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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国家寿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规定，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收是国家凭

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家的性质不

同，税收的性质也就不同。

《涪陵县税收削》是涪陵县地方志的组成部分。本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兜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编写

原赡，实事求是地追述了涪陵县民国时期的税收；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涪陵县税务

机构的设置与变化；概论了建国后工商税收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其改革；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

来涪陵县税收工作的历史经验。它既是涪陵县税收工作的历史写照，又是当前和今后税收工

作的历史借鉴l既为四化建设服务，；又为后人造福。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它未能完

善地反映涪陵县税收工作的全部历史，仅是对涪陵县几十年来税收工作的回顾，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Ⅸ资参考。

本志分上编和下编，除前言、编写领导小组、煽后记外，共十五章三十八节。原财上起

jlf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讫至一九八，年。赁币名称的记载方法，建国前保持原貌，如

法币、银元、金元卷、银元卷⋯⋯等；建国后一律以人民币为准。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

丸五五年二月为旧币．，三月以后为新币，憾币一万元等于新币一元。本志在摘用一九五五年

=i；：月以前的数据时，已全部折为新币记载。 x

7．． 鳊零地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的政治水平低，政策水平差，写作能力有限，志

寸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我们殷切地希望同行和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并向在本志编写过7

狂中盼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深表谢意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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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税收(1912年m1949年)
h
一 ’

茎三茎建概述置,涪．oo套,ooo,。’,,,蠢’．,,o誓oo O-DQ oo曼oo：：：：三i要∑美聂：：：：：羲：：囊曩蠹蔓夏戛茹聂=：：：：：Z；第二章建置涪革·o⋯≮。：“-j：尚·”：一磊⋯一⋯：托一二“·_鼢oo·≮赫蛾A⋯二”-确r·：毒_⋯⋯·(2)
第一节民国初期(1912年——1917年)⋯⋯⋯⋯⋯⋯⋯⋯⋯⋯⋯⋯⋯⋯⋯⋯⋯⋯。(2>

第．；i二节 防区铺时期、(1918年——。1935：年c)⋯。硝点一。㈡矗⋯越_础矗。盟_灌·盘·．=；_．．．···芑(髫尹

第三节‘川省统_时期(1936年二一19巷9年)，。。⋯小⋯矗k。⋯⋯盘。矗一·0童·i妊二⋯⋯≤§：殍

第三章。税捐种类⋯·_矗“小．．．。·寸“⋯。⋯⋯“谢蹦一_一“洲-·搿k“”·：文”⋯¨小”．⋯⋯⋯3℃4)

。第-节’+国税。⋯．⋯j⋯·训“·黼一厶。以·矗“““·。一一⋯“⋯⋯⋯州。_⋯·o⋯“小．．．⋯⋯(垂)
!，，‘：L二『4‘霸卜税．?·?^。⋯i^：?·．·i?··?··。⋯·“。⋯i⋯i oo；o,o o,ogo矗if⋯；⋯·。-·¨⋯⋯⋯··．．¨即‰⋯j⋯”：”·!⋯·¨^”⋯¨；·～(4)

；兰j．爝酒税⋯⋯⋯^⋯一··?涮⋯⋯“·“⋯一k⋯⋯⋯·：．．．j一··：一一．．．．．⋯：⋯‘，·o⋯”o·o·j·o o．ot·；《酗

L，兰：统税”⋯．·i⋯^⋯⋯⋯?⋯⋯·⋯⋯⋯⋯⋯：．．．·‘·-‘⋯⋯”⋯·-：一：“--。⋯：一⋯：．．．：·⋯”聂。·”⋯”⋯⋯··(5)

四、印花税⋯⋯⋯⋯⋯⋯⋯⋯⋯⋯⋯⋯⋯i⋯⋯⋯⋯“j⋯⋯．．．⋯：⋯⋯j⋯·”⋯⋯‘¨．，⋯加⋯(6)

五、所得税⋯．．．⋯·⋯⋯⋯⋯⋯．¨．w⋯⋯“．··“．-．一一⋯“：咖⋯．-．一．．．⋯，．．⋯．．．⋯硝赫”⋯⋯-(7)

‘第三节省税一‰。⋯⋯⋯⋯⋯“⋯⋯·小·m““·’⋯⋯⋯·⋯‰m⋯““⋯。⋯一蕊’⋯“廿"．曲··凡⋯L‘(．g)誓

?^’一、契税⋯i⋯j埘⋯“·⋯⋯⋯⋯⋯“·娲t甜“⋯“Ⅳ“·。‘·‘⋯⋯⋯“⋯“‰m·¨⋯．．-“¨‘(8)，

i一三、屠宰税⋯““⋯。⋯⋯⋯⋯⋯”⋯。：．．．。“m、m一一t⋯”⋯’⋯．．．⋯⋯⋯一⋯⋯⋯⋯．．．．．．⋯⋯^’‘(9≯

．j兰0房捐⋯⋯⋯‰⋯⋯⋯ii⋯一．．m。舢um一⋯“m、⋯m“⋯⋯、⋯’．．．一“⋯⋯“⋯¨．．．⋯㈠一⋯⋯c Qo)

