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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为达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历代都

倾心于地方志书的编修，盛世修诗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税收历史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

那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的。大同世

界一里，不可能产生赋税之征。随着生

产力的进步，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

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产生了财

产的私有制度，从而使社会裂变为对

立的阶级，即：奴隶和奴隶主阶级．奴

隶主为维护其阶级的统治，奴隶制国

家这个阶级统治的机关便应运而生。

财产私有是赋税产生的经济前提，国

家的出现则是赋税产生的政治前提，

这两个前提同时具备了，就必然产生

赋税。赋税是国家为满足财政需求而

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体现的一种经济

关系，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分配那些

不属于国家所有或国家不能直接支配

使用的社会产品的一种手段．在阶级

社会中。赋税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是历

代政权治国理政的主要经济来源。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的支柱，直接

关系着治国安邦的大业和人民的生产

和生活．历史上．凡贤明的君主，都十

分重视赋税，使其作为俱兴百业，建立

序

太平盛世的物质基础．使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正是

因为税收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经

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赋税史则成为历代专家学者研究

的重要课题。也成为历代诗书记述的
重要内容。

石家庄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

400多年．目建置到清光绪末年．石家

庄只是一个以田赋收入为主的村庄．

自公元1907年，京汉、正太铁路通车

后，石家庄很快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的

主要货物集散地，使石家庄的商贸、工

业、饮食、旅社等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发

展，开始了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但

是，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和帝国主

义军事上的入侵、经济上的掠夺，战争

纷繁，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

物价飞涨，税负不断加重，严重影响了

正常的生产和经营，使社会经济的发

展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因此，民国

时期的石家庄，从经济到税收的发展

是相当缓慢的．

石家庄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税收工作坚持了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社会主义方向。自解放后，到

“文革"结束前，进行了统一税制、修正



石家庄市税务志

税制、改革税制、简并税制等一系列的

税制变革，税收工作切实发挥了为社

会主义经济发展聚财的职能作用．虽

然，在那个时期，税收工作同其它各条

战线一样，受到了“左一的影响和干扰，

经济和税收的发展速度受到了一定的

影响，但其发展速度是民国时期远远

不可比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排除了。左"的干

扰，把各项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的经济杠

杆和调控作用更显得非常重要。石家

庄市的税收工作，在不断深化改革的

大潮中，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步利改税

和第二步利改税，从单一税制逐步地

过渡到了复合税制．石家庄市税务系

统的干部职工，紧紧围绕税收工作这

个中心，在征管运行机制，征管模式．

征管手段，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改革，使税收坚持了为经济

发展服务的方向．广大税务干部扎实

肯干，勤奋工作，依法办事，依率计征．

促产开源，文明服务，廉洁自爱，严谨

务实，团结奋进，使税收工作逐年迈上

新台阶，不断取得了新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安定团结，国

泰民安．躬逢盛世修志的有利时机，石

家庄市税务局的领导，审时度势，做出

了编修《石家庄市税务志》的决策．直

接修志的几位同志．以坚毅的精神。克

服了资料分散的困难，坚持实事求是

的态度，去粗取精，秉笔直书，经两年

多的奋发努力，终于成书。虽然，在志

书中存在着一些缺点，但税收作为专

志独立成书，在石家庄市编修地方志

书史上，尚属首次，是特别值得可喜可

贺的一件大事。<石家庄市税务志》虽

还达不到非常全面地反映清代以来石

家庄税收史实全貌的程度，但其详实

地记录了清代以来的主要税收史实．

客观记述了石家庄市税收盛衰起伏的

曲折发展史，颇有一定的存史、资治的

价值，有助于研究近代税制演变。．有助

于探索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税收新理

论。，

历史在发展，税收在历史的发展

中前进．殷切期望我们的税务干部，以

志为鉴．立足本职，开拓未来．在石家

庄市税收史上谱写更加光彩夺目的新

篇章． ：

●

石家庄市税务局局长

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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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尼．

