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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税务所所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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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税捐机构世系图

统 税 局

( 1)

清宣统二年七月——民固七年

征 收 局

(2)

民国L年三月一一二十三年

税 扪 局

(3)

大II{j二年八』J——康德十二年

税 务 局

(4)

公元一‘JLI兀I六年——一‘九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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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安达税政志》是安达地方志的一个分枝，纂载安达税

制起源，演进，沿革，税政发展，完善的过程。

《安达税政志》记载了安达县从设治的清宣统年间、

民国年间、伪满年间、祖国光复三十五年间的税政发展概

况。简略地反映了安达税收战线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税收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成绩，也记载了税收战线

的英雄事迹和重大史实。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安达税政志》由四章十五节组成，引用《中国税制

史》、《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史辑要》、《中国财政

简史》，《中国货物税史略》、《黑龙江志稿》、《食货

志》、《国家与税收》等重要历史文献。还引用《安达康德

三年版县志》有关章节，取用大量安达历年税收数据，参用

了历史文献资料。文后附有章则法规。

《安达税政志》在纂稿过程中，得到经济院校、挡案部

门的支持和县志编审委员会、省、地局的关怀与鼓励。我们均

表示感谢。

限于水平，编录未尽或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安达县税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ik--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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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民两代篪制

第一节税制起源

“安达"系蒙语“谙达"的译音，是清朝北方蒙古地方

衙门的官名。此处自古以来即为我国疆土， 到清朝属杜尔

伯特旗，是蒙王杜尔伯特游猎的地方。安达始建于清末光绪

二十五年(1 8 9 9)，东清铁路于今安达镇处设停车站，命

名为安达站。光绪三十一年(1 9 O 5)，清政府放荒开垦。

光绪三十二年(1 9 O 6)设安达直隶厅。安达境幅员辽阔，

地势平坦，荒原茂草，可垦之地甚广。没治伊始，地旷人

稀，前清为招垦牧概取宽大，捐税一律豁免，设治四、五年f1_l】

尚无堑榷。安达税捐始于清宣统二年七月问，经旧黑龙江省

度支司在安达县城组设统税局，征收粮食、烟洒等税。宣统元

年正月黑龙江省盐务官运局，在安达创设分销局推销官盐。宣

统三年试办预算，划分国家税、地方税，又分经常、临时两

门章制。施行税则有物产税、营业税、交涉税，杂税，名为

课税捐。课年有定额，不以收入之多寡为增减，如营业税中

之当课、烧课。斗私课税分从量征、从价征两种：从量征者，

如：物产税中之粮税、洒税，杂税中之猪税：从价征者，如：物产

税中之山货、皮张税。捐有征之营业税者，如：一成捐则从价征

车税，烧锅既纳课而酒复有税。当商税捐并征。盖税之最重者

不过百分之十，而捐则普遍百分之一。税捐繁杂大要分为三

类。凡属司库收入者为国家税；地方官署收入者为地方行政



补助税，警学费、自治费就地筹集者为地方公益税。

此间，宣统二年民政司呈请设法整顿，改定税率及通行票

式。改定后物产税率。凡从价征收者，如：油税、麻税、牲畜税按

吊收江钱三-fJ六文，烟税、山货皮张税按吊收江钱七十二文。

从量征收者，如：豆饼税{辱块收江钱二十义。粮税上等粮，如：

梗米、小米、小麦、元豆、j竺麻等每斗收江饯二十四文，次等粮，

如：谷子，大麦，芸豆、红米、糜子、苏子等类，每斗收江钱一

十二义。洒税每肋收江平艰一分一厘，柳条税每百捆收江钱

一吊，带纳票费江钱一吊。

营业税率凡从价征收者，如：一成捐的统百货、牲畜、粮石

出境按吊收钱十文。其从量征收者，如：车捐每马一套收江钱

一百文。行用牛、马、驮：每头收江平银一两六钱。猪、羊每口收

平银一钱六分。其从时征收者如斗秤课，每件按年征银三两。

杂货税率如猪、牛印，每口收江钱三百文，吉猪每口收江

钱七百二十文，牛、马每匹收江钱七百五十文。

安达遵章仿行税目与税率：

①、粮税，每石捐钱六十文，由卖主输纳。所收之款，易

钱为银，以八成为正款抵充俸饷，以二成提充办公。运销外

省按价每吊复输出境捐钱六十文。光绪三十四年江省始议令

县仿照吉林章程创办粮税，分细粮、粗粮两种。梗米、小米，

小麦，元豆、芝麻、绿豆为细粮，每石征税钱二百四十文，

红粮，大麦，养麦、稷麦、芸豆、黄豆，包谷，糜子之类为粗

粮、每石征税钱～百二十文。两税均由买主输纳，卖主则另输

货捐一成，纳税时按正款钱每吊随收杂款钱一百文。是年八

月十五日实行，十二月奏准立案。民户自产之粮运销本省，由

经过卡发给运单，以备沿局卡查验。
·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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