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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税务志>由于市局领导和编纂小组全体同志

的努力，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核实材料，几易其稿，终于付

印成书了。我祝贺它的诞生。
”

． i

。作为一部较为完整的玉溪市税务专书，在我市的历史

上它是第一部。仅此一点，已足以说明它的价值。， ，

．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保存得最完整的国家，玉溪市的税

收史究竟起源于哪个朝代，至今却不能下一个准确无误

的结论。根据历史记载，云南早在西汉已有税收，但玉溪

在西汉是否就巳纳税，。却没有可靠的证据，魏昔南北朝、

唐宋等历代统治者在玉溪是否征税，‘现存的史料中也找不

出准确答案。‘玉溪市税务志'把元代在玉溪征税的有关

材料摘抄下来，作为史料，是极为珍贵的，但玉溪税收是

否就起于元代，也不能算作定论。‘玉溪市税务志'的编

者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谨慎的科学态度。以写实为主，证

据不足者宁可存疑，不作妄断。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和提

倡的。
’

．

‘

：

．。‘玉溪市税务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编写原

则，突出专业特点-突出地方特点，还特别强调了社会主

义的税收在税源，性质^作用等方面与历代统治考的根本

不同点·这对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税收是有益

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社会主义的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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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集体、个人分配关系的

主要手段，也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调节杠杆。经济

决定财政，生产决定税收，1这是我们制定税收政策的立足

点。剥削阶级的政权靠税收中饱私囊，首先为维护其享乐

腐化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税收政策是为渊驱鱼。杀鸡取

卵。社会主义的税收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生产发

展的基础上增加税收，在税收增加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

和繁荣。因此，．我们特别重视税源的扶植与培养，特别重

视税务机关对税务干部的培训，。教育他们秉公执法i廉洁

奉公，。不断提高政策业务水平。向一切违犯税收法纪的行

为作斗争·通读《玉溪市税务志'，‘’我们发现，它确实如

实地记载了新中国玉溪市税务干部为开辟税源y增加税

收，给经济部门，生产单位当参谋，，传信息．找门路．-．

面服务，一面监督，既抓生产，又抓税收所傲的大量工

作．通过他们的行动，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税收干部的高

尚品质和税收制度的优越性。 ．

‘

：，+ ，。 ，， ：

‘玉溪市税务志’在突出地方特点的前提下y系统地

阐述了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保

存了各个历史时期税收政策，方针，决定，特别对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

的正确性的记述尤其详细．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突出了玉溪

市税收工作始终和中央税收政策的一致性，表明玉溪市的

一切税收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照章办事。

同时，也为各级政府税务干部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

’，。‘玉溪市税务志'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1万事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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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加上编写时间仓促，人力物力条件有限。因此，还不

能把它看成是十全十美，欢迎大家对它提出批评和建议·

我深信，在税务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下，它必

将日臻完善·

曹永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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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税务志’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和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关怀

一下进行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经

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的大好形式下，运用

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修新的税务志，其目

韵是搿存史?，：是_资政修，“使新的税收工作曩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雳·可见，修志是一件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

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大事。现在‘玉溪市税务志’终于干n印

了。’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0 一．步。‘?一√p o‘

、! 税收，既是经济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它的产生和发

展，都和一定的社会历吏条件相联系‘税收是随着统治权

，力的产生而产生的，它的性质又随着国家社会性质的变化

而变化，同时，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

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二为了弄清税收的产生和发

展的历史，就要联系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手工业，工业．商

业等的发展，联系它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联系

各个时期的阶级矛盾的状况·只有追本溯源，才能找出其

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掌握其发展规律，．从而做到古为

-今用，『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

，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

商品漉通的繁荣，，玉溪市的税收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对



-期。征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源的增加，反映了经济蓬勃发展

的状况。把建国三十六年来的税收工作，特别是近年来的

税收工作，翔实地记载下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

务。因而，编纂这本志书。既是发扬盛世修志的传统，也

是为四化服务，．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重要工作．’ ；‘净

0，，为了做好编纂工作一我们组成了经过认真挑选的编纂

班子，，拟定编纂大纲，明确编纂目的。提出具体要求．全

面地，系统地，真实无误地反映玉溪有史以来的税收面

貌。编纂人员在资料不足，核查不易的困难中，，坚持广征

博采，反复核实j先后查阅了旧志，报刊，，挡册等文献中

的有关资料，。特别是收集了建国三十六每；来系统完整的税

收资料，核对了全部有关数据的帐册报表，分门明类地录

制成资料卡片，在收集整理核实资料工作中，辅之以访

问，座谈，并得到有关单位的大力配合，对所有资料作了

互相核对，反复印证·基本傲到l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系统完整，翔实可信．并得翻财税部门离休，退体及在职