一、本志专门记述了石家庄市的

税收。史实辑录的时间，上限尽量往前

追溯，下限为1990年底(大事记下限

至1991年底)．

二、本志设“概述’’统领全书，按事

项分类设章、节、目．史实的记述依发

生时间的先后为序．

三、本志中所涉及的年代，清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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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第一章 概述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

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

准，强制、无偿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

入分配的手段．是国家向经济单位或

个人无偿征收实物或货币。获得财政

收入的主要方式，体现着以国家为主

体的分配关系。

税收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国家出

现以后产生的．我国税收是在奴隶社

会建立了。夏一代的国家机构，夏禹向

各诸侯索取。土贡一开始的，至今已有

四千多年的历史。税收在阶级社会中．

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体现了统治阶级

的意志．是历代政权治国理政的主要

经济来源．

石家庄市原是一个小村庄．石家

庄之村名，始见于明朝嘉靖14年(公

元1535年)在毗卢寺所立的石碑；至

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石家庄村为

获鹿县属，位于获鹿县城之东稍南。石

家庄村之税收主要以田赋为主．清自

顺治入关统一中国后，遂规定。天下田

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竹，核实钱

粮原额，称田赋为“正赋一．搿正赋一主要

包括地赋和丁赋，百姓除交纳“正赋一

外，尚有差徭，即力役之征用。自雍正

2年(公元1724年)实行摊丁入地后，

对百姓丁口之赋摊入地亩或摊入地

粮．随田赋一起输纳征解，不再服力

役．征收的田赋附加有5种：(1)火耗

(又名耗羡)。(2)平余。(3)正耗．

(4)漕项．(5)改折。

除田赋作为收入来源以外。顺治

4年(公元1647年)，凡民间买卖土地

房屋者．开始征收契税。顺治9年(公

元1652年)．制定典铺税例．此为当税

之始。康熙初年(公元1661年)对牙行

(即经纪人)征收牙帖税。乾隆2年(公

元1737年)，牲畜交易税推及各省，凡

买卖牲畜者，交纳牲畜交易税．乾隆7

年(公元1742年)，对贩酒者征收常关

税；对酿酒者开始征收烧锅税．咸丰3

年(公元1853年)，开始征收一种值百

抽一的商业税，称厘金税或厘捐。光绪

24年(公元1898年)户部通令各省，

拟定房捐章程．光绪27年(公元1901

年)．各省因负担庚子赔款，开始征收

房捐．光绪29年(公元1903年)，京汉

铁路修至石家庄．随之建立火车站，厘

金制度开始用于铁路．采用从价征收

和从量征收的办法．征收厘金．

随着光绪29年(公元1903年)京

汉铁路通车和光绪33年(公元1907

年)正太铁路的竣工，石家庄百业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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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各方商贾，云集于此，使石家庄

．日趋繁华，很快发展成获鹿县之重镇。

随着经济的发展，石家庄税收收入明

显增长。但税收收入虽取之于民，却成

为清王朝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物质基

础。

民国伊始，石家庄仍为获鹿县属，

税收由获鹿县知事署税务机构负责征

．管。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税收沿
． 用清代旧制。民国2年(公元1913

年)，北京政府制定国家税、地方税草

案，从而中国税收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分。田赋、盐税、当

税、统捐、厘金、契税、牙税等，共17种

税为国家税(中央税)；田赋附加、商

税、杂货捐、店捐、房捐、戏捐、车捐等。

共20种税为地方税。国家税与地方税

． 之划分，使石家庄利用地方税的收入，

’加快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民国4年

(公元1915年)，北洋政府为防止地方

截留应上解的税款，实行了“专款制

度一，规定印花税、烟酒税、烟酒牌照

税、契税和牙税收入为“五大专款”，由

地方按月上解中央。一 ，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直隶

设稽征税务总局，由财政厅管辖。稽征

税务总局下设若干统税征收局，第十

六统税征收局．地点设在获鹿石家庄，

这是石家庄设立的第一个税务征收机

构。民国14年(公元1925年)6月，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曾令直隶省成立。石

家市"。同年8月，又批准取“石家庄"

