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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国家的产物，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它体现着国家的
立+
思志。

税收作为客观存在的国家分配和经济调节手段，反映了国家机

器的财政管理职能，反映着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的

执行情况。不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也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

义，都有税收a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国家就无法存

在和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税收体现着人民的意志。它的分配关

系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贯彻合理负担原则。它通过国家预

算安排，有计划地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用于发展社会主义

的教育、文化、科学；用于建设国防，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生产

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承前启后，温故知新。回顾几十年来人民税收的建立和发展的

历程，探索今后前进的新路子，是历史赋予的责任：《番禺县税务

志》追溯了民国时期的税收状况，征纳关系，负担反映。如实地记

叙了番禺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税收在革命和建设征程中的

历史面貌和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

革开放的大道上，人民税收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大力促进生产发

展，增加税源，使税收收入十年连续增长，成为全国早期的收入超

亿元县之一。后人将会创造更多的光辉业绩，希望《番禺县税务

志》能给后人提供借鉴。

编志在查阅资料中得到番禺县档案馆的大力协助。在编写中得

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谨此恳切致谢!对编纂工作者的

辛勤劳动和提供资料的同志的充分合作，顺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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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叙的时间，从民国时期至1988年。

二，本志记述的是工商税收，不包括农业税、契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在农村征收的军粮，属于游击区

域的税收，则例外列上。

三、本志的年份一律用公元记述。如民国26年写作1937年。

四、建国后番禺的行政区域有多次变更。本志依当时行政区域

叙述。如1958年以前的税收史实，包括后来划归广州的原辖区，如

钟落潭、竹料、太和、人和，龙归、江高、石龙．．石井、萝岗、南

岗等地区，1959年7月以后包括从中山县划入的万顷沙、南沙、黄

阁、大岗、潭洲等地区。1959年番禺县与顺德县合并的半年时间，

税收数字，内容只反映番禺地区部分。

五、本志税收数字，民国时期部分，一律按当时货币名称、金

额记述。建国后部分，为便于阅览比较，1950年至1954年的旧币数

折成现行人民币记列。例如1950年的税收收入，原为16，558，000，

000元，折列1，655，800元。

六、1983年以后开征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建筑税，

金融营业税、因属国家、省收入，不统计在县的税收收入数之内。

七、民国时期，政府会计数字用年度反映。即本年下半年跨次

年上半年作本年度。本志年的收入数字不跨年·如1947年收入数是

1月至12月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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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县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是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盛

产粮蔗，有着丰富的税源。

民国时期，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各自设置机构征税。中央和

省的税收收入，不列入县地方预算，税务机关不归县地方政府管

辖，机构的隶属关系经常改变，在番禺县征集中央收入的税务机

构，曾先后分属广州、南海，中山三地税务局。民国早期，军阀主

政阶段，滇军设局收饷，由永艳堂承办南、番，顺的晒莨捐．正如

《广东年鉴》对县地方财政之概述： “吾国财政，向注重于国省两

级⋯．．．”至于县市财政，向甚少人注意，自收自支，漫无标准。"可

见税制、税法甚不统一。根据“需要"而临时开征的捐税不少。

1930年国民政府下令裁厘，番禺县在1936、1937，1939---年裁撤的

税共10种，年税收金额达10多万元。

沦陷期间，税目繁杂，捐饷的倍征更加严重·汪伪政府只考虑

税款早日到手。烟、酒、糖等主要耢源，亦招商投承，先行认缴。

人民交纳的税，相当多地落入投机中间商之手。而货币不断贬值，

税额亦不断提高，甚至明令每元印花税票售中储券5．5元。1946至

1949年货币的贬值尤其急剧，核征的税额增加达10倍至20倍，商会

反复要求核减。1949年3月欠税竞增至逾千万元。屠宰税按旬核定

税额亦追不上通货膨胀速度，以至省财政厅电示： “如肉价超过五

十倍时，不必俟旬期届满即可调整税额。”尽管政府一再加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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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通胀损失，亦不能不自食其果。1949年2月征起屠宰税金额比

1948年12月增加20倍，而课税屠猪头数却减少363头，减少20 o／／0。

这便是为什么1949年10月兵I临城下，省政府还通令弛禁米酒，图增

“加税源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了招商承投、包缴税收的陋习，税务局

直接向纳税人征税，并直接解库，使税款点滴归公。

新中国的税收是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逐步得到增长的。随

着国营经济的建立，恢复和新建了市头、紫泥糖厂，糖税收入迅速

增长，1953年的各项税款收入开始超过千万，比1950年增长近7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番禺税收工作认真贯彻“全国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正确执行用增长收入还贷措

施，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引进资金技术发展生产·使国营、二轻、

乡镇工业产品升级换代，增产增税。为税收收入的增长，培植了经

济基础。1979至1988年共收起工商各税69，876万元，为建国后39年

总收入153，11]万元的45．63％，是收入增幅最大的十年。其中1988

年收入11，388万元，是】978年收入的197．1％，接近翻了一番。

番禺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公有经济。1953年国营企业交纳的

税收占总收入的52．68％，到1957年国营企业税收上升至占总收入

的89．1％，私营经济只占1．46％。1988年个体户、私营企业税收收

入14，742，344元，又上升到占总收入的12．94％·中外合资、合作

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纳税额3，011，347元，占总收入的2．6％。实

践证明，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发展了各种经济，提供了数以十

万计的就业职位，增加了税收，是富国、富民的政策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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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国税制税负