≤o．囱：?c自税⋯tj“·j”I““⋯“⋯·““···”。．．-··；t“⋯*“·⋯·““⋯““·t”“⋯““；”“-·⋯一-⋯⋯⋯··i⋯o。”“⋯·¨÷：j(，1，1)
’

l j。五、。牙税⋯．“ij⋯。．。⋯⋯⋯”；⋯⋯“⋯··⋯⋯“·“⋯⋯⋯⋯·、”．．t”、，⋯··-。。．、．矗··：⋯··”t：··：¨j”·，每，”l”，j··一tIl麓：

，·?：芝!六：。’典当税“⋯；n．t．。⋯”“·，晋⋯··、⋯⋯⋯⋯。”·．．⋯⋯·⋯⋯⋯⋯⋯i·。·．’●：t：··j-⋯一··；-?：≤·曼?；毒；”””一⋯⋯·?7(1i)

·。《：0e、‘统捐”“⋯；、·；·⋯⋯“-．．⋯⋯⋯⋯⋯⋯⋯·“”⋯·⋯”“”⋯⋯⋯⋯⋯⋯⋯⋯⋯⋯。““一、：每····≤·'·⋯·o?+j．(12)

．”f 1狄。地方税“一⋯⋯⋯⋯⋯?⋯⋯一⋯mn一一⋯⋯．．“⋯⋯m⋯_⋯⋯⋯爵：_釜!：i·爵⋯0：J(1幻

j!，!：兔：‘J营业税⋯“⋯⋯⋯⋯⋯⋯⋯⋯⋯⋯⋯⋯⋯⋯⋯⋯⋯⋯⋯‰一⋯·汹一⋯甚茹掌∞i(1童露
oo十i烟酒牌照税⋯⋯⋯⋯⋯一⋯一⋯⋯⋯⋯⋯⋯⋯⋯⋯⋯⋯⋯⋯⋯．．．⋯”：：-童j⋯膏。t缒)

i’斗一：‘茶税一¨⋯⋯“⋯．．．⋯⋯⋯⋯一-⋯⋯⋯·nm⋯⋯·⋯⋯·⋯⋯⋯⋯⋯如⋯⋯⋯·⋯辞。。(1藿)

‘。：i十二、一糖税i—m⋯：：-·，j。。⋯⋯n。⋯--．⋯··“精⋯”⋯⋯⋯鳓”⋯⋯矗·?“釜：m：；·：蕊⋯⋯∥(-15)
o|__十三：：-鸦片烟税一⋯m!．．．一⋯⋯．．．⋯·mi··j⋯“⋯⋯⋯‰⋯Ⅲ．．．_⋯··妊w¨“·为·拍“⋯·⋯!(15)

、冶奎节⋯县⋯《市>’地方税m⋯⋯⋯o_-_“一⋯·-“-一¨“-≯矗．．．¨砸小∥·硒·¨¨··≯⋯⋯，，(16)
o；。、营业牌豫税⋯．．．一．．．．．．f·奄·j∞珏．．．⋯⋯m．．．“⋯南⋯-确·：矗j·¨o一⋯．．：¨：≯-⋯-．-⋯：：《1G)

王：i



’

二、使用牌照税⋯．．．⋯m一⋯⋯⋯．．．．．．．．．．．．⋯．．．⋯妒⋯⋯⋯⋯⋯⋯⋯．．．⋯⋯⋯⋯⋯⋯⋯”(16)

三、行为取缔税(筵席娱乐税)⋯⋯．．．⋯⋯．．-⋯⋯⋯⋯⋯⋯⋯⋯．．．⋯⋯⋯⋯¨⋯⋯⋯⋯·(17)

四、公营市场使用费(税)⋯⋯⋯⋯⋯⋯⋯．．．⋯⋯⋯⋯．．．⋯⋯⋯．．．⋯⋯⋯⋯⋯⋯⋯⋯(17)

第四节苛捐杂税I$0J 805Dt·iO05001009·■m⋯⋯．．．⋯⋯⋯⋯．．．⋯·*¨肆⋯⋯⋯⋯⋯⋯⋯⋯⋯⋯⋯⋯(18)

第四章横征暴敛民不聊生⋯⋯⋯⋯⋯⋯⋯⋯⋯⋯⋯⋯⋯⋯⋯⋯⋯m⋯⋯⋯⋯⋯⋯⋯”(19)

第一节抗税抗捐群情激奋@15·Iolo mooo$#i$IQOD OOOQ$$15@一⋯⋯⋯⋯⋯⋯⋯⋯⋯⋯⋯⋯⋯⋯⋯‘(19)

第二节军警欺民参与税政⋯⋯?“⋯⋯⋯⋯⋯⋯⋯⋯⋯⋯⋯⋯⋯⋯⋯⋯⋯⋯⋯⋯(20)

第三节招商包收豪绅渔利⋯⋯⋯⋯⋯⋯一⋯⋯⋯⋯⋯⋯⋯-⋯⋯⋯⋯⋯⋯⋯⋯⋯⋯(21)

下 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1949年12月一198】年12,PJ)

第一章概述．．．m．．．．．．⋯⋯⋯．．．⋯⋯⋯⋯⋯．．．⋯⋯⋯⋯⋯”⋯⋯⋯⋯⋯⋯⋯I．．Ⅲ⋯⋯⋯⋯⋯n十(25)
第二章。机梅溶革⋯m⋯⋯⋯⋯⋯⋯⋯⋯⋯．，．⋯⋯⋯一⋯⋯⋯⋯⋯⋯⋯⋯m⋯·_⋯⋯⋯一《暂)

