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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j地处伏牛山南麓，汉水上游，东靠镇平县，南接邓

。州市，西邻淅川县，西峡县，北临嵩县，南召县，居于六县(市)之中。 ’j

内乡县历史悠久，据明清时代县志记载，春秋时期为楚国领土，三国时属魏，：J；‘

十六国时西魏设内乡县。现今全县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可耕地761517亩。辖一

12个乡4个镇，289个村民委员会，3819个村民小组，4572个自然村，13576王‘一．

户，569183人。县境南北长达85公里，东西宽55公里，中部有湍、默、刁、黄四条

河流纵贯南北。交通发达，系南、镇、淅、西、邓交通枢纽。全县土地肥沃，气候适

宜，物产丰富，农、林、牧业比较发达。

内乡县自古以农为主，工业不发达，人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

等农产品。夏朝时农民向皇上“纳贡势也是把生产的实物献给帝王；春秋时期，鲁

宣公15年(公元前794年)实行“初税亩一，同样是对私有土地按亩征税缴纳实

物。内乡县税收历史很久，其实施沿革情况不能不追昔溯源。但本着“详今略

古"的修志原则，只概述明代、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四个时
．。

?

期。． ‘

明成化8年(1473年)，割内乡10保、1238户、“340人，设置淅川县。内乡

崾存留16保、1932人、21689人、官民地“0518．19亩。嘉靖四十二年(1564
年)，内乡县开征市肆门摊税、酒税、商税。神宗万历9年(1581年)，全国税收实

行“一条鞭法刀新的赋税合一制度，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

二为一，并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内乡县由县衙户粮房掌管办理。

．清代，税收制度紊乱无章，内乡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兼作植桑养蚕，工商业主

要有酿酒、榨油、手工艺匠的作坊和在集市上设的各类行、店、铺以及马山口、西

峡口特产的桐油、生漆和中草药。在税收上按地亩依科石征收赋税；按花户依人

．口征收丁银；按植桑农户依株数征收桑农丝棉税；百货按价值依5％报厘金；对

商贾分行业依收入按比例征收。 j
’

中华民国时期，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不抵抗侵略，对内实行镇压爱国革命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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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残酷盘剥劳苦大众，全国军阀割据，政令不一。内乡县在原开征各类税种基1

础上，又在交通要道和集市上设卡，逢货必捐税。尤其是健国十五年(1926年b

北伐战争开始，国民政府颁布国地两税制，即：中央行政收入和地方自治收入’。内

乡县民团司令别廷芳，以搞地方自治之名义，实行“以军代政"，独揽军、政、财、文

大权，税、捐：费名目繁杂，致使集镇商民破产倒闭者与日俱增。抗日战争时期，日

军多次在内乡境内骚扰轰炸，各地集镇业户几乎全部停业，而政府和地方保甲长。’

还向商民和农民强行摊派。进入解放战争，内乡县地方乡绅趁机浮收暴敛，额外

摊派正杂、税、捐、费竞达58种。同时还逼迫农民出运粮草，还要抓兵、拉夫当担

架，重税、捐、费是史无前例的。。． ：

1948年5月+4日，内乡饵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人民政

权，废除了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全县人民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彻底翻身。解放

初期，全县仅有1个国营商店、3个国营工厂，几乎全部为个体私营经济，资金微

薄，生产落后，人民群众购买力低下。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工商业有了较大发

展。1953年，全县开始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国家“保护和发展国营、

公私合营经济，限制、利用、改造私营经济’’的方针指导下，税收贯彻执行“公私区

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有效地配合了对私改造运动。1957年，全县国营、集．

体和公私合营企业达630户，个体经济大幅度下降，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税收年收入由1950年257000元上升到1360000元。 一

1958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全国在“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力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的号召下，全县

掀起“大跃进"高潮，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撤销税务机构并入财政部门，对企业势
行财政包干上交税利的办法。加之连续三年遭受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国民

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全县税收收入32．2万元，只占财政收入的40．1％，与

1957年度136万元相比减收103．8万元，下降76．3％。 。
+

1962年，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的规定，全县调整了社、队规模，恢复并加强了税务机构，实行市场开放政策，经

济有了稳步发展。本年度税收完成了180．9万元，与1960年32．2万元相比增收

148．7万元，上升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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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至1965年，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中央关于进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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