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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县税务志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巴中县税务局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

较好统·． ．’

：，。本志力求反映巴中的税收历史，把编写的重点放在各税种，在各历史时期的演

变，突出时代和部门特点。
⋯

三，本志编写时，注意了详业务，略其它，详近略远．
6

四，本志编写时间，上限一般定在公元1911年，下限止于公元1985年。

五．本志用记、志，图、表四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只立了章，节，未立篇目．横

排税种、纵写史实．

六，坚持以档案资料为据。所用资料．来自成都市税务局税志室，四川省税务局驻

重庆税志室、三台档案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巴中档案局、巴中图书馆，本局档

案室藏籍、文件，图表，数据。也有当事人提供经过核实的资科．

七、农业税不属税务局征收，有关资料本志未收录，仅对民国时期的田赋作简略记

述。
·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旧年号，注出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一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

‘九j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未立章节，分别记入有关章节．

十，数字。建国前的货币，从其历史记录．建国后，以人民币记录．文内数字，以

中文小写数码。表内数字，用阿拉伯字．1955年以前旧人民币，按规定比率折为新人民

币． ．。 ．．‘

十一j建国后区以下的行政机构，1958年到1983年间，是公社，大队，故用公社，

大队．在前和以后，均用乡，村．1

。十二、川陕苏区税收工作列了专章． ’． ．



”巴中县，位子大巴山南麓，全县现辖十二个区一个县属镇，六十七个乡四个区属．

镇，八百一十七个村，五千零八十一个居民组．1950年，全县人口六十三万，i985年12

月底止为一百零四万八千四百九十五入，其中非农业人口五万三千=百三十九人：县内．

属低山丘陵地带，幅员二千五百八十五平方公里。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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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仅有巴中到仪陇一条尚无法行车的公路。现除巴达(县)，巴广(元)，巴南

(南充)。等主干公路外，早巳乡乡通公路，打通交通闭塞的局面，过去只有印刷，酱

园、织染土布，木榨打油和竹木铁器等手工业。建国后，逐年发展，有缫丝，罐头，

机械，制药，羽绒，织布，电力，机制酒等新兴工业。其中生丝，罐头．线毯等产品，供

外贸出口。’乡镇企业，国合商业网点星罗棋布，税源大大增加。

巴中税收历史．清朝时除有征银外，‘就有各种厘金。年按亩定额丁粮银四千两零四

钱，征银一两合银元一元六角，征银洋六千三百九十八元，民国时更名拓正税"，划为

国税，年派常捐银一万八千三百三十两，每两亦征银元一元六角，征银洋二万九千三百

二十八元，更名“附税一，为地方税。五十里“常关移未废，关卡并立，货物过卡，收

值百抽一或值百抽二的搿厘金一，民国二年(1913年)，巴中国税有团赋．厘金，常关，

糖税，契税，牙税，屠税．当税．烟税．鱼税，酒税等十一种l地方税有田赋附加，。

商税，牲畜税，粮米捐，茶馆捐、油捐、杂货捐、店捐，房捐，土膏捐(鸦片烟)，船捐、

饭馆捐，夫行捐，其他之杂税杂捐等十四种· ．

民国七年到二十二年为军阀割据时期，税捐更重．国地两税被军阀提用，并任意征

收， 口特别捐”一项有时年即高达三、四十万银元I鸦片烟税项目繁而重，竞有年高达

一‘百方银元以上者I田赋也急剧增加，1912到1932年间，水田增119％，旱地增84％，，

坡地增67％，并实行口预征制黟，一年数征，增到一年十四征。还有苛捐杂税七十多种．‘

193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解放巴中，公布《苏维埃政府税务条佣》，

商业实行搿统一累进税”，农业交纳“公粮"，重要物资征“入口税万，搿出口税刀，

贵重土特产品征“特种税"．征税对象放在资本家身上，贫苦农民实行减税，免税，红

军家属．烈属，免税优待。

1935年后，国民政府施行聚财三政策·加税，举债(公债)，发纸币。巴中的工商

业界，除交纳百货统税，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契税等十二种正税，另交附加税，

捐税并行，并征非常时期过份所得税，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非常时期特种过份利得

税，自蜡，棉花，木耳，布匹，药材等产品，从价抽十的战时消费税，附加国难捐I农

业，按亩征田赋，又征土地税、地价税，烧酒(白酒)税率，40％提高为100％I烟叶

税率40％提为60％，居民抽房捐，公职人员，律师，医师等自由职业，征薪给报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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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诉讼书，申请书，中学生毕业证书，等也要贴印花税，市场的升斗称征特许