第一节接管壤税务机构．．．⋯．．．⋯⋯．．．⋯⋯吖州⋯⋯j⋯_⋯⋯⋯⋯⋯⋯．．．⋯⋯“⋯“⋯⋯'．．·《凹≥

第二节建国视期(1949年——土956年)⋯⋯⋯⋯⋯⋯．．．⋯．．．⋯垮．．．⋯⋯⋯⋯··*一⋯·一(27)

第三节建设时期(19．56年——l黯6年)．．．．．．⋯⋯嘿·．．．⋯⋯．．．⋯⋯．．．⋯⋯⋯．．．⋯⋯¨H～”·。C29)

第四节 哆文化太革命"时期(L966年——．-1、976年)⋯⋯⋯一⋯⋯⋯⋯叩⋯一⋯～■‘-(。29)

第五节粉碎冀四人帮黟后(197，6年——曲81年)．．．⋯⋯⋯⋯⋯⋯⋯⋯w⋯"⋯·“咿⋯。《30)

附_、涪陵县税务机梅演变图‘建国以后) -．

附=0兰十二年来税务干部(包括代征员)人数变化图， ．．

；‘

第兰章^事褥蓐⋯”⋯-．．⋯⋯⋯⋯．．．⋯⋯⋯⋯⋯⋯⋯．--．⋯⋯⋯"⋯⋯⋯．．-“¨gO·$OJ～一⋯“p(32)
第一节t局长11 50 OOOQ”⋯．．．-．．．．，⋯一．．．“”叩．⋯㈣⋯⋯w⋯⋯．．．⋯⋯⋯⋯⋯⋯⋯中‘。⋯⋯·I$‘llr一⋯C32)

第二节股长(课长。主任r)．．．·⋯·，¨．．．．¨．．，¨．一⋯"．．．．⋯⋯⋯⋯⋯⋯⋯¨，噼⋯“．．I¨”’．一⋯‘(33)；

；第三节所长⋯．．．⋯⋯．．．⋯．，．“⋯⋯．．．·．．．·．．．·⋯；m．-．，⋯⋯．．．⋯”．．．·⋯．．．⋯⋯⋯一⋯⋯·⋯⋯．．～⋯《35)。!

第四节。已撤销股，所⋯．．．⋯“．．-"．一¨．．．．m．．M蛐一．．．．．．．．．”m．．．⋯．．．．．⋯·⋯⋯，．．⋯w”““““⋯“O)

缡勰章党、翱和职工．队翠建设．．．m⋯．．．．．．m“¨”⋯．．．⋯⋯．．．．．⋯⋯⋯“⋯⋯⋯⋯．．．·．¨“～⋯⋯≮42)

、第一节党，团组织韵建立和发展⋯⋯”⋯⋯⋯⋯⋯⋯··．．．⋯·⋯一⋯⋯⋯⋯”⋯t．．⋯”“”⋯。¨(42)

藻三节职工结_：lJJ卜．．⋯⋯⋯⋯⋯⋯⋯⋯⋯⋯m⋯．．．⋯⋯⋯⋯⋯”⋯⋯．．．⋯．．．．．．⋯⋯·一Ⅵ～⋯(4"

德兰节。岗位责任制⋯⋯．．．¨⋯⋯⋯⋯⋯⋯⋯⋯⋯⋯⋯．．．⋯⋯?⋯⋯⋯一⋯⋯⋯Ⅷ．1“⋯⋯(47)

缡氧搴‘鞴穆捌度和稽征管理嚣⋯⋯⋯⋯⋯⋯⋯⋯⋯⋯⋯，一·⋯·⋯⋯⋯⋯⋯m．．．”·．．一“～⋯《50)
、攀峄节建国初期韵税制⋯⋯⋯⋯⋯⋯⋯⋯⋯⋯⋯一⋯⋯⋯⋯⋯⋯⋯⋯⋯Ⅲ·h一⋯⋯一(50)

。纂二第税制改革⋯⋯⋯⋯⋯⋯⋯⋯一⋯⋯·⋯⋯⋯⋯⋯⋯⋯⋯⋯⋯⋯⋯”．．．一“⋯⋯．．．-(d50)
；每。一九五。年全国统一税政，。建立新税制<195-0年——1952年)⋯⋯·⋯⋯Ⅲ⋯⋯u(50)

‘．．：、一九五兰年税制修正(．1953年——11957年)⋯⋯⋯⋯⋯⋯一⋯⋯⋯⋯⋯⋯⋯⋯‘<51)

I_毫吨，—九五八年改革王高税制(19鹞年——19．72年)⋯⋯⋯‘一一一⋯⋯．．．¨⋯Ⅲ⋯⋯“邻1)

囊‘四、一九七三年进一步改革正商税制(19．73年——1981年)⋯⋯⋯⋯抽Ⅲ⋯⋯⋯”(t52)

“盔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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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涪陵县工商企业户数统计表一一·一一一．．．．．—·“一．．．“··⋯“一⋯⋯⋯⋯．．．”&66·6 et6一··

第三节 税种前演变⋯⋯⋯⋯⋯·⋯⋯．．．～⋯⋯⋯⋯⋯⋯～⋯⋯一“⋯⋯⋯⋯
一、货物税⋯⋯⋯⋯⋯⋯⋯m⋯⋯“m⋯一

二、商品流通税·⋯⋯⋯．．．⋯⋯h．-⋯m．．．·m⋯

⋯州●t¨●●e6●-¨r．‘．_●-¨q●●⋯⋯⋯⋯⋯⋯'

