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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修县税务志》是一部专门记载永修县百余年来税收历史资料志书，给本

系统工作人员为改进征管工作，健全税制，促进生产，保证国家税收提供历史借鉴。

二、本志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路线为准则，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着存史资治，实事求是，突

出专业性和地方性特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一般以记述1851年后的税收史实为

主，重点记述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税收历史，对需

要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则截至1991年。

四、本志采用志、记、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绪言采夹叙夹议、议叙结合

的写法；大事记采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其余则采记叙文体，只

记事实，不作评述，坚持“论从史出?。

五、本志共设五篇、十三章、六十四节，以类系事，凡同类事物，均编入同一章、

节。

六、纪年著录：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历史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新中国成立

后只记公元纪年。

七、为了比较各时期的币值，本志收入了各时期的物价，但货币名称均按当时

的通用货币编列，不加折算。

八、志内涉及人物，不回避其所受时代局限或缺点，一律按历史原貌记载。

九、田赋、盐税资料较缺乏，一律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方法记述。

十、税制篇凡涉及与本县有关的税收政策、法令均一一予以收录；机构人员篇

则凡与本县所设机构有关单位，包括上级局亦予记述。

十一、杂记篇主要收录新中国成立后，我局干部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的文

章，兼收全县税务干部所撰写的回忆录、诗歌等作品。

十二、本志史料来源于中央、省、县档案馆、图书馆及正史、旧志、报刊、专著和

老税务干部回忆录，为节省篇幅，均不详尽注明出处。



序

《永修县税务志》即将出版，同读者见面，这是我市第一部汇集百余年来史秘的

税务志书，它的问世，不仅对研究永修县税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对了解

整个税收工作也是有益的参考，值得一读。

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腾飞，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

要来源和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的税收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社

会主义税收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为众多的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在这

种新的形势下，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税收工作经验，并吸取旧中国税制有益的东

西，这对我们开展税收理论研究，加强税制建设，强化税收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税收工作如何更好地服从服务于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和商榷。基于这--,h旨导思想，《永修县税务志》收集了满清时期和民国年代甚至远及

汉代的许多难得的资料，汇集总结了新中国党领导下税收事业发展变化的大量可

贵材料，薄古厚今。重在述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税务史书，可以给我们以借鉴和启

迪。

全书共分五篇十三章，六十四节，有绪言、大事记、税源、机构、税制、征管、艺文

等，竖写横穿，上下联系，图文并茂，形式多样，文笔多为民间方言世语，朴实无华。

编志者都是老税官，他们出自对税收事业的热爱，呕心沥血，不怕艰苦，翻旧典，集

史料，访知情，广求教，历时五载，数易其稿，功到事成，终出篇章，为志书修成，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可以预言，这本志书的问世．将对税务工作者研究永修县税收的历史和现状，

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对欲了解税收工作的其他读者，也能起到引人入胜、开拓

视野的效果。从而使整个社会加深对税收工作的理解，更好地推进以法治税，发挥

社会主义税收的作用，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户才英

199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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