村名之首，取“休门村"之尾，将“石家

市’’更名为“石门市一。民国17年(公元

1928年)，南京政府通令撤消市政公

所。石门撤?肖市制后，仍为获鹿县之辖

区，税务也隶属获鹿县。

民国19年(公元1930年)6月，

在颁发《河北省各县政府征收印花税

暂行章程》的同时，规定了在石家庄设

立印花税局，负责办理获鹿县域内的

印花税业务。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1月，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裁厘。河北省于当

年的1月8日，将厘金及类似厘金之

税捐，包括百货统税、洋药厘、火车货

捐等停征。对棉纱、火柴、水泥、面粉等

征收统税。

民国22年(公元1933年)，石门

市已发展为具有银行业、银钱业、棉

业、砂石业、旅馆业、运输业、杂货业、

绸缎布匹业、饭店业、钟表业、书业一、铁

货业、中药业、西药业、茶叶业、质当

业、镶牙业、洋广货业、鞋帽业、电料

业、鲜果点心业、油业、古玩业、刻字

业、纸烟业、煤油业、保险业、商店业、

粮面业、照像业、肉业、澡堂业、酱菜

业、蜂业、酒业、鲜鱼业、木厂业、石厂

业、新衣业、洗衣业、西法洗染业、成衣

业、煤业、理发业、洋铁业、鸟笼业、剪

刀业、铜器业、旧书业、油漆彩书业、眼

镜业、自行车业、眼药业、储蓄业、玻璃

业、瓷器业、乐器业、纸花业、特种商号

等61个行业，共788户纳税人。根据

石门市经济发展情况，民国22年(公

元1933年)遵财政部令，撤消河北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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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特派员公署，成立冀晋察绥区统税

局，接办四省统税事宜。在河北省内，

设唐山、天津、石家庄三个分区管理

所，及若干查验所办理。此时，在石家

庄设立的税收机构已比较完备，包括

统税管理所，税务征收专局，屠宰检验

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局，河北印花烟酒

税石门花税分局等。主要税收有：田

赋、契税、牲畜税、屠宰税、牙税、烟酒

税、印花税、盐税、矿产税、营业税等。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10月

1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家庄。同年

12月，组建石家庄国税管理署，实质

上是恢复前石家庄统税管理所和印花

烟酒分局等机构。民国28年(公元

1939年)，伪中央行政管理委员会正

式批准设立。石门市"。石门建市后，除

保持建市前的税收外，增加了所得

税、通行税、商捐、房捐、货车捐、车辆

登记捐、游兴捐、妓捐、戏艺捐等。石门

市税务机构随之更名为“石门统税

局一。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8月15

日，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接

收了石门市。次年5月1日建立了石

门市政府，为河北省辖市。此时，石门

市的税收主要有土地税、屠宰税、营业

牌照税、使用牌照税、营业税、印花税、

财产租赁所得税、筵席娱乐税等。自民

国35年(公元1946年)开始，因国民

政府入不敷出，进行以提高税率和加

大税负为主要手段的税制整理。重税

之下，不仅没有增加税收收入，且适得

其反，造成物价飞涨，经济萧条，业户

破产．税源干涸，民众难以维持生计的

局面。这充分说明，民国时期的税收同

封建王朝时期的税收，其本质是相同

的，都是盘剥劳动人民的手段，都是为

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服务的，严重地阻

碍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11月

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浴血奋

战．解放了石门市。石门市回到了中国

共产党和石门市人民的怀抱。石门市

解放后，子当年的11月14日，根据晋

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命令，建立了

石门市民主政府。同年的12月26日，

将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12月27

日，建立了石家庄市政府税务局，石家

庄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事业

开始起步。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充裕财

政，支援解放战争。石家庄市政府税务

局于1948年下半年开始按旧制着手

税收征管工作。1948年9月26日，华

北人民政府成立，石家庄市归华北人

民政府领导。石家庄市政府税务局更

名为华北石家庄市税务局。石家庄市

的各项税收工作，凡华北人民政府制

定税则草案的，按华北制定的草案执

行I凡华北人民政府没有制定税则草

案的，仍沿用旧制。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

府成立，石家庄市隶属河北省人民政

府领导。1950年3月，华北石家庄市

税务局更名为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税务

局。1950年6月，新建立的井陉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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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归石家庄市管辖，石家庄市人民政