⋯⋯⋯⋯⋯●●●●⋯．『．¨⋯⋯⋯●
? 三、工商业税⋯⋯⋯⋯⋯⋯⋯⋯一”．．．一．．，一一一⋯～⋯⋯⋯一·⋯-0h0⋯⋯⋯⋯·

四、’印花税⋯⋯⋯”⋯⋯⋯⋯⋯“·“··“···．．··n·n．．·．．⋯“·”⋯⋯⋯⋯⋯⋯⋯⋯⋯⋯”··-·”⋯””⋯?⋯：‘

《．53>

J(驺)

(53)

(^56)

‘58)

(59)

五、利息所得税-(,fi-款利息所得裁)⋯⋯一一⋯·．．．⋯⋯⋯⋯⋯⋯⋯⋯⋯⋯⋯⋯⋯．-(69)

六、文化娱乐税(特种消费行为税)⋯⋯⋯⋯⋯⋯⋯⋯⋯⋯⋯⋯⋯⋯⋯⋯⋯⋯⋯”(60)

七、工商统一税⋯⋯⋯⋯⋯⋯⋯⋯⋯⋯⋯⋯⋯⋯⋯⋯⋯⋯⋯⋯“⋯．．．mr赢⋯⋯⋯⋯”(-61)

八、牲畜交易税(交易税)⋯⋯⋯·⋯⋯⋯⋯’⋯⋯⋯⋯⋯⋯⋯⋯⋯o⋯·⋯⋯一-⋯·。【61)
九、集市交易税⋯⋯⋯⋯⋯⋯⋯⋯⋯⋯⋯⋯⋯⋯⋯⋯⋯⋯⋯⋯⋯⋯⋯k⋯一“～⋯“。(62)
十，车船使用牌照税(使用牌照税)⋯⋯一⋯．．．⋯⋯⋯一一⋯一⋯⋯‰一一n“．⋯⋯⋯(63)

十一，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蟪产税_)‘⋯⋯⋯⋯⋯⋯⋯⋯⋯·一⋯．．．”⋯⋯⋯⋯⋯’。(64)
十二．，工商税⋯⋯”⋯⋯销⋯⋯⋯⋯⋯⋯⋯⋯⋯⋯⋯⋯⋯⋯w⋯⋯⋯一⋯⋯⋯⋯⋯<65)

，‘十三，工商所得税⋯⋯⋯⋯⋯⋯⋯⋯⋯⋯⋯⋯⋯⋯⋯⋯⋯·o⋯⋯⋯⋯⋯⋯⋯⋯⋯‘(72)

书四．、屠宰税⋯⋯⋯⋯o⋯⋯⋯⋯⋯⋯⋯⋯⋯⋯⋯⋯⋯⋯⋯⋯⋯⋯⋯⋯⋯⋯⋯⋯⋯¨(7|7)

；附t我国税收制度发展示意图⋯⋯”?⋯⋯⋯⋯⋯⋯⋯⋯⋯⋯⋯⋯⋯⋯⋯⋯⋯⋯¨‘(78)

第‘四节税收管理体制⋯⋯⋯⋯⋯⋯⋯⋯⋯⋯⋯⋯⋯⋯⋯⋯⋯·⋯⋯⋯⋯⋯⋯·⋯⋯⋯．(79)

一，管理体制的变革⋯_⋯⋯⋯⋯o⋯⋯⋯⋯⋯⋯⋯⋯⋯⋯⋯⋯⋯⋯⋯⋯⋯⋯⋯⋯(79)

、二，减，免税收⋯⋯⋯⋯⋯⋯⋯⋯⋯：⋯⋯⋯⋯⋯一⋯⋯⋯⋯⋯⋯⋯⋯⋯⋯⋯⋯⋯¨。(80)

第五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税收⋯⋯⋯·⋯．．．⋯⋯⋯⋯⋯⋯⋯⋯⋯⋯⋯⋯⋯⋯⋯⋯。(马0)

第六章税收收入⋯”⋯⋯⋯⋯⋯⋯⋯⋯⋯⋯⋯⋯⋯⋯⋯⋯⋯·⋯⋯⋯⋯⋯⋯⋯⋯⋯⋯(84)

第一节税源的变化⋯⋯⋯⋯⋯⋯⋯⋯⋯⋯⋯⋯⋯⋯⋯⋯⋯⋯⋯⋯：⋯⋯⋯⋯⋯⋯⋯(84)

附。涪陵县各时期工商税收收入情况及占财政总收入比重表⋯⋯⋯⋯⋯⋯⋯⋯⋯(85)

I一。第=节我县土特产——榨菜税收⋯⋯⋯⋯⋯⋯⋯⋯⋯⋯⋯⋯⋯⋯⋯⋯⋯⋯⋯⋯⋯(87)

附。涪陵县建国后榨菜课税情况表⋯⋯⋯⋯⋯⋯⋯⋯⋯⋯⋯⋯⋯⋯⋯⋯⋯⋯⋯⋯’(88歹

第七葺龟农村工商税收⋯⋯⋯⋯⋯⋯⋯⋯⋯⋯⋯⋯⋯⋯m⋯⋯⋯⋯⋯⋯⋯⋯⋯⋯⋯⋯·(89)

