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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是时代赋予我们艰巨而光

荣的任务，也是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的一件大事。昔人云；“以铜为鉴可整衣冠，以史为鉴可知*衰”。

这不仅言简意赅的说明了编写志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可阻

借鉴历史，指导现实，有助于增强税务1工作的适应能力，提高税

务干部的素质，更好的运用税收经济杠杆的手段，调节国民收

入，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为此，我们按照自流

井区志办公室的部署，组织力量，经过资料的收集、整理、选材

和用材，现已完成了《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的编纂任务。

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和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横排竖写”的方

法，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记述我区税收的建立与发展，望能起到

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

编纂本志，由于我们知识、阅历和写作水平有限，加之我区

行政区域的调整，税务机构三度分台，组织结构和人员的变动，

办公地点几经异迁，致使资料流失、分散。所以本志缺点、错落

是难避免，敬请有关领导和同志不吝赐教。

《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

导，广大税务工作者和有关部门，个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

1 988年l o月25日

彗H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自流井区税收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起1 949年12月F至l 985年l 2月。民国

时期以前，自流井地区未单独设立税务机构，有关税收事宜，由

其主管机构直接派员办理。对历代税收概况和民国时期税务机

构，本志增设第一章作个简要追述。

三、本志在章以下按节，目、项三个层次排列归属。“U”

的标码用汉字(一)、(二)、(三)、(四)⋯⋯，“项”的

标码用阿拉伯字l、2．3、4、⋯⋯。

四、本志的历史纪年，用当时通用记年；民国时期用民国××

年，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一律

用公元年号。

五、本志使用的货币名称，解放后一律以现行人民币为准，

但因币值曾作过调整，为了统一口径，l 955年3月I f_l前的

人民币，均已按规定的比率折算为现行人民币。

六、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加标点符号。

七、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并兼用图表、以补充文字记述之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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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局办公室大楼



税务人员宿舍



rI贡市『|流外K税务^6全体税务人员合影

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局历任部份负责同志及其他人员留影



参加动员编写《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的胜淡会议人见

评审《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初稿)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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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人员对个体工商业户进行突击盘点

参加编写《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的全体人员

《自贡市自流井区税务志》编写人员自审修改稿



开展税收咨询服务活动

税务人员开展对个体经济的建帐辅导

税务人员深入企业培植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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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税收是人类社会分裂为对立阶级，并出现国家以后，随着财

政的发生而产生。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其政治杈力，按照法

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向自然人和法人征收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的

一种分配方式。它是为统治阶级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

经济服务的。国家存在，税收也就存在。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一夏代，曾凭借其政治恢力，

强制取得奴隶劳动的绝大部份土产物，还向被征服的氏族部落以

及承认其为共主的诸侯国索取一定数量的土产物品，这就形成我

国税收的雏型，周代开始征收“关市之赋"，‘‘山泽之赋’，。春

秋时期鲁国开始对私有土地按亩征税，史称“初税亩"。进入封

建}土会后，以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形成“田赋、口

税，丁役’’三位一体的农业税制。由于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陆

续开征了盐，铁、酒、茶，矿产等税，加上“关市之赋，，，形成

田赋，工商业税和关税比较完备的税收钵系。征收形式也从以实

物、力役为主逐步改为货币为主。清末，我国外受帝国主义掠夺，

内有不断爆发的农民革命，清政府为了中饱私囊，镇压革命，千方

百计增加税捐，搜刮民财，对田赋这一主要税捐一再加附加。辛亥

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之间，

互相争夺，为了支付内战军费和偿还外债，又变本加厉征收苛捐

杂税，四川省田赋已预征到1987年。

民国二十八年前(1939年)自流井地区尚未建制，属富顺县

的桐挡镇、长丘镇，未设专职的税捐机构。随着盐业的不断发

展，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的发展起来，l 939年9月1日成立自贡市

政府(地址设在桐挡镇)直隶四川省政府管辖。自贡市政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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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税捐机构，除盐税，关税历有自成系统的直属征收管理机

构外，另设有直接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地方税等分支税捐机

构。这些机构均设在自流井地区，分别派员办理这一地区的税捐

事宜。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苛捐杂税多达五十多种。对劳动人民

进行超经济剥削。后期又加之通贷膨胀，官绅盘剥，盐场大多数

井停灶歇，百业凋敞，市场肃条，国民政府不事发展生产，造成

经济衰退，税源桔竭。

解放后的税收，是在社自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运用税收经济杠杆作用，参与国民

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有计划的用于“四化’’建设，并在发展生

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社白

主义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致的。

建国三十六年来，自贡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千年盐都

发展成为以制盐、化工、机械为主，兼有冶金、建材、电子、

轻纺等多种门类的新兴中等工业城市。自流井区位于自贡市腹

地，是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全境砸积1 1．3平方公里。交通便利，有内(江)宜(宾)

铁路过境，公路四通八达。l 979年将凤凰．红旗、和平三个乡(原

公往)划归大安区管辖后，本区辖属四个街道办事处，76个居民

委员会，总人口l 54，838人，没有农业，以1业、建筑业和第三产

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目前区属工业有机械、化工、电器，纺织，

缝纫、印刷，机制绣花、日用轻工等十儿个行业，40多个独立核

算工业企业，第三产业也较发大，建筑、运输、商贸交易也比较协

调I集市贸易也较活趺。这些独特环境和良好条件，为我区税收

工作的开展带来了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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