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税务志

符硅i目筑著总辅。纂垫员会



青岛市税务志

青岛市税务志编纂委员会



《青岛市税务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汪英杰 初守琨

主任：刘守惠

副主任：刘子良 宋 兰 张 锐

委 员：栾麟祥 徐镇绥 王坤全 杨金奎

杜福山 刘延华 柴佩玉 孙启运

马青山 张士伟 杨进军 孙建军

乔益溥 苘树剧张德升 周发波

王风锦 薛荣芳 董惠芳 朱仁昌

杨风卿 陈木松 李翠英 薛建国

华伟张洪义

主 编：刘守惠

副 主 编：刘子良 宋 兰 张 锐

办公室主任：孙启运

副 主任：张士伟 蔡连仓

编写入员：蔡连仓 徐广选 薛廷惠

崔承钦郑若瑛



—江 ．≥．

月IJ 舌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

史上一项重要资料建设。《青岛税务志》在市税务局领导

的重视和市史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编写组全体同志多

年的勤奋努力．终于刊印成书，这是青岛市税务战线上的

一件大事；是党政领导对史志工作重视、支持的结果；也

是修志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青岛税务志》是根据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的统一部署

和要求编写的．也是税务部门首次编写税志，倍感难度

大。任务艰巨，这是因为青岛近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先后经过德、日、北洋军阀和

南京国民政府长期侵占和统治，造成外战内乱，致使历史

资料分散流失，档案资料残缺不全。建国后财税机构的几

经合并、分设，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税务机构撤销，

干部下放等原因，也使税务档案资料大量遗失，这给修志

人员对此项较大的编纂工程带来困难，但编修人员不畏

种种障碍，不顾严寒酷暑，长期进入市档案馆、博物馆、图

书馆和有关部门档案室，埋头故纸堆里，辩伪存真、摘英

集华、编年录事，经过艰苦细致工作，终于搜集到360余

万字的可贵税收历史资料，这就为编写本志提供了可靠

的依据。为税务志能够尽快的成书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志书的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



理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

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自1891年至1990年各历史时期

税收的兴衰变化。编纂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对志书的

“质量关”和“史实关"，对基础材料做到选好用准，有据可

考：对完成志书的初稿、讨论稿、送审稿均经市税务局领

导、老伺志和有关单位进行评审，反复核实、校正。对志书

的体例、文风进行删繁补要，拾遗补缺，使志书基本上达

到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要求。

回顾历史，开创未来。本志书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青岛

近百年来税收的兴衰更替和成败得失，这对我们目前税

制改革和征收管理制度改革将能起到古为今用的借鉴作

用和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但由于历史资料的

残缺和编志人员的水平所限，志书中疏漏在所难免，恳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I．本志由概述、专志和附录三大部分组成，专志结构

为章节体，节下编号顺序为一、二、三⋯⋯不设子目，共分

3章9节。

2．本志上限为1891的，下限为1990年，内容记述，

采用“横排竖写”和“详今略古”“存真求实”“宁缺勿滥”的

原则进行编写。体裁为志、记、述、表、录并用，以志为主。

3．本志在文体书写中，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

字、标点、数字均按《青岛市志》总纂行文规定的统一规范

书写。历史朝代均以公元纪年，加注清、德占、日占、南京

国民政府等字样。

4．本志记述范围，基本上以市区为主，凡记述中涉及

各县的，均注明含县。

5．币制名称，解放前按各历史时期青岛地区通用货

币为准，解放后以现行人民币为准，对1955年3月前使用

的旧人民币，以每1万元换算为现行人民币1元计算。

6．本志所述建国后征收的各税种均按全国人大、国

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公布的税法，条例和实施细则

执行。

7．本志资料来源，大部分取自旧档案、报刊、旧政府

公报文件及解放后市局档案、历年工作总结．和税收业务

文件等，志内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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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税收是一个历史范畴。青岛建置前，系一渔村，属即