费，5过量时还要收实物，乡镇保甲有各种捐款。仅民国三十年，巴中县地方岁入总额法币

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元。各税附加税三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八元，猪牛羊税

四十六万一千元，租赁使用费九十三万三千九百一十九元，保甲捐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一

十六元，田赋三十万零六千一百九十九元，其他税捐畿倍于田赋，民国三十二年，猪牛

羊税即达二百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元。

建国后，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新税斛，城镇工商业者，依实际营业额，按月诗征营业

税，所得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的不征。依生人口多，纳税有困难

的，·酌情减免税，行销全国的烟、酒，糖等产品，征一次货物税，市场成交的土布、棉

花，粮食，药材等商品征交易税。行商征临商税。1950年到1951年，农民自养自食牲

猪，免征屠宰税I非统一规定的税目，一律免税，贯彻膏公私区别对待，繁筒不犀’’的

征收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加强监督，防止偷税漏税。对公营企业，采取扶持

措施。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县工商税收入，由1950年的二十万零

六千元到1957年为二百五十三万四千元，迅速增长。对完成三大改造，起到重要作用‘：：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以行政为主，高度集中

的管理体制，在生产上，计划安排什么，企业生产什么，安排多少，生产多少．商品购

销，实行统购包销。财政分配，实行统收统支，收入上交，支出由国家拨付．在这种体

制下，进行税制改革，税收调整，与经济单位不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多交税，少

交税，反正都是国家的，与企业自身无搿指击之感一．在这种情况下，税制越简单越

好，因此，采取膏保证税收，简化税制一的办法．1958年，合并税种≥试行一种_工商

统一税"，撤销税务机构与县财政合并，1973年，又合并税种，改为。工商税希，县财

税机构再次合并。国营企业只剩下。工商税一一种税，集体企业只剩下工商税，所得税

两种税。全县1958年到1974年的17年中的工商税收入，排徊在二百万弱四百万元之间。

1975年刭1979年的5年阊，增上五百万元，最高一年达蓟六百三十万元．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农村到城市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搞活了经

济，实行了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经济利益的广泛性，有效性，直接性．1983年以来，

先后开征的建筑税、奖金税，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税，国营企业所得税，产品

税，等等，在特定的方面发挥调节作用。如，产品税，在既定税率下不论国内外生产的

和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生产的，还是其他经济企业生产的，税负一致，这不但体现。税

负均衡，合理负担"的政策，而且有利经营单位在同等税负的基础上，开展生产竞争。

不因成本的变化而变化，成本低则经济利益大，有利于发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经济

繁荣税制的改革．使全县工商税收入，由1980的六百五十万元，逐年上升，1985年达到

一千零六十三万元，这对四化的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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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巴州经征分局，办理税捐．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
‘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公布国税及地方税草案，同年十月公布《印花税法》十三

条．

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划分国地两税．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公布《所得税条例》。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红四方面军解放巴中，同年，川陕省工农税务总局驻

巴中特别市。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k月，盘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通过

并颁布《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实行统一累进税．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撤销地方税，改办营业税．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开征“抗日时期过份利得税"． ，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开征“遗产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巴中县划出江口等十六个乡镇置平昌设治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月，开征。特种过份利得税黟． 。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各项税捐，纸币改收银元．

1949年lO月1日，首都北京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949年12月20日，巴中解放。成立县解委会，接管巴中县政府税捐稽征处·．

1950年2月成立巴中县人民政府税务支局，设恩阳，曾口，玉山，清江四个查征

所．开征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印花税，临时商业税、利息所得税、屠宰

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

’1950年3月，试行《公营企业交纳工商营业税暂行办法》，《摊贩营业牌照税稽征

办法》、《各级税务工作人员奖惩暂行办法》。
· 1950年3月，玉山税务所会计李晶明送票款到县局，途经玉山区三星乡三角潭被土

匪持枪打死，抢走税款八万多元(现币八干多元)。经巴中县人民政府追认李晶明同志

为烈士，葬于南龛坡烈士墓立碑纪念．

1950年4月，试行袋各级税务机关暂行会计制度谤。

1950年5月，贯彻Ⅸ西南区临时商业税稽征暂行办法》。

1 950年6月，试行《各级税务机关检查工作规则》。

1950年S月，国营企业交纳利息所得税．
’