第一节嘎炙村工商税收的变革⋯⋯⋯⋯⋯⋯一⋯⋯⋯⋯⋯⋯⋯⋯⋯⋯⋯⋯⋯⋯⋯⋯⋯(89)

一、一九五七年暂行规定⋯⋯⋯⋯⋯．．．⋯⋯⋯⋯⋯⋯·⋯⋯⋯⋯⋯⋯⋯⋯⋯⋯⋯⋯”(89)

二、一九五九年暂行办法⋯⋯⋯⋯⋯⋯⋯⋯⋯⋯⋯⋯⋯⋯⋯⋯⋯⋯一⋯⋯⋯⋯⋯”(90)

兰、一九六四年改进征收办法⋯⋯⋯⋯⋯⋯⋯⋯⋯⋯⋯⋯⋯⋯⋯⋯⋯⋯⋯⋯⋯⋯(91)

四、．oH九六五年修订征收办法⋯⋯⋯⋯⋯⋯⋯⋯⋯⋯⋯⋯⋯⋯⋯⋯⋯⋯⋯⋯⋯⋯¨(92)

五、一九七六年补充征收办法⋯⋯⋯⋯⋯⋯⋯⋯⋯⋯⋯⋯⋯⋯⋯⋯⋯⋯⋯⋯⋯⋯(93)

六、一九七九年减轻税收负担⋯⋯⋯⋯⋯⋯⋯⋯⋯⋯⋯⋯⋯⋯⋯⋯⋯⋯⋯⋯⋯⋯(94)

七、一九八一年调整税收贷粗⋯⋯⋯⋯⋯⋯⋯⋯⋯⋯⋯一⋯⋯⋯⋯⋯⋯⋯⋯⋯⋯(95)
第二节农村社队企业的税源变化及其发展⋯⋯⋯⋯⋯⋯⋯⋯⋯⋯⋯⋯⋯⋯⋯⋯⋯(97)

附表一：涪陵县社队企业户数统计表⋯⋯⋯⋯⋯⋯⋯⋯一～．．．⋯⋯⋯⋯．．．．．．．⋯⋯⋯‘(97)
附表--=涪陵县社队企业税源变化情况统计表⋯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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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利润监交⋯⋯⋯．¨⋯⋯．．．⋯⋯．．⋯⋯⋯⋯．．．．⋯．．．．．“⋯⋯⋯⋯．．．．．．⋯“．“”．．．一⋯．．．⋯⋯．．．·(100)

第一节监交管理沿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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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li．～li-(．橇i 述

建国前，税收是历代统治阶级接蹴群t’lf；。磁榨百姓；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经济来

源。川省税捐，最初厥为田赋，其源始于禹贡。2秦汉以来，始有盐税；到了唐代，茶税继

起；元明以远，矿税、契税亦兴；道成葡后，牙拳、油糖、百货厘金、碾榨磨课、屠宰税、
海关税等均相继开办，涪民之负担自此加重。当时尚无国、地两税之分，民国二年，国税厅

筹备处成立，遵。照审受订定之：；国家税、地劳税法草案，划分国家、地方两税界限，以原有之

。Itl赋、关税、葜税、匿金，矿税、‘豢糖：牙当税等为国税，归国税厅筹备处直接办理。烟

酒、印花各税及百货统捐，亦照国，地税法草案，由冒税厅先后举办。县原设之征收课统一办

理国税、省税：地芳税。、一一’≯：j
i^ ·

民国三年；1国税序撒Iif,’篱珏政苟改组财政厅，县征收课改为征。收局，国、地两税均由征

收局办理。 4．‘t?。、?j。-，

民国十七年十一月，1311民凌靡颁订国家．地方收支划分标准，将盐税、糖税、烟酒税、

印花税、关税等划归国家收入．田獭、契税，牙当、屠宰税、房捐、营业税等划归地方收

入，通饬各地举办。‘惟灌陵在民国五年以后，军阀割据，防区制成，战乱频仍，各军自由筹

款，任意设卡抽犀，．所有陬，她两税均被驻军截用，所有税收机关之行政用人亦由驻军长官
操熟。预征v IItI如-．背漉教霹攀鞫，步步征税，物物征税，其征收之员丁零謇细民，更是十
青倍于苛杂，民生毫函菅≤菇瓣共知。

’

j 民ll_m．七四镶嚣月‘￡赣腐麻赢，税收仍照国家，地方崞支划分标准，先后将矿税及烟酒

氍，印葡礴。盐税，慕豫笺浆纛中癣接办。这时，j财政部为整理川省财政，简派四川财政特派

取商苘省财政屣整零耨越武罐除百货统捐，秀办地方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奉令改办营牝
税，、撤销地方税，并髂照阉，地收支标准开办房捐。至此，J114当"国、地两税始明白划分。计
国税有I蓦毯、盐税荫绫稻。，矿税、。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省税计有：田赋、契税、
屠宰税、畚业税、赢礴爵≯．『I。‘：

’