墨县管辖。1891年。清政府调登州总兵章高元率营移驻。

此时。其税项为关税、田赋及摊归钱粮项下的盐税，由地

方征收报解，清政府统收统支。

1898年德国侵占青岛后，税收则成为其殖民统治的

一种工具。于1898年9月2日公布《征收课税章程》，先后

开征税捐租费近20种。其收入主要是对地价收入征收的

地税、土地增价税、田赋、地租、其次为营业特许捐，宰杀

牲畜及检验费、砖窑税．鸦片烟税、犬税，盐税等。税收成

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青岛地方财政收入由

1902年的30万马克后逐渐增至723．5万马克。

1914年11月，日本侵占青岛，在经济上肆行掠夺。其

时税制除沿袭德占旧制外，还开征了一些新税，如印花

税、车船税、酒税、乡区屠宰税等。这一时期的年税收收入

在40万日元左右。使日占时期的市政经费可自给自足。

1922年12月10日，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北洋政

府，山东省政府分别在青设立独立的征税机构，税收明确

划分为中央税、省税、市税。地方税由青岛市财政局征收。

原地方征收的盐税划归中央，中央收入还有烟酒公卖费

等；省税有货物税、卷烟特税、营业牌照税等；市税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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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车捐、妓捐等。此时的国税、省税收入比市税高几十

倍，相当于青岛地方财政收入的2．5—5倍。而市税税收

收入均被军阀控制，日本商民又抗交税捐，地方财政收入

锐减。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为了内战的

需要，极力筹措军费，不断增加赋税，青岛为直隶中央的

海滨工业城市，税费极重。南京国民政府在不断提高盐税

税率和开征各种税收附加的同时，又开征了新的统税，形

成了包括关、盐、统三税的中央税体系。这一时期，山东省

政府也派员来青设立税局，乱征捐税，如货物统捐、渔税

等，引起极大民愤。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次年，日本第二次

侵占青岛，成为日帝在华北的侵略基地和经济侵略据点；

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使税收收入大为减

少，日本占领青岛的第一年，所有地方税收收入约占以前

年度的十分之一。这时的征税机构均操纵在日本人手中，

为掠夺民财不断增加税目，提高税率，甚至贩卖鸦片，实

行鸦片公卖，毒害中国人民大发横财。

1945年，日本投降，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治青岛。

其间为筹集内战资金和四大家族中饱私囊，在实行通货

膨胀政策的同时，加紧了税收的征敛、掠夺，税收制度陷

入严重混乱的状态。税收章则朝令夕改，税种不断增加，

税率大幅度提高。除关、盐、直、货四大国税体系和田赋，

契税、营业税等地方税体系外，南京政府还巧立名目、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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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摊派勒索，如自卫特捐、救济特捐等的征集，竭泽而渔，

人民负担不堪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创了我国历史新纪元。废

除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建立起全国统

一的新税制，税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政治经济的

发展．税收制度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

收工作，组织财政收入，保障供给、稳定物价，根据“暂时

沿用旧税制，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青岛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6月18日发布《青岛市税收暂行规

