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阐 ‘～一
；》 习

瞎黎驻巷靛

魏骥疆}l溢爨誊蟊裁黔概孵肇瓣黪黔斡醛；奎舔餐《器黪耘：i}：=凝雾鹱黪撼群粉嚣～嚣罄挺翳锻艇嚣撵榴懋潞戳潼趱獭鞫獬耩濯孵灌Ⅻ嘲薹



遵义地区税务志

主编张如烈’，

副主编．严光第’陈作仁

《遵义地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1 991．9． ：



《遵义地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胡 伟

副组长： 张如烈 谢华明 蒋哲信 王承鑫 张世隆

组 员： 严光第 马君瑞 龙泽书 卢康泽 金天福

黄学桥 杨仁里 王远丽 王平璋 陈忠根

吴先云 石仲书 陈作仁 余亚丹 陈光鼎

编 纂组

编 撰： 张如烈 陈作仁 谢华明 石仲书 余亚丹

陈策均．

资 料： 张世隆 陈作仁 余亚丹 钟良勋 毛少同

制 图： 余亚丹

校 对： 石仲书 刘荣典 余亚丹

摄 影： 李仁义
’

‘

摄影排版： 石仲书
’

封面设计： 严光第 刘荣典

封面题字： 徐永超

Ⅶm

㈣

r匕牌；；0；。F●}；，≯：0，，●k：；



《遵义地区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胡 伟

副组长： 张如烈 谢华明 蒋哲信 王承鑫 张世隆

组 员： 严光第 马君瑞 龙泽书 卢康泽 金天福

黄学桥 杨仁里 王远丽 王平璋 陈忠根

吴先云 石仲书 陈作仁 余亚丹 陈光鼎

编 纂组

编 撰： 张如烈 陈作仁 谢华明 石仲书 余亚丹

陈策均．

资 料： 张世隆 陈作仁 余亚丹 钟良勋 毛少同

制 图： 余亚丹

校 对： 石仲书 刘荣典 余亚丹

摄 影： 李仁义
’

‘

摄影排版： 石仲书
’

封面设计： 严光第 刘荣典

封面题字： 徐永超

Ⅶm

㈣

r匕牌；；0；。F●}；，≯：0，，●k：；



序 言

《遵义地区税务志》，在中共遵义地委、行署和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是遵

义地区税务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是全区税务干部群体智慧的结晶，是参

加《遵义地区税务志》编纂工作的同志，日夜辛勤劳动的成果。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

济杠杆和监督手段"。遵义地区税收工作，在调节经济，平衡财政预算，

加强监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金的再分配，促进黔北经济的迅速

发展，作出了贡献。《遵义地区税务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解放前后遵义

地区税收工作的历史，回顾了全区税收工作的兴衰起伏，反映了社会主

义税收的性质、特点和发展变化过程。编纂告成，使我们完成了历史赋

予的此项光荣任务。她将服务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遵义地区

税收工作发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为税收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提

供借鉴和参考。

编纂税务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诸多原因，税务机构几分几合，

编纂时限跨度较大，资料有缺有失，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缺乏修志经

验，错漏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胡 伟

一九九。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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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本志定名《遵义地区税务志》 、t √’ _|

r，

。：二：本志在中共遵义地委、行署和遵义地区税务局的领导下，由遵

义地区税务志编纂组编写。 ，

三、编写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贯彻“存真求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

四、编写原则：详今略古，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相

互印证，彼此补充。力求资料详实可靠，用资料反映税收工作发展的进

程，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五、本志断限：上限追溯至公元1662年，下限为公元1989年。

六、本志记述范围：以遵义地区税务系统的历史和发展为主体，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遵义地区40年的人民税收历史与发

展；，对中央和省的税务重要事项亦作了叙述；对清代及中华民国时期

的税捐，尽可能摘录有关文献资料。资料范围按各个历史时期行政区划

为准，税务人物不单独列志，以事系人，在文中结合叙述。

七、．本志结构分章、节、目，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八、本志体裁有志、记、图、表、录、照片等，以志为主体，图、表插在

有关各章之后，照片集中卷首专页。

九、本志用现代汉语记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练、流畅。
’

十、本志的年号称谓：清朝简称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其年号按

当时习惯称号，并用括号加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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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一律用公历的年、月、日。