1950年12月，实行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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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开征土布货物税，停征土布交易税． ．

1951年12月，财政部，司法部联合规定l对故意破坏税收工作，发生欠税、拖税，

抗税等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应依法处理。

1952年10月，群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一

l 952年12月，试行商品流通税。

1952年3月税制改革后，巴中县小型工业户，计城区417个，乡区2978个．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

’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02条规定。 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

税的义务扫． ’．

1955年11月，财政部公布《手工业合作组织交纳工商业税暂行办法》．

】956年5月，试行税务机关监察工作细则．

1956年8月，财政部规定，国营企业剩润，自9月1日起，移交税务机关办理监交．
o 1958年5月，税务局与财政科合并，更名为巴中县财政局，迁驻县人民政府财政科．

】958年9月，试行工商统一税。

(。1959年1月停征定息公私合营企业的所得税，改为上交利润． ～

1961年2月，评选出纳税红旗单位59个，红旗手185人，一年来全县共组织协税，护税

组织507个，协税员2128人，办税员1031人，共检举揭发偷漏税案件6200件，补税22100

元． ：

1 961年4月，四川省税务局通报·。“巴中县财政局加强税收工作经验黟并报税务总

局． 。 ，

1961年10月，对国营企业，手工业社，供销社，私人个体户，合作小组一律随工商

统一税和所得税征收1％的附加。

1961年9月，财政，税务正式分设，成立。巴中县税务局艿迁驻现址旧祠堂。

1962年1月，开征集市交易税．

1962年6月，国务院规定· “国营企业销货收入的扣款顺序力．第一，就是应向税

务机关交纳的税款。 蔓

1963年3月，全县进行“四清’’和口五反一运动．
’

四川省税务局通报-巴中县税务局1962年，牲猪发展较快，．比1961年

税占地方各税总收入的66％．

国务院公布《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几个政策界限的规定》．

，全县工商业共有3261户，其中I商业924户、工业1446户，服务业719p．

试行改进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工商税收征收办法。

成立。巴中县税务局生产办公室劳．

成立。巴中县税务局革命领导小组黟．

，财政，税务机构再次合并，更名为搿巴中县财政税务局，同时成立革

试行工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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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巴中县革命委员会规定， _生绪统一收购政策詹．

1975年5月，全县执行甲、，乙．，丙三种统一发货累． 。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心大快。 ，

1978年6月，税务部门恢复事业编觎及经费管理一 ． ，’

1978年12，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j ‘’，

1979年3月，财政，税务分设；更各为誓巴巾县税务局"．，仍隹现局址．

197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1条规定。违犯税收法律，偷税．抗税情

节严重者，除按照税法补税并可罚款外，对直接负责人员还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帮l，并

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

1979年lo月，因巴中县是革命老根据地有王0：个公社，123 of大队免征工商所得税5年．

1980年3月，停征各种非机动车船使甩牌照税．

一1981年3月，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以税代利。 ．

，1981年8月，贯彻税务总局一号通告，全县纳税总户数920户，清查794户，占总户

数96．1％，有问题的435户，占清查户数的94．78％。。 一
1982年国务院通知l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切实加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支持税务部门一

傲好工作。．强化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
’ ’

oi，，198零年2月，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革点建设基金●， ．

1982年12月，恢复征收牲畜交易税。
‘

。j．

。 198黟年ll‘月，商品批发业务收入，征收工商税· ‘，．‘I
r

1983年12月，开征建筑税．

．。1984年6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 。 ．。

1984年7月，开征国营企业奖金税． 一

1984年lO月，试行产品税，营业税． 。

1984年11月，试行增值税。

．，。1985年3月，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
、

1985年11月，开征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奖金税． ，

1985年9月，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j

：。1985年5月，全县城乡办理税务登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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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局领导合影

从左至右：前排离休老局长邸沛霖，现任局长黄裕民
后 排：杜潭华，胨文强，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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