第一节 ．地方捐税的种类
●

民国时期，番禺县课征的税，名目繁多，有对工商业经常征收的

税，如营业税，营利事业所得税、屠宰税，牛皮税、筵席及娱乐

税，营业牌照税、火柴特别消费税、货物税、易地屠宰税等，有对

经济凭证，如合同、契约、交易凭证征的印花税；有对交通工具，

如车船．．兽力车，肩舆等征的使用牌照税；有为解决警察机关二’警

员费用支出而征收的房捐、警捐·日伪统治时期，有对出入口货物

课征的出入口货税。还有沿袭清代对工商业及货物征收的厘金，如

晒莨捐，‘蚕茧厘税。还有根据支出需要临时开征的捐税。据广东年

鉴记载。 “1929年以前，县地方款各自为政，’任意抽收，种类之

多，无虑千余种。?一 ‘一
一

．： ．’

‘。但是，‘有不少税都是经省政府批准征收的·如1926年省民政厅

提交省政府会议的提案称s√‘据番禺县长呈，。拟请照案抽收来往沙

河(现广州市东郊)的汽车、马车、腐竹各捐为购置枪械y扩充警力

之需。"经广东省政府第三届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照准征

收a：(见1928年5月29日，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三届62次议事录)口

又如i’1928年，番禺县呈请省政府拟仿照广州、江门、佛山三市附

加电力费拨充教育经费办法，就市桥地方征收电力附加费一成，以

收入十分之八拨充县立第一小学校经费，其余十分之二拨充县立第

=图书馆经费。经省教育厅提请广东省政府第四届第九十七次会议

议决照准执行(见1928年10月5日省政府委员会四届97次议事录)。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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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税名目之繁多，以至中央及省政府不得不迭次下令裁撤整

理。1929年10YJ，广东省政府第5届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议案，自

1930年起，豁免蚕茧厘税。1930年，国民政府训令各地自1931年1

月1日起裁撤厘金及类似厘金之交通附加捐等，各省不得以任何理

由请求展限。(见1930年12月19日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129次议

事录)鱼1930年6月，行政院令饬各省政府，嗣后关于征收民营电

厂各项税捐事宜，须先呈院核准，以示限制(见1930年7月1日广

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义事录)。又据广东年鉴记载：

“1936年本省当局确定县地方税捐凡二十四类，并制定《广东省政

府财政厅监督地方财政暂行办法》颁发各县遵照。自兹以后，并随

时切实调查整理乱自1937年一月起至1940年底止，四年问裁撤各县

市苛捐杂税六千余种"。其中番禺县裁撤的税种，计1936年有．5

种，年税收金额167，911元，1937年有4种，年税收金额165，5．71

元，1939年又裁撤一种，年税收金额1，440元。

抗战开始，中央、省政府颁布了一些税收条例，裁撤合并了重

复的征税规定，统一了征税办法。征税走上了较一致的轨道。但是

日．寇南侵，番禺县境沦陷，I税收秩序又处于混乱状态，汪伪广东省

政府亦不得不对乱征滥征现象进行制止。1940年6月17日，汪伪省

政府第1．1次会议上财政厅长呈请自省政府成立之日起，各县政府未

经呈奉核准批办各类税捐，一律予以撤销a 1940年12月28日，第36

次会议上限期将各县过境百货税撤销Q 1941年2月20日，汪伪广东

省政府委员会第47次会议又通过议案称：．“番禺县政府于番从花省

税局成立后，仍批商承办各种税捐，有碍省税，拟请准予分别撤销

等情，．决议通过o．．?。然而征收的税种并未减少，汪伪省政府先后立

例征收的计有营业税、印花税，临时警捐、j糖类捐、．蜡类专税，纸
2



类专税、油豆类专税、颜料与橡胶类及橡胶制成品物专税、筵席捐

等，对番禺县市桥与澳门互输货物征收出入口货税，并将南，番、

顺，中四县属纱绸晒莨捐之捐率倍征，饷额倍收(见1943年10月7·

日汪伪广东省政府第三十一次省政会议录)。：

抗战胜利后，税收分国税和县地方税两大类：属国税的有货物

税，国产烟酒类税、所得税；属县的地方税有营业税、营业牌照‘

税、屠宰税、筵席及娱乐税、房捐，1949年9月改属县收的有土

烟、土酒、薰烟叶和特种营业税。

1949年10月广东省政府还通令各地弛禁米酒·着各县办理酒户

登记_核实征收。番禺县政府转发此文的稿件拟好尚未发出，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驻市桥，实际上没有执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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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税务机构的设置 ．