十一、本志所涉及地名，一律以本地区现用地名为准，记述历史上

古地名，用括号注明现地名。

十二、本志使用术语名词一律用全称。太长而多次出现的，第一次

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十三、本志币制称呼：清、民国时期沿用历史称呼；解放后一律称

“人民币’’，在记述中省略“人民币"字样，称××元。解放初期用大米折

合“人民币’’计税时，按当时资料计算，1955年3月1日币制改革的单

位为元，对改革前统计数字，按旧人民币一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一元计

算。文字记述中的旧人民币用括号注明。

十四、本志资料来源：清代和民国时期主要依据省、地档案馆和省

志办、省图书馆收藏的档案资料与文献资料，以及《遵义府志》赋税篇与

其他文献资料；解放后主要依据地区档案馆和本局档案室收藏资料，其

次征集老税干与知情人士的口碑资料。

十五、本志所用简化汉字，悉依1986年新版《简化字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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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49年11月21日，遵义解放，人民政府于25日接管原遵义国税

稽征所，采取“边接管、边征收、边工作、边建局"办法，建立了“遵义区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税务分局’’和遵义市、遵义、绥阳、桐梓、湄潭、凤冈等县

(市)税务局，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重视下，开展人民税收工作。

遵照中央关于。暂时沿用旧税法，部份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

则，废除了国民党的自卫特捐、特货(鸦片)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在这时期，务川I、正安、道真、习水、仁怀、赤水等县，遭土匪骚扰。到

1951年夏，在人民解放军围剿下，土匪被基本肃清，从而恢复和建立县

税务局。全区共辖13个县(市)局(1956年9月以前只有12个局，此后

余庆县划入，1958年息烽县划入，1962年开阳县划入，1965年息烽、开

阳两县划回原地区)，第一线的征收单位142个，即：地、县(市)局设征

收科(股)15个，遵义市10个区级街道办事处设8个税务所，各县108

个区13个区级镇，分设1．19个税务所。全区税务职工在一手拿抢、一手

征税的艰苦斗争中开展工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晴天一身汗，雨天一

身泥，翻山越岭，顶风冒雪，忍饥受寒，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专区

税局行政股长，中共党员孟昭华同志，从遵义乘货车往绥阳检查工作，

途经八十栏(地名)遇土匪拦车抡劫，为保护车上乘客，英勇与土匪搏斗

而光荣牺牲。余庆县税务局局长，中共党员朱生同志，在原国民党起义

部队328师部份官兵叛变时，带头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在这次与叛军

斗争中，牺牲的还有县税局行政股长，中共党员胡新民同志．烈士们的

光辉业绩，万古流芳，永远激励着全区税务工作者不畏艰辛为人民服务



的决心和行动。

1950年元月，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央和地方的税

收统一规定(除农(牧)业税外)为十四个税种。遵义地区开征了货物税、

工商业税(含营业税、所得税、摊贩牌照税、临时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

税、印花税、交易税、房产税、地产税、屠宰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

用牌照税。对关税、盐税(无机构只有少量补征)，薪给报酬所得税、遗产

税未开征。同年废除了“包征”的屠宰、斗息(粮食交易税)、牲牙(牲畜交

易税)、土酒(白酒)、土烟叶等由税务局征收。各县(市)先后建立了交易

所，取缔中间剥削。1951年开征棉纱统销税。1952年开展“三、五反"

(三反是：反贪污，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行贿受贿，反偷

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对

税收工作有一定影响。运动后期开展增产节约，组织收入执行“先活后

税’’政策，促使各行各业迅速恢复生产经营，市场活跃，给税收任务的完

成提供了基础。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全区工商税收入库1576．2万元，

占财政收入的41．48％。以1950年为基数，1951年增长201．92％，

1952年又比上年增长23．75％。

1953年稳步慎重贯彻执行“试行商品流通税”，对工业企业交纳的

主要税种进行简并，在保证产、批、零三道税的前题下，试行一次征税

制。遵义地区对卷烟、白酒、火柴、麦粉、原木、生铁、皮毛等产品征收商

品流通税。同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地区税务部门工作，在党的

总路线指导下，一方面加强征收管理，开展反偷漏税斗争，大力组织收

入，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另一方面在调节各阶级收入，贯彻区别对待

政策，配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在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

