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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筹办人刘继勋，原博白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第一任

局长朱其民，原博白县税务局副局长周白方等四位老同志对本志书的

编写关怀备至，在此特致谢意。

本志书断限上溯至清代，下讫一九八七年。由于间隔时间长，资

料残缺不全，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博白县税务局局长朱其瑛

一九九O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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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清政府建立以后，吸取了明朝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一反过

去所为，力取怀柔政策，标榜轻徭薄赋以收人心，当时税制只有盐

税、茶税、酒税、渔税、土药税、契税、当税、牙税、矿税，海关

税、常关税、差徭、丁赋等。康熙十二年(公元I 68 3年)还作了一些

免税规定：免天下漕粮四十九年，免天下地赋丁赋五十一年，按当时

人丁征钱粮，嗣后所生人丁免征。

道光十二年(1832年)博白县税课有：盐课、田房契、当店、铁

r o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 1年1月I j日)太平军在金田村正

式宣布起义，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筹集军饷，于咸丰三年

(I 8 53年)兴办厘金，共分三种三类(三种即百货厘、盐厘、士药

厘；三类即落地、入境、出境)。百货厘又分一千九百四十二项。

宣统二年(j 9如年)广西每二百二十斤盐税银三钱五分，加上西

税、旧案加价、新案加价、练兵经费、广雅经费等就达一两四钱八分

五厘，附加税为正税的3．724倍。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税制基本沿用清制。民国I 7年政局稍定，

中央始划分国税、地方税；24年划分中央税、省税、直隶于行政院的

市税、县税或隶属于省的市税；民国31年、35年两次划分为中央税、

省税、院辖市税、县市税。当时中央虽明文规定，除所得税可按正税征

收20％以下附加外，其余不得以任何名目征收附加、捐费。但广西则

添设了烟酒税、烟酒牌照税、烟酒公卖费等附加，几乎税税有附加，

作为县地方收入，而且附加超过正税，民国23年博白县正税收入是

33000元(国币、下同)，附加收入70300元，附加为正税的2．I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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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资源税、匿营企业工资调节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燧油特别税，土地使用

税等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农村工商

税收也在不断变化。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以前，一方面要有利于发

展农村经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照顾农民生活；另一方面是限制农

民弃农经商，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博白县农村税收按照中央统一

规定，比照城市工商各税的征收办法征税，只是减免税比城市放松一
点。一九五六年十月为了适应农村合作高潮后的新形势，博白县按照

·省人委制订《关于农村工商各税的暂行规定》执行征税。其主要内

容：原木、烤烟叶：’陶瓷、土纸、茶叶、晒烟叶、神香、鞭炮、淡水

鱼、酒、植物油、原竹、砖瓦等十三种产品征收商品流通税或货物税

(非列举的免税)；出售手工业产品，从事专业对外运输、车缝、

碾米及加工植物油收入征营业税；自宰出售和自食的猪，牛、马、羊

征屠宰税；购买牲畜征牲畜交易税·一九五七年八月，省人委根据中

央财政部颁布的农村税法，对省原制订《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博白

县按照修订后办法执行。一九五八年在公社化高潮中，农村人民公社

实行税收包干上交，不再征税，在执行中对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

．利益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一九五九年九月，区党委、区人委重新明确

农村征税办法，博白县均照规定执行。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九八

一年三月，一九八二年七月，一九八四年一月，广西区人民政府对农村

税收政策先后僬了调整。到现在博白县农村税收仍按照列举品目征税。
博白县税收收入及货币单位。清代以银两为单位，康熙四十五年(I

706年)盐税收入·千零三十八两；乾隆三十年(j765年)每年盐税一千

三百六十九两，小税五十四两；乾隆五十五年(I 7 90年)盐税四千二百零

六两，当店二十五两，铁厂四十两·再有田房契价银一两税银四分。

民国初期以银元为单位，但亦有以银两为单位的。后来以国币为

单位(还有广西币、广东币、关金券、国库券)。广西币2元折国币j

元，广西币I元3角折广东币或国库券I元，国币20元折关金券I元，税



收则以国币为单位。 ．

民国37年8月发行金圆券，国币30。万元兑换金圆券I元，发行数

月金圆券又贬值，38年春改发银元券，银元券I元兑换银元I圆，但发行

并未通用，全部使用银元，‘当时税收亦改征银元，奇零数收银毫，如
无银元、银毫得折收外币(包括港币、越币)、谷米或棉纱，当时博

白县各税捐稽征所均设有税仓。
民国2j年博白县税收收入幻．6j I 3万元(国币，国、省税不在内，

以下同)，22年收入42．488 6万元，32年收入8 34．2348万元，36年收入

16．0398934I亿元，37年上半年收入122．03369860亿元。

民国37年6月至38年解放前，中共博白县委领导下的游击区南流

税站实行商业一次过按率低额收税，税率为5～7％，日用品、大米

为5％，旺征时，一天能收大米2千多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白县自j 951年至I 98 7年的3 7年，工商税