定》及时对私营工商业开展征税工作。并配合有关部门打

击投机倒把活动，稳定物价。为了加强税收工作，同年11

月7日成立青岛市人民政府地方税务局。

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

了全国税政，标志着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青岛税务机

关积极实施，并于2月2日通过“青岛日报”公布了《全国

税政实施要则》和《货物税暂行条例》，《工商业税暂行条

例》。在青岛建立起多税种，多次征的复合税制，基本上适

应了当时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同年3月，山东省青

岛税务局与青岛市人民政府地方税务局合并为青岛市人

民政府税务局，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青岛市工商税收

迅速增长，对调节经济，组织收入平衡财政收支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

建国后经过了3年的恢复，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
3



化。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经营方式出现了加工，定货、统

购、包销，在商品流通中出现了代购代销，远距离调拨等

形式。随着商品流通环节的减少，税收相应减少。使原按

商品多环节流转轨迹设置的税制，已不适应。按照“保证

税收，简化手续"的原则，第一次进行税制改革，政务院财

经委员会于1952年12月发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的通

知91953年1月，青岛市根据政务院财经委《关于税制若

干修正的通知》，对原征货物税的22类产品开征商品流

通税。同时为配合对私营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税收

政策上实行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对私营批发商

继续征收批发环节营业税。

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税收的地位、作用和职能开始被削弱，税务干部大批调

出。

1957年9月财政部提出了《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

的报告》，制定了“四税合一’’即(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

业税和印花税合一)的《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经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101次会议审议通过，青岛市自1958年9

月贯彻试行。由于税种的简化，税务机关相应精简。1958

年10月，财政、税务、建行、人民保险公司合并为青岛市

财政扇。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

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后，税收工作又受到重视和加强。

1962年1月财税机构分设，税务机构恢复，调出的税务干

部归队，进一步加强了税收的征管工作。保证了国家的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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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

1966年3月，税务局再次与财政局合并。特别在“文

化大革命”的10年中，由于受“非税”理论的干扰和“左”

的错误影响，税收工作受到极大冲击，它被视为“条条专

政”。“管卡压"进行批判，因此，税制一简再简，税种越来

越少，税收的杠杆作用被忽视，税务机构被撤消，税务干

部被下放。1969年青岛市试行按户测算一户一率的“综合

税”。1971年又按行业测算试行工商税。1973年1月全面

试行工商税。至此，税制简化到极点，对国营企业只征收

工商税一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税收的地位不断提高，充

分发挥了积累资金、调节经济、监督管理的职能作用，税

收已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国家用

以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杠杆。从1978年一1990年．青岛

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为服从服务于改革开

放和经济建设，先后开征了一些新税种，并对工商税制进

行了全面改革。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和维

护国家权益建立和完善了涉外税收体系。为了适应经济

体制改革的需要，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专业化生产在青岛

市部分行业进行了增值税试点。为了处理好国家与企业

的分配关系，增强企业活力，于83年和84年进行了两步

“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建立了一套适应有计

划商品经济要求的，以流通税、所得税为主，其他税种配

合的工商税体系；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税收制
5



度的改革、完善，1984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的指示，恢复和加强了各级税务机构，充实了税务干部，

采取措施不断提高税务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并结合税

收实践进行了“征、管、查”三分离和征管、检查两分离的

征管模式改革，提高了征管质量，使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

功能不断增强，连年超额完成税收任务。1987年青岛市工

商各税收入7．8亿元，1990年增加到28亿元(不含国营

企业所得税)增长259％，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

设，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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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税收管理体制