民国二十九年三尽，卜奉奄将扇捐。屠宰税戋||归县有，自ltt；，省税仅田赋、契税、营业税三

种，丽油税、茶税，簿氍羹牙税、．当税、烟酒营业牌照税等则先后改办营业税，故其名已不
氧存。． _。!．。， 。、，

。

民国三十年五月一，奉令齐办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行为取缔税等县(市)地方税。

l聂lil；十六年契税戈lI_衄县赢，，还辑后开征了遗产税，交易税等。各种附加税贝lI超过正税几倍

甚至几十倍，而各种苛捐零税更是多如牛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税制紊乱，．

所恩人员贪污成风，贿糍摩飘。璐使税收大体形成“三、三、四”。即：三成归国库，兰成被
霉污t，、殴废兔漏税m其释壕机构≯税捐种类(田赋、关税、盐税除外)及其弊端分鼬在第：、
兰、四章内详述。 ．

‘

～。



第三章建：(置i．’沿⋯革

第一节．民国初期
一

l

(1912年至1917年)

、

一．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同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成立涪州军政府。1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十一月县设立征收课，统一

办理国税、省税、地方税。冉价藩任课长。 ， 。-

民国三年一月，涪州改称涪陵县，隶属川东道(今重庆市中区)。县征收课改为征收局，主

办圉税、省税、地穷附加税。设地方公款收支所，办理公产及地方税契附加各款。

第二节防区制时期
‘

。(1918年至1 935年)

⋯’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防区制形成，这期间县署设财政等科。第二科掌管全县税

收，整理土地捐税。
、

。 。。一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六日，设涪陵印花税处；1杨封任处长。同年七月十九目，将

涪陵印花税处改为分处，罗群彦任处长。。同年-t---')1十一日，成立税收涪陵县监察夯处，‘办

理烟酒税，阎纯武任处长；回对成立涪陵县地努税收支崭，李拖白任所长、杨清百经副矫
__

^}r～ ．1|‘

长。 ，．，。、

．‘～ 一
+；

民国二十年(1931年)五月二十四日，i11东税捐涪陵支局，刘瑞章任局长。同年丸月一

日，将原税收涪陵县监察分处改为涪陵税务监察办事处，罗锦书任监察委员。

民国二十一年j(1932年)j：月_二日，罗锦书任川东税捐涪陵支局局长。

民国=十二年(1933年)五月一日，原川东税捐涪陵支局改为涪陵税捐局，壬渭箬任局

长。同年七月一日，何粟真任印花税十六区分局局长。 (注：当时印花税全省划二十区，涪

¨十

o■府．一

．．三

：卜任．．划l；；．一．会一

省全

月．陈。一

，

_”■^丑T．局_，年局．．

税

■同分i，

、花一

，。区

印。酒．

，局一十，

．烟

局，税

设，

捐酒

．『庆

税烟

，重一。

陵花

在

涪印

，

任，

央

村日

中，

月六

．?还

～。李十

Ⅱ

，一一

辔税。

日口月花，，一九

，_印

．．十

。

月

二。伯一：，月文

十

■刘

)。，

)是

。

年

年任任

，驵

筋圭主-玛，。拍．税所0区，0。，酒征年．六年炳稽三卡四花丰)+为．十印涪区1l、仍二县任本国陡国葭兼十民涪，民．涪并

为陵

区

日长



第三节川省统一时期

_。(193§年=．至1949年)一 ，一十’●、 ’，‘

。‘
．^?

‘ ‘

t，

．、’。。L p t，一一。托． 、。，
7”；二一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一日，印花烟酒税十六区分局由朱瑞章任局长，并兼任涪

丰稽征所所长。六月将各项统税、印花税、烟酒税、矿税各分曳机构分别撤销，由四川区税务

局及税务分所接收。七月二十四日，成立川东分区涪，车、长‘i垫税务所，潘宗瑞任所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设立涪陵营业税分局。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省务会议决定，将原各区财政视察员办事处改为税务督

察处，视察员改为督察处长。全省划为十五个督察区，涪陵属第十区，辖长寿、丰都、南

川、彭水，涪陵、秀山、黔江、酉阳、石柱九县：晏翔鸣任处长。．九月十日，r成立所得税涪

陵分处，辖涪陵、长寿、丰都、“忠县、石柱、彭水。南川．黔江，酉阳、秀山十县，李建基

代理主任。十月将牙行、，典当、茶糖：油榨等税改夯营业税，-原设之分支机构即行撤销。 ·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yJ，撤销地方税机构：，四月一目，设嘉川东区涪陵税务分

．所，辖涪陵、丰都j长寿，垫江四县。1八月，烟酒营业牌照税划归营业税分局接办。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_二旧，涪陵营业税分局由张骸任局长。 r一-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一目，正式成立涪陵经收处，办理地方税、屠宰税，斗

息。印花税、车船牌照税、．公学产，刘绍绪任主任。-同年十月七f1，成立涪陵县遗产税评价

委员会，周子文任委员。涪陵县税捐处由何晓谷任处长∥经收处主任由陈元善接任。
。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四月，。设JrI康直接税涪陵分局观音阿查征所，，高瑞代理主任。．

魏月二干日，涪陵直接税分局由蒲金厚任局长。 。，i．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二十一日，涪陵直接税分局观音阁查征所由梁福询代理主任。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日，涪陵直接税分局由李宗艉代理局长i九月十九日，
。

观音阁鲞征所由龙尚文任主任。十二月一日，李宗汉代理该所主任。涪陵县经收处主任换为。

询汝贤。 ：I-’ 、，

。 +．‘_
^

’

3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二十九日，涪蔹直接税分局决定成立涪陵县不动产评价委

员会，聘周子文任委员。十一月十五日，涪陵直接税分局由廖维国任局长。九月一日，撤销

涪陵县经收处，成立涪陵县税捐征收处，并将主任改为处长，王一立任处长b_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口三月，奉令将原涪陵县税捐征收处改为涪陵县税捐稽征处，由