收总收入为人民币27496万元，占县财政总收入393 62万元的69．85％，

年税收收入最低的I 95 j年6 6万元，最高的1 987年3 I 74万元，增长47．09

肚
I口。

博白县税务机构设置。雍正十二年(j 7r34年)前已设有江南、柯木、

沙河、江滩等厂征收落地小税，雍正十三年裁去柯木、沙河等厂，

只存江南厂，该厂位于县城北部二里许；

成丰五年(1855年)设厘金局；

光绪三十年(j 904年)裁厘改税，设穆博盐务兼统税局；

民国时期，先后设有穆博盐务兼统税局、穆博盐税征收局、穆博

榷运局、穆博饷捐局、穆博统税兼饷捐征收局、穆博饷捐分局，穆江

饷捐分局兼盐税征收局马口分所、广西区税务局穆林分局博白办事

处、广西直接税局穆林分局博白查征所、穆林国税稽征局博白稽征

所、广西省穆林区税捐稽征局博白驻征站、博白县统税局、博白县印

花烟酒分驻所、博白县禁烟检查所、博白县地方财务局、博白县税征

收处、县税捐征收处、县税捐稽征处等税务机构。

民国22年博白县设有穆博统税征收局、穆博榷运分局、博白县印
9





大事记

乾隆三十年(公元1785年)

道光十二年(1832年)

民国元年

民国2j年

民国29年7月1日

民国3．!年5月

7月26日

民国33年

9月

设江南厂征收盐税和小税，还在柯

木，沙河、江滩征小税。雍正十三年(公

元1735年)奉部令撤销柯木、沙河、江

滩各圩小税，只存江南一厂。

江南厂滁征收盐税、厂税外，还征

田房契税、当店税、铁厂税等，往来货

物除米谷外，均征厂税。

设立统税局，征收厂税、契税、贴

费、饷押捐、牛羊捐、船捐等。

国税机关有：穆博统税局、穆博榷

运分局、博白县政府财务局。

博白县县税征收处成立·

财政部广西直接税局穆林分局博白

查征所成立，主任韦国锋·

博白县政府发布布告各种营业均应

于开业前申请领照方得开业，否则由征

收员通知所在地区署或乡公所派警押送

来县府法办。

改博白县县税征收处为县税捐征收

处。

停征衣车营业牌照税。

省发布各县奖励举发税捐走漏及舞

弊办法，以三成奖励举发人。

叠彝



民国35年2月

民国3 6年1月

I工月

民国37年

6月

I O月

I 94 9年I 2月1日

工94 9年j 2月30日

J 950年3月j 8曰

5月23日

6月9国

工953妥嚣

县税捐征收处检讨会议讨论决议：

①柬经请假不当席一次者记大过一次；

?。②不．出席毛落者扣发该月蔷津三分之
”：4一；⑨不出席三次者报县撤职。

改县税捐征收处为县税捅譬征处。

博白县政府发出布告于I j月29日起

开征地价税。

是年因物价高涨，使羽牌照蜕提增

至三十倍征收。

中共博白县工委改组为博白县县

委，书记张祖贵，副书记熊福芝。

成立县财经委员会，主任江清(江

清被捕后由熊福芝兼任)张平负责具体

工作。

县税捐稽征处裁撤，并入财政科。

博白县解放

穆林专员公署派该署临时税务处接

管工作员刘继勋到博白县接管原国民党

广西省穆林区税捐稽征局博白驻征站开

展税收工作。

博白县税务局成立

凤山税务所所长黄仁成在凤lif被土

匪掳去杀害。

博白县人民政府成立。

宁潭区的车田、旺垌两乡和官垌区

随县行政区域的调整分别划给陆川、浦
， 北两县管辖，龙潭区的虎塘、新村、河

西、水车等4个乡和新南乡两个村划给



I 955年3月如日

1957，年1月

I 958年8月

j工月

I 95 9年7月

工98工年8月

_I 982年3月

1963年

1964年

j965年

合浦县管辖，车田税务站及税务员王祖

明和官垌税务站及税务员刘钊基分别戈IJ

给陆川、浦北两县税务局。

试行商品流通税。

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1日币兑换率

是l：I o000元。

税务局与财政局合并为财政局，办

公地址由袁家祠搬到南街(现工商局)。

全国进行工商税制改革，。进一步简化

税制。
。

全县撤销基层税务所、银行营业

所、成立财金所，业务上受县财政局、

县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

全县实行人民公社化，设人民公社

I 4个，同时取销农村人民税收，任务由

县分配给公社包干上交。

取销税收包干，恢复农村税收，设

基层嫩政税务所I 4个。

财政局与税务局分。渺，办公地点仍

旧，财政局在楼上，税务局在楼下·

全而开征集市交易税，并停征牲畜

交易税三年。

博白县发生大旱灾，农业大减产，

在税收上分别给予减免照顾。．

博白县税务人员学习刘朝兴经验，

下队蹲点促生产?与群众四同{f=同吃、

同住、同学习、同劳动)。

县税务局增设副政j罐导员一人，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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