的财，税战线的老同志为本志的编纂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

情帮助，使‘玉溪市税务志'的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达到预期目的·我们对有关单位和同志们的支持谨致以衰
t 心的谢意。i j j’一；，。 j

’
．．j i。·’

j： 编纂工作于一九八六年二月开始。至周年12月完稿，．

历时十一个月，，先后经过了拟定编目．查核资料．编写修

一订。逐级审查．编委验收等四个阶段·金书共分十章，兰

十余万字，附图三张‘照片14幅·本着鬈详近路远·立足

当代，反殃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的编写原则，徐绽



纂了玉溪历史上有记载可供查考的税收史实外，着重详述

了建国三十六年来的税收工作。对史料及其观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作了审慎的分析和考核。 i

‘玉溪市税务志’虽经反复修改，力图全面地，客观

地反映历史事实，以期达到新编专业志的要求，但由于我

们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业务能力有限，缺点和错误实属难

免，热切希望领导和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

‘。。赵金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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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的概念_．：． ：‘。一一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是按照预定

标准，w向经济组织，城乡居民征收实物或货币所形成的一

种特定分配关系。它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蘑要方

式。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税收制度，县有不同的本质．它的

基本特点有三个。一是强制性。即国家依据法律强制课

征，二是无偿性，即国家征税以后，税款即为国家所有，c

不再归还给纳税人，也不支付任何报酬，‘成为一种无偿征

收，兰是固定性，即在征税以前，就以法律形式预先规定

课税对象和每一课税对象的征收比佣，或征收数额，按照

预定标准征收．这兰个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

体，是税收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的基本标志。。‘． ’．

．税收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是一

十分配范畴，是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

之所以是。种特定的分配关系，、是因为它与地租．利润，：

利息等分配形式有所区别t前者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依据

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而后者则一般是以财产占有关系

为依据的生产过程中的分配。o ：：j，，o ．

．’．社会产品分配美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所

￡王爹税收作为一种分配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羟济制度下，e

， 、奎

f

。

，

．

^



与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相适应，’体现着不同性质的生

产关系。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税收体现．

阶级剥削关系，是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工
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税收则是体现社会主义各阶级之
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整体与局部的分配关系。

j
’

．． ．

⋯’，：二、税收的起源和发展o．，·一
“

。， 、

，
，．’。

‘

、 税收的起源，取决于相互制约的两个前提条件l一是-

国家的产生和存在，二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所‘

以，税收是_．个历史范畴，是国家政权和私有财产制度相．

结合的产物。 -r
- · ‘、 一 ，

．1一伴随着夏代私有制的出现一夏代是我国第一个奴隶
制国家；从而产生了税收。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

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它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

到高级：其发展过程，‘可以从税收法制程度的差异、，税状
制度结构的变化、税收征收形式的演变和税收名称的变化．

等四个方面得到说明。÷．，一：一’、、‘一’～j1· ，．

善． 从税收法制程度的差异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栅

期，税收虽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无偿性，但固定性并不十分
严格，．，因为那时国家行使征税是同纳贡者的自由贡献相络

合的，我国早期的贡赋就是这样。到了封建阶级确立统渔

地位以后，随着君主权力的扩大，开始实行专制征税，并

逐步得到加强·我国封建社会对人民的横征暴敛正是如

此o．民国以后步。仿效西方，实行立宪征税，’国家征收税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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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经过立法程序，完成立法手续。．：：．j一：。j二，．’I。一

，!‘从税收制度结构的变化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j三

种类型。一是以原始古老的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例如

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耕地征收的土地税．．田赋，对

人丁征收的名目繁多的人头税，对各种财产征收的财产

税，等等。当时虽然也有对城市商业、手工业和进出口贸

易开征的商税、物产税、关税等税，但税额很少，在税收总

额中不占主要地位。二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即对

：商品课征的间接税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一类型在封建

钍会已经出现，民国以后得到发展。例如对消费品课征的

捎费税，对商品，劳务的经营课征的营业税或销售税，对

食盐的生产，运销课征的盐税，对进出口商品课征的、．关

税，等等。这时虽已征收土地税，财产税，各种杂税，但

收入不占主要地位。三是以现代的直接税一一所得税为主

钧税收制度。即以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

驹课征制度，例如当前我国对公私企业利润课征的所得税

和对个人一些所得课征的所得税，等等。 。．．“。‘．_

． 从税收征收形式的演变看，主要有三种，即实物形

式．．力役形式，货币形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实

物形式和力役形式为主。即搿布帛之征一。，粟米之征露，1

：搿力役之征力为主要形式·例如我国早期的贯赋，封建社

会对土地课征的田赋，都是以实物为主，王室征调的军

致，力役，杂役和差役，则为力役。这～时期，虽也存在

货币征收形式，例如对商业，手工业征收的商税和物产

税，对财产或经营行为征收的各种杂税等，但它不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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