何晓谷任处长。处内机构设三课三室。地方税课，金鲁芹任课长；契税课；蒲致君任课长；

麓秘书课，王继怀任课长；票照室，吴一平；文印室，罗孝先；会计室菇金宗华。不久，营业

j税转入税捐稽征处征收，又增设营业税课，何蛰龙任课长。是年底，，’撤销涪陵直接税分局，
成立万县国税稽征局涪陵稽征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川东货物税局涪陵分局撤销。四月一日i成立货物税涪

i凌办公处，沈哲谋代理主任。九月一日，万县国税稽征局涪陵稽征所接管原直、货两税业

?务，．詹又桓代理稽征所主任。十二月二十八日，廖德滋任稽征所长。

： 民国三十≯k年(1949年)，四月七日，饶永棣任涪陵县税捐稽征处处长。

套艟{薤|：外≯、凌濑誊谫棱蓐、柴码兴≯茼市；．：牵渡、珍溪等处都毙威设过税卡及鸯验站。。



第三章税捐种类

第一节国 税

一、矿 税

矿税在清时分课金、课钢、课铅。爆铁经费及官硝公费等五项，由矿玫调查局会同劝业

遭办理。各项征率，除课钢、谍铅两项系照部拟科则，按所出钢、铅每语斤辅课七斤八两

‘外，余均以各矿监情形，分搠拟定。课垒有褪壹、征银、征钱之剔。褪金为匿分之十至三

十；征银每礴四两六钱或每船每月兰两；征钱每碡每月一千五百文。煤铁以一千六酉从十斤～

为一吨，煤一吨征银兰分五厦，铁一吨征银五分。官硝公费照卖价征酉分之十。

民国成立后，改归实业哥主管。民国二年(1913年】国税厅筹备处成立，矿税移交该

处办理，征课事务归征收局兼办。民国四年四月，遵部颁矿业条例，分为矿区税、矿产税两

种。矿区税就面积计算按年征税；矿产税则按出产地平均市价征千分之十五。．民国十四年，

实业厅成立，又划归实业厅势理，其征谋事务仍由征收局征解。民国二十四年八月，改为潺

员驻矿征收，税率改为酉镑之五。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按川省矿产品查验补征办法征税。其

计税标准为煤、铁、土钢三项以一公吨为查验单位，其余各项矿产品均p．／--酉公斤为查验帮i

位，税率坶征百分之五。
⋯

涪陵县仅有煤，铁两种。据民国二十五年涪陵历期矿区委员查报清册记载z·私矿六十二i

户，面积一千一百五十八亩；矿商三十二户，面积二千一百六十亩；较大之铁矿两处‘寐囊

乡新山铁矿、长坡乡南坪铁矿，今属武隆县羊角区)，面积五千二百三十七亩。依照舻迎滋

第九条规定，将这两处较大乏铁矿爹‘翅归固有。征收期．限，每年分上下两期缴纳。
o

。税收情形：(单位：元》

民国十七年下翘

十九年上期

二十年上期

二十一年上下期

二十二年上下期。

二十三年上下期

二十四年上期

70，000元

垂66，500元

519．∞O元

441，850元

467，085元

337．635元

169．439元

二’-烟 酒 税

烟嘻毒曰觉始于清泰，誊野鸯经征局征收。民国四年，(tgt眸》
毒

◇

{k

，遵照爝酒徐囊办法，禺创公

‘《



卖制度，实行官督商销。四川设烟酒公卖局，全省划为二十区，；分别设分局、监察所或派专

员办理。涪陵为招商琴钰，税率百分之二蠢民孱七年全簟刘为三十区5，．我县墙设监察员一

人，常驻分栈稽查，并将烟酒税及公卖费冶：并征收，．税率改为百分之二十五e、后又．改。归官

功、。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只，涪陵县设监察分处办理。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一日，，四小医氍务

：局成立，相继成立了涪、丰、长、垫税务分所，将所嫱’之硫矿、煨酒!i，印花税各分吏枫构接

收，继续办理此税。

稽征制度及税率；烟酒税实行公卖铡}：宪j，接公卖价格征百分之二十五，就产‘地，‘：道征

．收：外地输入烟酒照章完。纳公家税，：领鹤爨单方准行销_与民初征收制度鞘有幂同i 、

稽查方法：以凭单为宠税撩涎；以验孽为运输凭证：≯以印照实贴货件为已衰税标意，，与

民初规定无变更。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为增豁税放；．烟酒公卖价格提高露分之五十，t并按新衡

征收。六月，将各项烟酒每市斤公囊费额改至星位为止。十一月，奉令将魉酒税加征五成。民
国二十七年，涪陵烟薅降销熬为，”烟爨销量八万；千二百二十八市斤，酒类产量三百四十二
力二千二百五十六市斤j ，；：。 - ，

‘

，i 一 三、缀 税
一．_ K‘蠢h

此税举办甚远，在民国；十四年(1935年)八月以前，凡统税货品入涪者，由地方税局

征收地方税。同年七月，财政部筒派褥川赙政特派员整理筹办统税，经星奉财政部核准，于

八月开办，委派办事员驻厂课碡。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将统税改归涪丰长垫税务分所办理。
民蜀=卡八年巴月镀四镧薛祺务局藩办西康省税务t、改名为川康瘪税务局涪陵税务分所，仍
办此税毒 +势I，?，，．-

