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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料不足，书中疏漏之处颇多，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朱国基
‘

一九九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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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个别事适当上

溯，下限至1 988年o ．
：

’．}三、本志坚持方志按横排竖写的体例和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除

志首和附录外，专志分8章4 o节。全志共2 5万字。 ，，

四、志中将中华民国简称为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

为新中国或建国后。 ．‘I ．．

， 五、靖州县名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记述。清末至民国2年前称

靖州。．民国2年后称靖县。1959年8月至1961年7月1，靖县与通道并

县，称通道侗族自治县一1987年2月起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简称

靖州县0。一
。

-。 六’，j本志主要内容是工商税志，属农业税方面的由财政志收录。：

对靖县解放前的田赋、契税、土地税，本志只略记。．建国后的农业税、

契税、耕地占用税、农林特产税等未入本志。建国后全国全省设置的

税种税目，靖县未开征的，本志亦未录述。
’

．七、，志中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均用当时的货

币和金额单位。建国后至1 953年8月1日使用的人民币，已按10000：1．

折合为现行人民币。

八、本志资料，建国前的主要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览



，|’●

图书馆、省档案馆、省图书馆、：《湖

《省财政志》、《怀化地区税务志》

口碑资料。建国后的主要来源于《湖

本局档案室和股室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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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

靖州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怀化地区南部。北邻会同、二东接绥

宁、，南抵通道，西与贵州省的黎平、锦屏和天柱接壤。南北纵长5 8公

里，东西横跨6 8公里，总面积2200．5 1平方公里，约合330万亩。境

内有枝柳铁路和公路209国道贯穿南北。1 949年，全县人口9．56万。

建国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改善，人口逐年上升，

1 988年总人口达21 8286人；其中苗、侗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2．9％。

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靖州县属雪峰山脉，地处雪峰山脉南端和云贵高原的东缘斜坡地

带。境内崇山绵延，峰峦重叠，气侯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

种性广，有利多种林木和作物生长。据1979年森林资源调查，全县森

林面积达1 65．1万亩。其中松、杉林110．5万亩，楠竹6．2万亩，油茶17．4

万亩，核桃4．6万亩，果木林o．9万亩，其他经济和杂木林25．5万亩。活

立木蓄积量为909万立方米，楠竹蓄积量为660多万根，1984年以来，

年均木材砍伐量约12至15万立方米，其中年商品材约8至1 o万立方

米。是全国重点林业基地县和湖南省七个重点林区县之一。尤以1984

年冬季木材市场开放后，每年由木材产、供、销而产生的税收，约占

全县税收的60～70％。因此，有“木材财政”之称。

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主产稻谷、兼有少量小麦、玉米、红薯等；

经济作物主要有柑桔、油茶、茯苓、香菇、木耳等；林副产品如松

香，玉兰片、药材以及畜牧、水产品等均逐年有所发展。工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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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仅有几家简易的圆木、铁工、鞭炮、食品，酿酒等手工作坊。

建国后，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兴办了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生活服

务的各种小型厂矿企业。全县工业以农机、氮肥、采煤，电力、钒矿

为主。轻工业以酿酒、造纸，印刷、加工为主。县内地下资源丰富，

有石灰岩(碳酸钙岩层)、煤矿、锰矿、高铝矾土、金矿、钒矿等

矿藏，其中石灰岩，高铝矾土、金矿品位高、储量大、很有发展前

途。此外，由于靖州地理位置优越、铁道公路四通八达，是湘、黔、

桂边境木材集散地，流动人口多，县城商业、饮食服务业兴旺，市场

繁荣。上述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既有利于县内农、工、商各业发

展，亦为全县财政提供较为稳定的税源。

，赋税是有国家以来，依据法令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查考有关赋

役文籍，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里，税收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时轻

时重，沿袭变更，经过了三大发展时期。

封建制时期：

秦汉以前，国家收入以田赋为主。夏禹始。贡”，由“公田制”