第一节税收管理权限

青岛建置初期，仅征田赋、关税、盐税，除关税由海关

征收外，其他税由即墨县征收。地方无权改变税政。

德国侵占青岛时期，总督府于1898年9月发布命令，

公布《征收课税章程》。同时，由财源调查委员会制订课税

物及课税方针，征收各税。税收管理权限集中掌握在总督

府。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所辖财

政部统管各项税捐。税收管理权限归日占殖民当局。

北洋政府统治青岛时期，税收管理十分混乱。1922年

11月，北洋政府颁发《国家税及地方税法草案》，首次划分。

了国税、省税、市税。国税由财政部直接设征收机构征收，

管理权限属中央；省税由山东省派出机构征收；市税由胶

澳商埠督办公署(商埠局)下设的财政局(科)负责征收。

税收管理权限，分别归山东省和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商埠

局)。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青岛时期，实行中央、省两

级财政体制。青岛市的税收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和地方

收入。中央收入的税收管理权、减税免税权，均属中央。青

岛市拥有地方税收的管理权限。如：对属地方收入的营业

税、田赋附加等可自行公布条例施行细则。在第二次全国

财政会议上，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划分省、县收支原
7



则》，确认了县级税收管理权限，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

理，依税类划分税收归属。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国税部分，统归伪南京政

府管理。地方税部分统由青岛市掌握税收管理权限，下设

征收办事处负责征管。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治青岛时

期，1946年恢复了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青岛市税收

管理分国税、省税、地方税．各项税法都由南京国民政府

’或授权财政部制定公布，地方税由山东省政府或财政厅

制定旌行细则，并报财政部批准或备案，青岛市无权变

动。

建国后．国冢税收管理体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

展需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进行过多次

调整。1950年1月，政务院公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

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的税收管理体制。规定：凡全国性的

税收条例法令，均由政务院统一制定、颁布。主要税种的

减免权限在中央和省。青岛市负责各税的征收、上缴。

1953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根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

的原则，发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扩

大了地方税收的管理权限，青岛市有权决定个别临时性

的减税、免税。

1958年6月，国务院颁发《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

定》，进一步下放了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青岛市对属地方

收入的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

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7个税种，有权减
8



税、免税，同时有权对这些税率作必要的调整。对属于中

央控管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有权

在规定范围内实行减免照顾。如，对新产品、用代用品生

产的产品等，按税法规定纳税有困难，需要减免的，由青

岛市税务局审批；对小商、小贩及个体手工业者有权加成

征收。196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提出

的《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调整了

税收管理体制，适当收回部分税收管理权限。规定凡属工

商统一税、盐税、地方各税、所得税等税目、税率的变动调

整，必须经中央批准。把已放权给地方审批的新产品和以

代用品为原料生产的产品或由于灾情等原因，需要给予

减免照顾的权限以及对工商小贩加收所得税的比例和起

征点的确定，改由省税务局批准。青岛市税务局有权对城

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给予减税照顾；有权对个别

合作社和少数个体手工业者、小商贩实际收入较少、困难

的，给予临时性减免税照顾。

1965年3月22日，根据财政部发出的《关于工商统

一税和所得税的欠税、减税范围和批准权限的通知》精

神，山东省税务局授予青岛市税务局的权限有：(一)对纳

税人因遭受自然灾害，确实无力交清或交纳税款；纳税人

因遭受意外事故补交部分或全部税款后生活确有困难

的；纳税人死亡或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追交的，可批准

给予减免照顾。(二)纳税人因停业拖欠税款，确实无力交

清或交纳的，纳税人因经营亏损拖欠税款在一年以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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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催交确实无力交清或交纳的，凡每户欠税款在3000

元以上的应报税务总局批准；500元以上不满3000元者

山东省税务局批准；500元以下者由青岛市税务局批准。

(三)山东省科委批准试制的新产品的免税，由青岛市税

务局下属各分局根据山东省科委批准的文号、日期和有

关材料直接核批；对国家科委和主管部门批准的新产品

免税，报青岛市税务局批准，并报山东省局备案；对企业

新产品试制成功投产后，仍有亏损，需要继续给予减免税

照顾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青岛市税务局核实转报山东

省税务局批准。 ．

1973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税制改革，试行了

工商税，并对税收管理权限作了规定。主要是将中央、省

级税目、税率的调整和减免权限划分清楚。青岛市的管理

权限，亦作了调整。对新办街道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新办

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经青岛市税务局批

准，给予1～2年的工商税和所得税的减免照顾。

1978年3月20日，根据《山东省税收管理体制具体

规定》，青岛市税收管理权限为：(一)家属工厂、“五七”工

厂、街办企业和大中小学校办工厂，按照税法规定纳税有

困难的给予减免工商税照顾。(--)利用废旧物品生产产

品，从生产销售月份起一年内纳税有困难的给予减免照

顾。(三)对街道组织居民从事纯属服务、手工加工、劳务

性业务，免征工商税具体范围的确定。(四)审批农村工商

税收的各项减、免税申请。1979年2月22日，山东省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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