府税务局立即在井陉矿区建立了税收

征收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第一届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

定了。国家的税收政策以保障革命战

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

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

行合理负担"建立新税制的方针。按照

这一建制思想，为了解决全国税制不

统一，税目税率不统一，税收政策不统

一．票证花照不统一的问题。1950年

开始进行了以统一全国税政为中心内

容的第一次税制改革．自1950年2月

起，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按照全

国税制改革的步骤，实施了《货物税暂

行条例》、《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工

商业税暂行条例》。1950年3月，石家

庄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开始执行财政部

公布的《摊贩营业牌照税稽征办法：》．

当年4月，在全市下发了《石家庄市特‘

种消费行为税试行方案》；执行了河北

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工商业税地方附

加征收办法》。当年5月，按照财政部

发布的税收暂行条例，开征了房产税、

地产税．当年7月．石家庄市开征利息

所得税．当年12月．政务院公布了

《印花税暂行条例》，石家庄市于1951

年1月1日起实行。1951年4月，石

家庄市开征了棉纱统销税。当年8月．

按照政务院公布的税收单行暂行条

例．将原房地产税改称城市房地产税。

．当年9月，按照政务院公布的税收单

行暂行条例，将原使用牌照税改称车

船使用牌照税。同时，实行了《临时商

业税稽征办法》和《摊贩业税稽征办

法》。至此．石家庄市的税收工作，均按

中央统一的新税制开展工作。与此同

时，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按照新

的税制采取了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征

管制度和措施，逐步建立了税收计划、

会计。、统计制度。

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

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发展壮大，

国营和合作社经济，出现了委托加工。

代购代销和内部调拨的经营方式。私

营企业则趋向于联合经营、产销直接

见面等经营方式。这样使商品流转环

节逐步减少．原来在工业商业环节上

征收的营业税也相应减少．原来的税

制和征收管理手续较繁琐，在一定程

度上不利于商品流转和发展经济。为

了便于经济核算和减少纳税手续，在

。保证税收，简化手续一的原则下，1953

年．对税制又做了适应性的修正。1953

年1月1日．按照政务院财经委员会

公布的《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在石

家庄市开征了商品流通税，将特别消

费行为税改征文化娱乐税，并入营业

税征收l将临时商业应纳的临时商业

税附加和印花税．并入临时营业税征

收．在1953年修正税制时，石家庄市

人民政府税务局，均按中央关于货物

税、工商业税、交易税、屠宰税、印花税

的修正案执行．到1953年1d月，石家

庄市征收的各税主要有：货物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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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税、牲畜交易税、工商业税(营业

税、所得税、临时营业税)、印花税、车

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

税、文化娱乐税、利息所得税、盐税、关

税、农业税。这次修正税制，增加了税

收收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保证

了“一五一计划的顺利完成。这次税制

改革，贯彻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

同一的政策，有力支持了国营经济、合

作经济的发展，配合和促进了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

义改造的任务．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石家庄市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经济占了绝对优势，私营工