发展到靠初税亩”。周代始有商贾。狩猎，捕鱼，征“关市之赋一、。山

泽之赋”，即商杂税。秦汉以后，兴盐、关税。汉武帝时，定征商律，

杂税丛生。唐代工商业发展繁盛，赋税名目繁多，榷酷酒，征间架，

兴除陌，课茶税、矿税、盐税等等。南宋时赋税更甚，民家桑长一尺，

田增一亩，屋上加瓦，亦被抽税。明清两朝，在对以往旧制相继沿袭

基础上，仿习西方税制，始产生现时代税制萌芽。清末，靖州税收除主

要征自田赋外，工商杂税尚有当税、牙税、契税、盐税、厘金、关税、

屠捐等项，只不过征收数额甚微。清光绪十一年(1885)，靖州征田

赋附银9137两。而属工商税收性质的田房牛驴税、牙税银11两。仅占

全县财政收入的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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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封建税制，主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其制订原则，是根据统

治者的奢侈需要，量出为入而定。各朝初期，笼络人心，实行轻徭薄赋．

注意人民的生活及税收负担，末年皆腐化堕落，置人民于水深火热而

不顾，任意横征暴敛，致使人民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推翻其反动统治。

民国时期：

靖县军阀混战，匪患无穷，官绅刮削，兵连祸接，且后期货币贬值，

物价飞腾，以致百业凋蔽，民不聊生。当时捐税名目繁多，加之县乡自

立章法，临时征收杂捐更多。但税无定法，征无定制，互不衔接，各自为

政，既有一物数税，一业数征现象，亦有敲诈勒索，放纵逃漏行为。而当

时政府不事发展生产，只知以权谋私，以致社会经济萧条，税源枯竭。在

此前提下，民国时期的靖县税收，只能以田赋为主，其他税收，多采“包

税”方式。因此，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擅自抽收、．因税逼死人命等

现象，时有发生。民国时期税务上还有一个特点，即按税种设立机构，

多头垂直管理，旧政界视税务为“肥缺”。县级税务局长，多由县长

兼任，。充分反映了当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一的实质。

新中国建立后：
’

1949年10月5日靖县解放，成立靖县人民治安维持委员会，1950

年2月成立靖县临时政府。同年4月1日，成立临时政府税务局。当

时土匪猖獗，为集中力量剿歼湘西顽匪，解放军和临时政府于1950

年4月下旬撤离靖县至会同。同年1 o月20日，部队返靖消灭土匪后，

始成立靖县人民政府，随即建立靖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基层则按行政

区划分设3个税务所，管理全县1镇、15个乡集贸市场的征收工作。同

时在县城盐店码头设立稽查办事处，专管河运物资的临时商业税。①县

城私营工商企业和个体摊贩，则由县局直接征管。
①临时商业税：对行商和外埠销售本业以外货物的固定工商业户，按其经营额于销货所

在地征收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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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在基本沿袭旧税法基础上，国家根据新形势要求，初

步对税目税率作必要调整，废除了旧政权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靖县

在当时有残匪骚扰的情况下j税务干部均配武器，并有解放军相随。

工作过程中，除广泛宣讲人民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原

则，动员纳税人踊跃交税外，还得配合中心工作发动群众协助部队肃

匪。1950年仅10至12月，共收工商各税15309元。

1951年是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全国税政的第二

年。按《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民国时期的40

多个税种，统一开征14个税种，并先后制颁各税种《暂行条例》和

《实施细则》。靖县结合全县实际，开征了工商业税(包括固定工商

业、临时商业及摊贩业)、货物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

税、屠宰税6个税种。在“依法办事、依率计征’’的原则下，全面开

税收工作，从而开创了人民税收的新纪元。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以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号召私营工商业扩股增资，大胆经