．

‘

民国时期，税务机构的设置，系以税收归属而分级设置的，大

致可分县属。省属、部属三个层次。

1938年以前，县的税收机构是县税捐征收处，县以下设分处或

征收员，办理营业税、营业牌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筵

席税等项收入的征收。汪伪政权时期，仍沿用税捐征收处名称，抗

战胜利后，税捐征收处的机构没有变，1948年易名为县税捐稽征

处，设置职员75人，工役16人。1949年7月1日起，县税捐稽征处

缩编为14人，所属分处各置职员2人，另增设办理卷烟管理工作额

外人员3人．因收入减少，支出庞大，1949年9月，省财政厅再下

令裁减职员6人，工役3人。

属省税收入的税务机构，1931年起，县曾设稽征所管理营业税

稽征事宜(稽征所隶属于行政区税务局)。1938年1月，设营业税

征收处，兼管其它省税收入，如火柴消费税、典商烟酒店的课税

等。汪伪时期，1943年番禺县属省收入的营业税，以及对港澳输出、

输入货物征收的出入口货税由番从花省税局管理。

属财政部收入的税有两个机构，一是直接税，二是货物税。

1946年3月起，在番禺设直接税查征所，管理各类所得税，利得税

的征收，隶属名称多次变易，简列如下：

时 间

1946年3月

1947年11y1

1948年1月

1948年4月10日

名 称

财政部广东区直接税局南海分局市桥查征所

财政部广州直接税局番禺查征所

财政部广东区直接税局广州分局番禺查征所

财政部广东区直接税局南海分局番禺查征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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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税方面，1947年设置财政部广东区货物税局广州分局番禺

办公处，管理国产烟酒税及糖类货物税，县以下不再设机构，直接

派员驻厂征收o

1948年ION起，部属的两个税收机构合并，番禺的税收机构

为：财政部广东区国税局南海稽征局番禺稽征所。

1949年9月起，裁撤原机构、并调整隶属关系，改为派员驻番

禺征收，名称为：财政部中山国税局驻番禺稽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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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征收方法

民国时期的税收，除在县城及各墟镇设机构征收外，还有相当

多的部分招商标投承包征缴，包缴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承包商

预先将承包期的税款先缴，然后在承包期内向纳税人收回；另一种

只负责在承包期内包缴约定税额。

先缴税款承包的如：1945年3月汪伪财政部广东特派员公署将

番禺县第一、二、三区的烟丝及洒类税通过标投，由投标最高的贞

信行陈永成认缴年饷额国币956，600元，并先将预饷款上缴给公

署，获得准许自1945年4月起至1946年3月底止，承办征收烟丝及

酒类税。财政部广东特派员公署1945年3月22日的布告还声明。

“至于烟叶税、烟骨税暨烟类及洒类税则仍由番从花省税局征收，

不入承商征收范围"·

此外，一般投标包缴税款，都是在承包期内包交约金定额的税

款。据《广东财政纪实》记载：南番顺晒茛捐经省财政厅核定将该

捐由晒茛行业永艳堂认饷承办。自1926年4月起，直至1933年5月

15日期满止。1937年，省财政厅曾核定筵席捐承商应缴的饷额指标分

配各县。1942年3月15日汪伪省财政厅在广州市商会公开明投南、

番、中、顺四属纱绸晒茛捐。1943年12月4日汪伪省财政厅在广州

市商会公开明投番禺县第一、二、五区土制糖类捐，核定全期四个

月，饷额底价中储券160万元。按票中储券20万元，每次出价最少

以中储券1万元为起码，。最多不得超过中储券5万元。财政部又在

1949年3月11日发出训令：查财政金融改革案规定：营利事业所得

税的稽征，改采分摊包缴办法，藉以简化程序。1948年4月、194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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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

年10月番禺县两次招商投承屠宰税。1949年2月，番禺县政府发出

代电及布告周知，第七次公开招标投承各区的屠宰税，投承期为3

月至5月·1949年8月继续执行投标承包，市桥地区由何又新投标

承得，约定在承包期内包缴屠宰税头数如下。

1949年8月 牛53头 猪590头 羊9头

9月’ 77 740 12

10月 77 780 12

11月 79 799 17

12月89 800 18

东圃区屠宰税承包期自1949年9月5日起至12月4日止，承包

头数指标如下z

9月 牛4头 猪130头

10月 5头 148头

11月 5头 154头

此外，由税务机关直接征收的税款，货物税方面，对税源大的

工厂则直接派员驻厂征收，如市头糖厂就派有驻征员驻厂征收。对

小厂则分地段派员统管，如原属中山县辖区的第九区分为两片，即

在上游片，下游片各设一驻征员征收所在各糖厂、(寮)的红糖货

物税。

至于直接税中的营业税、利得税则由税捐稽征处及直接税查征

所按季，按半年查定征收，查定方法基本上是与当地商会协商应纳

税款，发出通知核定。

例如，原属中山县第九区的大岗镇商会1947年6月3日召开营

业税会议，研究税款负担分配。根据中山县分配第九区占全县税额

8．4％，第九区内大黄圃商会、潭洲商会，大岗商会开联席会议，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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