商业绝大部分已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

的公私合营企业。这些变化不仅为大

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

件，而且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给税收

也带来了明显的变化。石家庄市来自

社会主义经济的税收，到1957年已达

到了90％以上。1958年大跃进中，提

出了简化规章制度的要求。简化税制

也成了当时税制建设的一项中心任

务．1958年按照。基本在原有税负的

基础上简化税制"的方针．对工商税制

进行改革，进一步简化税种，简化纳税

环节，从生产到流通实行两次课征．简

化中间产品的征税办法；调整了少数

产品的税率和各种有关规定。在改革

税制时，因为只注意了保税和简化。却

忽视和削弱了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

经过这次税制改革，石家庄市按照中

央要求，将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

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进行征

收管理。经过这次税制改革，石家庄市

征收的税种主要有：工商统一税、牲畜

交易税、工商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

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

税、盐税、关税、农业税等。

在改革税制的同时，石家庄市改

届石家庄专区，各项工作均由石家庄

专区领导。石家庄市税务局、石家庄市

保险公司、石家庄建设银行和石家庄

市财政局合并，称。石家庄市财政局一。

石家庄市税务工作由石家庄市财政局

负责。同年1Z月．井陉县、获鹿县合并

为井陉县。并归属石家庄市领导。

1960年5月．石家庄专区撤销，

石家庄市恢复为河北省辖市。

1961年5月。恢复了石家庄专

区．石家庄市又划归为石家庄专区领

导．当年10月，石家庄市财政局与税

务局分设，恢复了石家庄市税务局。

1962年，石家庄市开征了集市交

易税。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后，“革命造反

派"夺了税务局领导的权，将石家庄市

税务局更名为。石家庄市人民收入

局一．舅文化大革命"在经济理论上造成

了混乱，把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批判

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

的物质利益原则，批判为。阶级分化的

经济根源”I把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

度。批判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一；把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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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把开

放集贸市场和发展农村家庭副业，批

判为。复辟资本主义一；在“左’’的思想

的影响下，使我市经济建设和税收工

作都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1968年2月，河北省领导机构陆

续迁至石家庄市，石家庄市成为河北

省省会。当年12月，石家庄市革命委

员会成立了“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生

产指挥部一，石家庄市税收工作由生产

指挥部计划局负责。1970年1月，石

家庄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计划局设置

财经组，负责石家庄市的税收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把为国家经济

建设积累资金的税收工作，批判为“单

纯的经济观点一；把坚持执行统一的税

收法令，批判为“条条专政"；把坚持按

税收制度办事，坚持依率计征，批判为

。繁琐哲学一。在。斗、批、改一中，在对原

工商税制批判的同时，提出了税制必

须改革，税种必须合并，税率必须简

化。在这种形势下，石家庄市实行了综

合税。1971年7月．在实行综合税的

基础上，试行了行业税。1972年7月，

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设置财政局，石

家庄市的税收工作由财政局负责。到

1973年，石家庄市按照上级要求，进

行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只片面强调

了合并税种和简化税制，忽视了税收

的职能作用。税制改革后，石家庄市对

国营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企业

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除此以

外，还征收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

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等。

1978年3月，石家庄市恢复为省

辖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

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来，石家庄市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

发展时期。石家庄市认真贯彻党中央

关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

重大决策，经济结构、工商业的经营方

式、商品的流通渠道，都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在贯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 ．1

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政策后，由于实行 ””：

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 。

管理经验。使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呈

现出多种经济类型，多种经济成份，多

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新格局。 ．

在商品流通方面，工业企业可以自产

自销，产销直接见面，集贸市场开放，

农副产品上市交易，农工商联合经营，
’

扩展了流通渠道，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市场繁荣兴旺。随着产业结构、产品结

构的改革，专业化协作生产得到发展．

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逐步形成。为

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对经济管理体制

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改变了过去那种

统得过多，管理过死，束缚生产力的状

况，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财务管

理上的统收统支，吃“大锅饭”办法．使

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由于经济结构的

变化，引起税源的变化，原主要服务于
’

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税收制

度，已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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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企业利润分配的问题上，要求正

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

系，通过国家对企业征收所得税，相应

地固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以更

好地发挥税收这一分配手段在调节生

产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它要求税收充

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

作用。为此，确定了税制改革的5项原

则：(1)、适应经济性质、经济形式的发

展需要，逐步恢复一些税种，增加一些

税种，使各个税种在生产、流通的不同

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2)、为了搞活

企业，对国营企业利润实行国家征收

所得税，调节税，税后在企业内部分

配。(3)、根据对外开放的政策，本着从

宽从简的精神，制定外商投资企业征

税办法，以利于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

术设备。(4)、鼓励专业化协作的发展，

合理税负，逐步扩大推行增值税课税

制度。(5)、兼顾中央、地方的管理权

限，将工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

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根据上述税制改革的原则，中．央

进行了二系列改革的举措。从1980年

起，石家庄市征收的税种有：工商税、

牲畜交易税、工商所得税、车船使用牌

照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盐税、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1981年10月，石家庄市财政局

