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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继往开来。仪征市税务局按照市政府统一

部署的修志要求，决定编纂《仪征市税务志》。这是有益当

代，惠及后世的大事。是我们税务部门的一项基本建设。

税收是国家实现职能的物质基础。有国家的存在，就

有税收的存在。“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赋税是

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马克思)。税收历来受到国家的重

视。仪征自公元前一世纪建县时，即设置官吏从事赋税课

征，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税收历史。历代封建王朝以及随

后的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滥征’

虐课，竭泽而渔，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捐苛税重成了搁

在人民头上的一把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税收的基本原

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税务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制定

的税制税法，合理征收各种税，次，发挥税收的监督管理和

调节经济的作用，为增加财政收入，积累资金，繁荣经济，

服务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仪征的税收历史，反映了税

收在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加强税收管理，实现

税收职能的重要性。

《仪征市税务志》是仪征有史以来第一部税务专业

志。它较为系统地记述了仪征工商税收的历史和现状，着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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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税收的发展变化情况，税

务人员的奋斗历程，工作的成就得失。志书是一面镜子，

是一份教材，也是一个资料信息库，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税

情，借鉴前人经验，提高认识能力，改进工作，都是很有益

处的。

值此《仪征市税务志》成书之际，我诚挚地向全市税

务工作同志推荐。并愿与同志们一起认真阅读，忠于职

守，勤奋工作，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仪征市税务局局长柳广祥

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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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是记载仪征工商税收情况的专业志书。立足

当代，详今略古，上限起于晚清，下限迄于1992年。

二、本志为章、节、目结构，横分门类，以类系事，纵向

叙述。全查堡：整姿：太．塞逗塑曼雯．；；。苴‰．整鎏签姿夔遗，
总摄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记事本末；各章分迪巫塑：型型塾麴，毯救．灿嘏征馨蜊赢
税务队伍。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求实存真，述而不作。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行文按《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的规定办

理。各个历史时期的机构、职务、地域、事物等名称，均用．

当时名称，一些名称需多次应用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解放前"、。解放后一，以1949年4月县境

全部解放时为界；1986年7月撤县设市前称“县一，以后称

“市’’。 ，

六、本志资料采自历史文献、档案和I=／碑，均经过核

实。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解放后各项统计数字，以

税务报表和有关统计资料为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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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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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JD～ “

仪征，位于江苏省中西部，长江三角洲顶端，东邻扬

州，西近南京。全市总面积903平方公里，人口57万多人。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良好的发展经济

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条件。 。

，

仪征，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

这里的农牧业即较发达。汉代，有了县的建置。贯通南北

的运河建成后，这里扼江、淮、河运道的枢纽，成为纲运喉

舌，东南水会，两淮海盐主要集散地。唐宋时为全国著名

的工商业城市。直至清代后期，战乱频仍，运道变迁，仪征

迅速衰落下来。1949年解放后，仪征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

特的地理优势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较好的发

挥。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步伐更是大大加快。全国最大的化纤

原料生产基地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全国最大的内河

油港等大型企业相继在境内建成投产，又推动当地社会

经济的发展。仪征以新兴港口工业城市的崭新面貌崛起

于黄金水道之滨。 ；

仪征的税收工作同样源远流长。汉代前期，这一带置

舆县，便设有官吏从事赋税课征。唐宋时，这里“沙头缥缈

千家市，舻尾连翩万斛舟一，。商旅往来，连袂成祚一，盐茶
一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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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仪征县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牙税、

当税、契税等商杂税收入占总收入的lo％左右。以后，军

阀混战，经济凋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却不断增加税种，

提高捐税额度，最多时，仪征征收的正税、杂捐和附加税

有20多种。日伪统治时期，伪政府开办很多苛捐杂税，滥

征暴敛，伪军亦自行设立税收机构，恣意增加税种，提高

税率，其中单是货物税即有24类11种。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为筹集内战经费，增设所谓非常时期特种税，