稽簿办法：j凡属辚释范鼹啦黛品，分为国制和舶来两种。国制货品就厂或出产地课镊，
舶来货品由海关征‘蝗融。j：

。 各种统税鳗品之税串。t 。

j。，(一≯国商卷瓣馥镣鹧壤捌，j以五万被为标准。售价八百元以上为一级；’完税zk酉元，
四酉元至．，kfi'-元为露穰赢完税四酉蘑j二百元至四百元为三级，．完税三酉元；二胃元以下为
四级；、完氍一百元；i。o尊i。．

(：)雪茄烟 芬国制土制两种：．国捌以一千枝为标溉分六级课征。售价八十元以上
者为，级，完税六毋≤蟊∥卤十露以上为二级，完税三十一元；‘二十元以上为三级套窍税十
五元五角；十元以上为四级，完税七元八角；六元以上为五级，完税四元一角露分扎．拳嚣

潋雨为穴级，究税摹壶-角玉出镪傍以千棱为标准，。分甲、．乙，丙三级课簿j。，甲2级赫’元五
角i乙级一元；丙级i一器角。，i(注，土制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日开征。)，

1

(三)÷棉缎．在瑟办统税爵，，、承按重霉分为本纱、；直接组成品两级÷民鼠=十六年穴犀

趣，改二级制为固缀蠲j瓤i，、曙级舞公餐征税银五元；，乙级每公担征税锻五霞盎角嚣仙’，丙

级每公摆征税镊七元五角“忑级每爨擐蔹税银十元。
。 (四》j麦巍?分囊凝≮。袤凑两静t!麦凝每包标准重量筘：23敬-斤，、完，税：嘛璩元；j赛皮
3“0．84公斤以上，完税o．05元，零船缮公斤以下，究税9I；铭5元。 、1

(要)搬紫。．在开褪时缝洳蜜垒，、硫缳磷j称装及±制图释；。

{。． ． 霉



安全火柴，分甲乙丙三种，每种均以七千二百盒为大箱，一千二百盒为小箱。甲种：大

箱征收十三元五角；小箱征收二元二角五仙。乙种：大箱征收十七元四角；小箱征收二元九

角。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奉令改订征率，甲种每箱征十五元六角；乙种征二十元另七角；丙

。种征二十四元。
。

硫化磷火柴，分两种。甲种。大箱征十元零八角，小箱征一元八角。乙种：大箱征十三

元五角，小箱征二元二角五仙。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奉令一律改为大箱计征。

散装火柴，每重60．48公斤，征税一元二角五仙。 。

土制火柴，无论黄磷、响火、硫磺，均按大小箱分别计征。大箱征五元四角，小箱征九

角。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奉令一律改为以大箱计征，每箱征收十二元六角。

(六)水泥在开征时，不论国内制造和外国输入，凡每重一百七十公斤，征税一元二

角。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奉令改征一元五角。

：(七)酒分啤酒、火酒两种。啤酒分箱装、桶装两种：箱装每箱征收六元二角，桶装

每公斤征银七仙。．火酒分甲乙两种；普通酒精为甲种，改性酒精为乙种。甲种每公斤征收一

角三仙，乙种征收六仙五星。

民国二十八年底止，涪陵县统税货品之土制火柴，每年产量约四千零五十八箱。其中0

蜀懋火柴厂一千二百三十五箱，利济火柴厂一千八百一十八箱，八二三火柴厂一千零五箱。

四、印 花 税’

。印花税于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开始筹办：民国四年，财政部规定，四川印花税每年

为四十六万元。省财厅令饬各县署分等代销，因此，涪陵县设印花税柜推销。民国十二年，一

重庆设印花税办事处，涪陵设印花税处．(后改为涪陵印花税分处)推行。民国二十三年十一

月改归中央办理，在重庆设立川省印花烟酒税局，全省划为三十区，每区设一分局，涪陵为

十六区分局涪丰稽征所征收。

民国二十四年，中央颁布《印花税暂行条例》，按规定改用宝塔图样印花，原有各防递

自黼旧印花作废，并同时取销承包摊派办法，改由各地邮局售卖。据良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涪

陵县政府训令记载： “二十五年八月涪陵售印花税票七十九元八角，九月为一百九十元零囱

角胆。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奉令改由涪陵税务分所接办。

1稽查方法：按部规定，印花税之稽查方法分为督查、抽查≯检查三种。推行办法则分为

派销、包销、专销三种。

t课税范围及税额：各种契约、簿据、人事凭证及特种物品等共计七十八种，均属课印花

税范围i其税额。最高每件贴印花二十元；最低每件贴一分。、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财政部

制定《非常时期征收印花税暂行办法》规定，将现行印花税率，一律加倍征收，并扩充范围

三十五种。民国三十三年一月政府再次修正印花税法，修正后的课税对象分为：发货

票、银钱货物收据、各种帐单、支取或汇兑银钱之单据簿折等四类。税额是，各种发货票，7

每件每年最高贴花四元，5最低贴花一角{各种帐单，最嵩贴花四角，最低贴花一角；'支取或

汇兑银钱之单据，每件贴花一元；簿折，每件每年贴花四元。
1|

民国三十七年，拳财政部电令， “印花税税率从八月四日起，提高六倍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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