4、在原税负基础上，适当调整税

- 率；i g‘、’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成为独立税椒’称If商所得
残，，硷县管征工作相应改变￡废除民主评J议制度，i实行查帐

。 计征；：由突击性管征改交海经常性管征，并改进计税价格。。

但是i’^从产到销只征丑道’正?j商统}税，则削弱税收的
调节作用0．此时．，正处于“大跃进’’。和农村”鼍人民公j社

化鼍时期j；在生产上出现高指标、。瞎指挥I～浮夸风和共麝
风的错误，，爵致工农业生产连姿三年减产。¨税收也随之减

少’、：1958年工商税收实征671万元，；／1-959年实征628万元，『F
。．． ：降或5'o,／冀氆6寥筝12月，如矗财F税两家合并k称，财税局。?o

．‘税务人员减少，领导精力分散；、管。征力量削弱，il．“文化太革

。 ～：命々期间，?税务机构处于瘫，交状怒，’偷税、j漏税基欠税媳现

：象大增，·内‘豁_些行之有效的规窜制度，i．+又玻当成僖关’、j

． 卡、压纾，进行批判，造成管征制度的素戤，，部分．卸区出现
卜 ：洧税无人收的现象。．1968年度全县税收锐减为696万元，比

≈’ 也年下降10％，1 1969年毒。月i成童州南安县革命委员会财粮

‘金融服务站’’?J'／撤镜县级税务机构。1972年3、月l进衍第三

次税制改革，进：t步简并税种：j税目^’全国仅保留9’个税

种，南安征收妁只有5种，基本上已成单一税制，使税收的
。

调节作用进一步削弱， ，

’

同年12月，由于甫安县税务局机构得到恢复，并随即整

顿税收，大力组织收入，使收入状况大为改观，全县1973"-"

1977年工商税收总额达到3737万元，比1968"-'1972年的2827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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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1年为使税收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家开

征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

时南安己发展境外来料加工企业13户，年均产值为1499万
j

元，随后陆续改来料加工为直接投资，到1988年已有中外合 ，

资，合作企业8家，实际利用外资326万美元+，年产值3555—1

万元， j， 。，：’? ’

．，

，

一 √，1983年第四次税制改革，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 _

‘

税，即税利并存阶段，当年工商税收达1861万元。1984年实
，j 行第二步利改税。对小型国营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 ，

所得税，大中型国营企业按j5％征收所得税，税后再以交纳

国营企业调节税形式上缴财政，完全取消企业上交利润的办 ．

、

法。同时把原有工商税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

税4个税种，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恢复房产税、土地使用
‘

税、车船使用税等4个地方税种。当年税收大幅度增长，．+

1985"--'1988年又先后开征奖金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和恢复征 ∥
收筵席税和印花税。从而改变单一税种的格局，’逐步建立

起一套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各税相配合的复合税” ，

制。以适应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流通渠道的

经济情况；较好地发挥税收职能。， ．i”。。：，⋯。．’

二． 在此期间，税务机构也相应得到充实。县税务局内部共、 1

，设7个职能股、一1个检查队，1个检查站和12个基层税务 #

所，税务干部增至248人。，1988年各项税收入库数为4081万 ，

元，其中工商税收占90％，为1950年的‘0倍。 ，_1．“?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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