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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是合肥市税务局部门志。记述自清嘉庆八年

(1803年)至1988年，共186年的合肥税务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书内容按章，节、目、子目四个级次编排。日

伪政权在合肥的捐税，作第四章的附录，不单独设章。

三、本书记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辅以诸表。

四、本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进行编

排。凡具体年、月不详者，标“是年"或“是月一，日期

相同者，以aA一号代之．

五、本书中的王朝年号和民国纪年，其后均括注公元

纪年。但在同一章内重复出现时，原则上只在首次出现时

加括注。惟大事记部分，·考虑编排和阅读方便，统按公元

纪年编排，民国纪年与王朝年号括注于后。

六、本书中涉及的货币，其名称和币值，1949年1月

21日合肥解放前，均沿用当时的货币名称和币值，其后至

1955年3月1日所通用的旧人民币，其币值除注明者外，均

已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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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黄连海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我国进入四个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条战线龙腾虎

跃，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在此昌明盛世，合肥市税务局的

领导作出编修《合肥税务志》的决定，诚为远见卓识之举。

值此《合肥税务志》出版问世之际，我怀着十分欣喜的心

情，向合肥市税务局的同志们，向参与编纂《合肥税务

志》的全体编写人员，表示衷心祝贺·

《合肥税务志》记述了自清嘉庆八年(1803年)至1988

年合肥工商税收的历史和现状，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合肥工

商税收，记述尤详。她不仅为研究合肥财政经济发展规

律，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而且对于深入认识合肥经济

发展优势，更好地规划食肥经济发展蓝图，亦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

我衷心希望全市各级税务干部，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紧密联系实际，认真贯彻

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为把合肥建设成为高度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城市而努力奋斗o

(作者现任合肥市政协主席，市税务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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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旧时又称赋税，或日捐税。它是随国家的产生而

产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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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

是其它任何东西。弦思格斯指出：国家出现以后， “为了维

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可见，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依法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

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以国家为主体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

再分配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

赋税的本质是不变的，而税收的性质则是随着社会制

度的变更而改变，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税

收，都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用来维护其阶

级利益，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

者进行的一种超经济剥削。

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是国家积累资金的主要手段，是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不断

发展的重要经济杠杆，是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在旧社会，

广大劳动人民饱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起来抗捐抗粮，而新



社会劳动人民自觉维护国家税收制度，履行纳税义务，以

实际行动支援社会主义建

为了帮助大家深入研

地发挥税收在调控国民经

出版了《合肥税务志》。

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为

务、总目标服务，为四化

(作者现任合肥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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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赋税在清代开征地丁银、商税’．．7渔课一．典税、契

税等数种。年征收数额在全省税收中占较大比例。，嘉庆八

年(1803年)，合肥县征收赋银达7．1214万两，另征收渔课

银173两，商税银34．9 9两，牙税银177．8两，典税银6 5

两。 ，?

‘ 。

‘“

：，咸丰七年(1857年)，安徽开办厘金·咸丰十一年r合

肥始设分卡，专收百货厘及牙帖等税。光绪十一年(1 885

年)，合肥县设厘局，下设梁园、三河等15卡。年征收厘

金达1557．9万文，约合银1．03万两。至光绪三十二年，合

肥年征收厘金达1943．6万文，约合银1．29万两。

民国3年(1914年)，合肥年征税额为银元3．4万元·民

国18年，年征税额增至4．994万元。 一。j．’，。

厘金是我国税制史上一大秕政。民国20年，国民政府

裁撤厘金，改征特税、统税和营业税a当时，由于合肥工

业落后，．无特税、统税可征，故主要征收营业税。

． 民国28年，安徽开征货物检查费。初期征收费率较

低。但不久，由于国民党公开反共，货物检查机构全部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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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桂系军阀亲信，货检费亦改成货物产销税，并扩大征收

范围，提高税率，同时建立武装缉私队，恣意拦路搜查，

敲诈勒索，致使货物产销税，成为当时人人切齿的恶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税率成倍至十倍、数十

倍猛增。国民政府又在征收正税之外，加征附加税及各项

杂捐。有的附加税高至正税的1．6倍，使民众无法承受·据

1949年2月23日《江淮日报》揭露，合肥居民向国民党区

乡政府及驻军缴纳的费用有门牌费，壮丁费等十余种。一

位黄包车工人，月收入不过两石米，而捐费就要出掉一石

多·
。

。

一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人民政权建立伊始，一方面

抓税务干部队伍建设，清除旧的贪污腐败诸积弊，一方面

开展税收业务建设，积极组织地方财政收入÷以适应恢复

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急需。当年，合肥市共征税款人民

币(旧币)130371乃元，折合大米815．6万市斤·

1950年7月，合肥市贯彻执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

调整税收的决定，对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暂不开征，

将地产税和房产税合并·货物税品目由1136个减并为

358个。临时商业税的起征点由10万元(旧人民币)提高到

20万元，并且调整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盐税等税

率，以降低税负，减轻人民负担·

市税务局针对当时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特别是资本主

义工商业大量存在的情况，大力开展爱国守法教育，加强

稽征管理，开展纳税检查，反对偷税漏税。在征收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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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查帐征收，民主评议、定期定额三种方法·鼓励创造条

件，实行查帐征收，对大多数采取民主评议方式，加强调

查研究，掌握工商业者经营动态，同时实行发货票管理，

设立检查站，控制货物进出口。组织工人，店员协税，监

督工商业者守法经营，把对私营工商业者征税过程，变成

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党的税收政策，受

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拥护。1951年4月25日，合肥市工商界

3000多人举行爱国集体纳税游行，一次交清了当年春季营

业税的98．15％。

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后，合肥从195 3年1

月起，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取消棉纱统销税，

将工厂原来缴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合并在商品

流通税或货物税内征收。将工商企业原来缴纳的营业税附

加、印花税，并入营业税内征收。对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

以及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专营批发商批售的工业品，

均不再缴纳营业税。同年5月，恢复征收私营批发商营业

税，同时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对电影、戏剧等文化娱乐项

目，改征文化娱乐税。此间，全国开征的工商税有12种，

合肥开征有10种。即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

花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

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
。

1958年后，我国工商税收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将

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

税，同时简化中间产品征税办法和对个别产品适当调整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