地方亦巧立名目加征各种附加、杂捐，税额更是成倍甚至

数十倍增加。群众称“国民党捐税多如牛毛"，城乡人民多

次进行抗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在

根据地内取消苛捐杂税，统一征收公粮(农业税)和货物

税，并运用税收手段与日伪的经济侵略、经济封锁作斗

争，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仪征境内各民主政府每年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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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量税款(在淮南各县中上缴税款最多)，为巩固和

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卜

49年仪征全境解放，揭开了人民税收历史的新篇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税收工作，建立健全税务机

构，认真贯彻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依法征收

各项税收，不断加强税收管理，加强税务队伍建设，发挥

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职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一

。 ；I羔、；

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税制几经改革。解放初期推行Pi
多种税、多次征收的复合税制。50年代后期简化税制，实u■

行工商统一税，复合税制改为单一税制。70年代试行工商

税，并调整部分税率。1978年底，实行全面工商税制改革，

从单一化税制改为多种税、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

80年代，相继推行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一步和第二步改革。

税种亦有增减变化。．§Q纂伐仪征征收货物税、工商营业 ．

税、印花税、屠宰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等7个税种。7噬代甜蠢
开征工商税、工商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屠宰税和牲畜交、．’

易税。80年代新增国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建筑税、城镇甜3

土地使用税、奖金税、房产税。1992年，全市开征工商各税 ，。

23种，另征收预算调节基金、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物

价调节基金、副食品发展基金、粮食补贴基金等7种基金

和教育费附加。税收和基金收入按规定有的全部上交中

央，有的参与分成，有的全部归地方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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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1950年，全

县工商税收入17．49万元(折合新币)；1957年(“一五"期

末)为105．8万元；1962年(“二五”期末)为214．3万元；

1970年(搿三五"期末)为342．6万元；1975年(“四五"期

末)为964．1万元；1980年(“五五’’期末)为1729．8万元。

八十年代，工商税收入增长更快，1985年为3467．1万元；

1988年达11134万元，跨入全国县级市工商税收收入超

亿元行列；1992年突破2亿元，达24288．3万元(不含国

营企业所得税346．4万元。．下同)。42年中税收收入增长

了135倍。税收收入的增长除仪征经济迅猛发展外，另一

个重要因素是一批部、省属大型企业在仪征的兴建投产，

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1989年到1992年缴纳产品税、增

值税5．2亿元(不包括以税还贷款)，1985年至1992年缴

纳城市维护建设税1．01亿元。工商税收入在县(市)财政

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步增加。1950年，工商税收收入占县财

政收入(不包括大米)的5％；“一五”时期占县财政收入

34％；。二五’’、。三五"时期接近50％；“五五’’时期接近

80 oA；1992年工商税收收入在市财政收入中已占97％。

解放后，税务部门重视业务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税

务登记、纳税申报、纳税鉴定、商事凭证等基本管理制度，

形成查帐征收、查定征收、查验征收和定额征收等基本征

收方法。50年代初期，税收管理制度不健全，偷税漏税比

较严重，税务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连续开展税收普查，

清理出大量偷税、漏税、欠税等问题，减少税收流失。。60年

一一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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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一度实行。三自一(自报、自审、自交)办税，放松了征

收管理。“文化大革命一中，税收工作受到冲击和挫折，税

收稽征管理制度被作为“管、卡、压"的工具遭到批判，税

务机构撤并，人员下放或调离。1979年后拨乱反正，一些

行之有效的制度逐步恢复，并陆续建立了稽查队、检查

室、检查站等机构，加强了稽征管理。1986年和1987年，

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国

务院《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关于

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征管工作向法律

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80年代以来，坚持以法治税，清

理整顿减免税，清理“四类企业力，开展税务大检查和专项

检查，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查处偷漏税及严重抗税违法

案件等，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85年至1992年的6年中，

通过税务大检查查补税款和基金583万元，1992年开展

的个体工商户纳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纳税检查，查补税

款280万元。

税收检查实行专业检查与群众协税护税相结合，是

人民税务的一个特点。50年代初，区、乡、村即分别成立护

税委员会和护税小组，协助宣传国家税收政策、法令，检

举揭发偷税漏税欠税等不法行为。60年代，几次召开有数

百人参加的协税、护税人员代表会议，表彰在协税护税上

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80年代起，进一步建立

健全县、乡、村三级协税护税网络，形成一支有200多名

专职和兼职协护税员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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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协护税员和群众检举揭发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的来信来访有340多件(次)，经调查核实，补收税款和罚