与税务局开始分设。石家庄市的税收

工作由石家庄市税务局负责。

从1983年开始，石家庄市在试点

的基础上，开征了增值税。在这一年

里，石家庄市还陆续开征了国营企业

调节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当年4月．为了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一的方针，在新

的经济形势下，合理地调节各方面的

经济利益，石家庄市实行了第一步利

改税。 √

1983年11月，获鹿、井陉两县划

归为石家庄市管辖。

1984年，在实行第一步利改税的

基础上，又实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和工

商税制的全面改革。第二步利改税的

主要目的是从利税并存逐步过渡到完

全以税代利，以此适应企业承包的新

形势，提高企业的经营热情，推动企业

经营机制的改革，既保证国家的财政

收入，又使企业扩大自主权，增强活

力、保持一定的留利水平。为了达到上

述目的，所进行的工商税制改革，主要

是废止工商税，开征增值税、产品税、

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并陆续恢复征

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

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地方

税。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单一税制，逐步

建立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由其它

税种相配合的复税制的体系。’

与第二步利改税和全面的工商税

制改革同步进行了征收管理的改革．

从1984年开始，石家庄市税务局随着

税务干部队伍的不断发展扩大，开办

了税务干部培训班，逐批对税务干部

进行岗前培训或岗位职务培训，提高

了税务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



·8· 石家庄市税务志

质。在提高税务干部综合素质的基础

上，石家庄市税务局逐步改革和完善

了纳税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等制

度规定，对减免税实行了全过程的管

理，采用微机等现代化的手段，用于税

收计划、会计、统计的管理，使税务干

部的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规

范化的轨道。自1985年6月起，石家

庄市税务局的领导，坚持深化改革，开

始运筹以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科学理论

为指导，管理和建设税务干部队伍．经

过几年的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和

完善了目标管理运行机制，把工作制

度、廉政建设、公开办税、纳税申报率、

征收期入库率等，均纳入了目标管理，

并取了成功的经验。

1985年，石家庄市开征了城市维

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985年11月，石家庄市税务学

会正式成立。此后，税务学会围绕搞好

学术研究和开展好税务咨询等主要工

作，积极开展活动。
。

1986年1月1日，正定县、栾城

县划归石家庄市管辖。至此，石家庄

市的版图由六区四县构成。即：新华

区、桥西区、桥东区、长安区、郊区、矿

区和获鹿县、井陉县、正定县、栾城县．

1987年开征了奖金税、个人收入

调节税。

1988年开征了印花税。

1989年，石家庄市开始征集国家

预算调节基金；对小轿车、彩电开始征

收特别消费税；在国营、集体企业征收

粮食补贴基金。

1989年，根据河北省税务局关于

全省税务系统实行垂直管理的通知要

求．自1989年1月1日起，石家庄市

税务局对全市六区四县的税务局实行

了垂直管理。

1990年，石家庄市税务局在郊区

分局征管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

税务系统推行以征管查专责制和纳税

人主动申报为主体的征管模式。其运

行机制有三种形式：(1)、征管查三分

离；(2)、征管查两级三分离；(3)征管、

检查两分离。接着，石家庄市税务局将

原来分行业管理与分地段管理相结

合．以分行业管理为主的征管形式，改

为分行业管理与分地段管理相结合，

以分地段管理为主的新形式。为适应

这种管理形式，石家庄市税务局对机

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由于石家庄市税务局认真贯彻执

行了党的税收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

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法治税，坚持依

率计征，努力培植税源，促产增收，真

正体现了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石家庄市解放

到1990年为止，石家庄市工商税收总

收入达1322507万元。税收收入不仅

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的资

金．而且为石家庄市经济建设和各项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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