，组织资金普查，全县工商业户拿出黄金、银元扩充资金，扩大经

。正确地贯彻了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为国家组织了财政收

。1 951年至1 953午3年中，全县工商税收，每年平均递增26．7％，

财政收入的比重，则由1 951年的21．76％，上升到1 953年的41．87％。

随着对私改造的深入，“限制”与“反限制”斗争日益激烈，反映

税收领域中，主要表现为私营工商业者，逃避合理负担，偷税漏税。在

三反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

、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税务部门

调干部，积极参与对全县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清查工作。通过清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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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私营批发商采取抽走资金、隐瞒存货、虚列成本、涂改货证、伪造帐

据等偷税手法。这次清查，共查补各项税款4213元，有力地打击了不法

工商业户的破坏活动保证了税收政策的贯彻实施和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紧密配合对私改造，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坚持搿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

政策，相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实行起运征收，统一发货票；由

税务部门组织建帐，培训财会人员，加强财务管理；团结进步开明工

商业者，整顿健全民主评税组织，发动和依靠店员协税护税，吸收店

员参加税务工作；打击少数不法工商业者的投机倒把、偷税漏税行为。

同时，按照政策规定，对国营、合作社(包括商业、手工业合作组

织)、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税收减免优待和简化纳税手续，鼓励和引导

私营工商业者积极向公私合营，合作社经济方向发展。

．

，

。三大改造”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主要税源亦随经济成分变化而变化，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和

公私合营企业缴纳的税收，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源泉。从而彻底改变了

工商税收以私营工商业缴纳为主要来源的历史状况。

1958年9月，县税务局与财政科合并为靖县财政局，建立公社一

．级财政，实行“两放、三统、一包”(即：下放人员、下放资金；统

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包财政任务)。撤销基层税

务所。缩减人员编制，下放大部分税务干部。1959年3月，在“一大

二公”的思潮影响下，靖县与通道合并，两县财政局合并为通道政财

局，局址迁县溪。在“大跃进”②、 “共产风”③， “浮风垮”影响

①三大改造：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②大跃进：不符合中国当时经济情况，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用超乎寻常的速度，盲目

追求高指标，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英国工业水平。

③共产风：否定等价交换原则，不承认现实存在的差别，任意无偿地抽调物资，劳

力，把队与队，人与人的穷富拉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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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切实际地提出实现地区、企业所谓税收搿三无一(无偷漏、

无滞欠、无差错)、 “五无一(无错、无漏、无欠、无计算差错、无

票证丢失)，甚至在国营企业中一度搞无帐会计、以表代帐、 “税利

合一”、 “以利代税"，设想取消工商税收。随着税务机构的削弱，

税务人员过多的抽调，导致“税收无用论”泛滥，税收征管松驰，漏

欠严重，收入进度缓慢，1 958年税收占当年财政比重是45．23％，而1959

年则下降到，32．21％，1960年回升为34．75％o

1 961午7月，通、靖分县。9月财税分设，恢复税务局，重建税

务所，税务人员陆续归队，征管逐步加强。此时，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方针，集贸市场开放。税收工作配合调整

分配关系，调节市场供求，并通过税收减免扶助，促进生产发展。1963

年为在集贸税收中贯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方针，县政府组织以

税务机关为中坚力量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在全县城乡开展打击投

机倒把活动，以保护合法贸易，推动集贸市场的恢复，活跃城乡经

济。对投机倒把者进行补税罚款，从4月1 5日至7月5日，历时80天，

入库工商税50842元，受罚者291户。全年清理偷漏税收金额80652元。

通过此次市场整顿，为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平衡财政收支作出

了积极贡献。1 962年全年征收工商税收63．3万元比1 961年44．5万元增

长42．25％，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前两年(1 959、1 960)的32．21％、

34．75％上升到(1 962年)48．21％。此后，税收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

1 966年后，在“文化大革命”①冲击下，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干

扰，机构瘫痪，人员下放，征管制度被打乱，全县一度只有生产指挥

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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