款80多万元。

宣传税收政策法令，使依法纳税成为广大纳税人的

自觉行为，是人民税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50年代，税

务部门利用会议、黑板报、有线广播等，广泛宣传税收法

规、税收政策和纳税程序。60年代初，县人民委员会专门

发了《关于开展税收宣传的通知》，在全县开展各种宣传

活动，受教育的面有20万人次。80年代后期以来，税收宣

传基本上年年有大动作，其中有开展税法宣传普及教育

活动，印发税法知识普及手册和学习大纲，举办广播讲

座，举办税收知识竞赛，有奖征文，有奖征答，摄影，播放

电视录像，张贴宣传标语，竖立宣传牌等。1991年税务局

与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共同组织的全民税法知识宣传

教育活动，宣传对象遍及工、农、商、学各界，有40万人次

参加。税法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年，全市企业上门

纳税申报率为100％，个体户上门申报率由上年的87％上

升到92％。
’

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社会主义税收的重要原

则。解放以来，税务部门在做好税收征收和税收监督的同

时，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挥税收调节经

济的杠杆作用，为服务经济、促进生产、培养税源做了大

量的工作。50年代起，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法规定，对

社队企业、乡村企业、民政福利企业和一些新产品进行减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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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免税。单是1985年，全县减免税和税前还贷即有近千

万元，占全年工商税收收入的28％。1988年至1992年，全

市共减免税1．24亿元，以税还贷和税前还贷(包括仪征

化纤工业联合公司)6．38亿元，相当于上年工商税收收入

总数的86％。自50年代以来，税务部门利用接触面广、信

息灵通等有利条件，开展“促生产、办好事”活动，帮助企

业解决产、供、销、运方面的实际困难，促进生产发展，增

加工商税收收入。1960年，全县税务部门为企业解决各种

困难700多项，增加产值150万元，利税9万元。80年代

起，税务部门更是自觉地将促产增收作为税收管理的重

要任务，每年制订挂钩促产计划，局、所、组均有挂钩点，

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帮助企业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

1984年至1992年，全县(市)共完成促产项目1100多项，

增加产值(销售收入)2亿多元，利税2500多万元。
’

50年代初，按中央统一规定，建立健全了税收计划、

会计、统计、票证管理机构，制订和执行一整套严密的工

作制度。逐步建立了税收信息网络，加强了税收信息的收

集、传输、研究工作。80年代后期起，开始在税收管理中应

用电子计算机技术，运用计算机存储、传输和处理各种信

息资料；开始学习新的管理方法，对各种经济现象从定性

研究进一步作定量分析，对经济税源进行科学的预测和

分析，为完成税收计划制定最佳的实施方案。税收管理的

物质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950年成立县税务局时，仅

有5小间平房作办公用，基层税所不少是租用民房办公；



仪征市税务志

1992年，市税务局和21个乡镇税务所、组均有办公楼，全

市税务系统共有办公用房9700多平方米，并拥有汽车、

摩托车、微型电子计算机等设施。

解放40多年来，仪征税务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

1992年，全市有税务工作人员185人，比解放初期增长近

3倍。历年来，税务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工作人员进行政

治思想教育、文化业务培训，加强税风、税纪建设，队伍的

素质有了很大提高。50年代初期，大部分税务人员只有初

小文化水平，只有2人具有高中学历；1992年，全市税务

人员中，具有大专和中专学历的，分别占16％和27％，有

67％的人获得经济师、助理经济师、经济员等专业技术职

称。税务人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为税清廉，艰

苦奋斗，先后有200多人(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些基

层税所被评为双文明建设集体、税收征管先进单位，20多

人受到江苏省、扬州行署(市)税务局的表彰，有的还获江

苏省税务系统劳动模范、双十佳税务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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