和半社会主义经济，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3---1957年，随着工农业生产发展，商品流

通渠道畅通，征收管理的加强与改进，共组织入库税款7354．3万元，每

年递增21．89％，占财政总收入比例由1953年的53．63％，上升到1957
·2‘

■



年的64．19％。

1958年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对全地区税收工作提出：“依靠党政，依靠群众，发展生

产，增辟税源。"执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

潮中，片面追求高指标，使全地区税收任务三次“跃进”，由2361万元～

3045万元"--4300万元，出现大放“收入卫星’’、“大购大销"等浮夸虚假。

同年10月执行省财政厅规定的核查，于1959年退还多征工商税款

275．5万多元。1958-'--"1961年工商税收计划终未完成。1959年元月遵

照国务院规定，全地区停征存款利息所得税。1962年全地区开征集市

交易税。1962年出现了好转。超任务42．23％完成税收计划。

1963"-"1965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轻、重比例在新的基础

上趋于协调，全区工农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执行中央财政管理六条指

示，改进农村人民公社征税办法，对社、队办直接为生彦服务，以及为社

员生活服务的企业，给予减免税照顾。1963年4月执行国务院《关于调

整工商所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办法的试行规定》。同年，全地区税务部

门配合其他职能部门在城镇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整顿征管与健全

制度。1965年对全区纳税单位和对象重新进行税务登记，共登记23820

户，其中国营496户，集体企业1479户，农村工副业10991户，个体户

1 0．81 O户，其他44户。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以后的10年，初期使遵义地区税

收工作处于瘫痪与半瘫痪，导致前四年收入下降。1966年比上年减收

483．2万元占14．26％，1967年又较上年下降14．94％，1968年再下降

＆86％，1969年又比上年减收5．04％。1970年税收开始回升后，逐年

好转。1971年7月遵义地区对国营企业试行“行业税”，但不久停征。

1972年元月全地区贯彻执行《工商税条例(草案)》。这次税制简并，将

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盐税等

合并为工商税。税务与财政机构合并，干部较“文革”前减少35％。1973

年6月财税机构第三次分设，各级税务部门积极抓了促产增收，全年工

商税收比上年上升3．13％。1974年完成3778．5万元，超计划5．27％，



比上年增长4．08％。1975年元月遵义地区财贸系统先进代表大会，税

务系统有68名代表参加，大会印发了五个税务所的先进资料。全地区

全年入库税款比上年增收784．1万元，上升20．69％。

1976,--．1980年，国家进入第五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时期。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逐步形成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

主体的全民、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外资等并存的结构。1979年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了税制改革议题和设计，随即着手调查研究进

行税制改革的试点。从1 980年起，逐步建立和健全涉外税制、两步利改

税、以及工商税制的改革。改革后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税制，

强化了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调控作用。遵义地区在执行新税制中，坚持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以法治税，集中税政，加强征管，强

化监督。“五五"时期入库税款3．2亿多元，较“四五"时期上升

70．73％。1982年全地区工商税收突破一亿元大关，1985年近三亿元，

1988年又突破伍亿元，1989年达到6亿元。对主要产业实行倾斜政策，

开拓资源的深加工，扶持附加值高的产品较快发展。如烤烟年均递增

22．48％，卷烟年均递增61．38％，铁合金年均递增29．21％，尿素年均

递增37．33％。同时在坚持搞活经济与制约管理的原则下，使税收实现

“促产增收、培养税源，调控市场，组织收入。”从1980年到1988年对新

产品的减免税和以税还贷达9841万元，其中：遵义卷烟厂以税还贷

5200万元，年产卷烟达28万箱，是全区的拳头产品之一，年创税超亿

元；董酒厂以税还贷582万元，生产能力由200吨发展到3000吨，满足

国内外供货需求。税收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速

生产发展。现在全地区拥有冶金、化工、电子、电器、机械、煤炭、建材、卷

烟、酿造、纺织、造纸、食品、制革等工矿企业，有300余种产品成为重要

的输出商品。工业总产值较解放初期增长1310倍。

1986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为

强化征管工作奠定基础。地、县(市)税务局的第一线征收单位，由过去

征、管：查一员统管，改革为征、管、查分离的模式，开展税务登记、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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