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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地区税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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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寨县国家税务局办套大楼

忻城县国家税务局办公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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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山市国家税务曷办公综合大楼

一

舍山市国家税务局住宅小区



合山市国家税务局办公综合大楼开业典札



国家税务局副局长李永贵(右二)在自治区税务局副局长谢景弃
(左三)陪同下在融水县视察工作(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五日)

o
一九九二年七月八日在柳州召开



税法知识竞赛会场(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

在税法知识竞赛领导席就坐的有自治区税务局副局长谢景开(右一)

行署副专员周怀泽(左三)



曾令山副专员在新税制知识竞赛颁奖大会上讲话(一九九四年)

来宾县副县长韦国猷率队上街宣传新税制情景(左前)(一九九四年)



地区召开的税检室主任会议(一九八八年)

地区召开的公安税务执勤室主任会议(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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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江县召开的税务促产工作会议(一九九二年三月)

鹿寨县平山乡春烤烟长势喜人(一九九一年)



序

中华民族有修志的光荣传统，自西汉以’来“历朝有史，各地有志”，给后入留下

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柳州地区税务志》的问世，就是给税务工作者留下一笔宝

贵的文化遗产。

1994年柳州地委、行署决定编修《柳州地区志》，而《柳州地区税务志》是其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地方志的一种，于1995年开始组织人员撰写，在编写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1996年讨论修改完稿，现告付梓。

《柳州地区税务志》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记载了自清代至1994年柳州地区

税务工作的现状、发展、变革的史实；反映了清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柳州地区税务工作业绩和奋斗历程，是柳州地区税务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成果，是Np#l地区全体税务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一件可喜可敬的事。尽管

有些资料不全，清朝、中华民国的有关税务史料残缺，但仍具有较强的资治、教化、

存史的作用，可供后人借鉴和启迪。

《柳州地区税务志》的编写过程，得到了地区修志办和税务老前辈以及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柳州地区国家税务局局长 玉 发

柳州地区地方税务局局长 黄冠平



凡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从清初起。下限至1994年底止。

二、内容和范围：以柳州地区税务的历史和发展为主体，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后柳州地区税收的历史与发展，对清、民国时期的税捐尽可能摘录有关

文献和资料。对税制、税种仅记述税务部门直接征收的工商各税，不包括由财政

部门征收的农(牧)业税和海关负责征收的关税。

三、体例结构：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设章、节、目、子目。目的标码用汉字一

二三表示，子目标码，用汉字加括号(一)、(二)、(三)表示，子目下的标码，用阿拉

伯字母1、2、3表示，子目下的细目标码，用阿拉伯字母加小括号①、②、③表示。

四、纪年：建国前用历史纪年，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戈Ⅱ分建国前后。公元、年

代、年、月、日、时刻，均用阿拉伯字母表示。

五、货币：建国前用当时通用货币不加折算，建国后用人民币。汇总表统计数

字民国时期以元；建国后以干元为单位。分数、小数、比数百分比，约数，一律用阿

拉伯字母表示。

六、资料来源：主要来自柳州地区税务局现保存的资料，柳州地区档案馆的有

关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提供的资料和柳州地区备县(市)编印出版的税务

志记载资料。

七、数据：以柳州地区1994年现辖的10个县(市)税务局的数字为准。历年

划进划出的县(市)均经过调整或剔除。

八、文体：摘录按原文。编写资料用规范的文字和语体叙述。力求准确、鲜

明、生动、简洁。以文字叙述为主，并辅以图表。以助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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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

概 述

柳州地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北与湖南省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和贵州

省的黎平、从江两县交界。东依桂林、梧州，西靠河池，南接玉林、南宁等地区。面

积26811平方公里。1994年末人口3827742人，聚居着壮、汉、苗、瑶、侗、仫佬、
●

回、水等民族。苗、瑶、侗、仫佬、回、水等少数民族605904人，占总人口15．82％。

辖9县1市，138个乡镇，地区行署设在柳州市。本地区常年平均气温13至22

度，无霜期300天至340天，年降雨量1300至1900毫米。贵州东部的都柳江，经

从江县境流入本地区融江、柳江；红水河来自桂西北，至石龙与柳江汇合，经8县1

市，出武宣，过梧州，入广东西江。解放前，系本地区主要交通航道。现有湘桂、黔

桂、枝柳三条铁路经境内6个县市，46个乡镇。各县(市)的乡(镇)税务所，均通汽

车。

税收是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晚清时期的咸丰初年，柳州地区除继续征收盐

税外，又开征厘金、百货统税、茶税、酒税、土药(鸦片烟)税、营业税和矿税。进入

民国初期，一切税收均沿清朝旧制。至民国3年(1914)开征印花税。民国4年开

办烟酒公卖。民国14年(1925)开征禁烟罚金。民国16年(1927)广西修改统税

章程，废除商包制度对进口货物实行由第一道局卡征收产销税，即可通行全省。

民国17年(1928)中央颁布国税、省税，将税种分别划归中央、省、县实行三级财政

管理体制。民国25年(1936)开征所得税。民国28年(1939)开征过份利得税。

民国29年(1940)开征遗产税。民国34年(1945)10月国民政府公布货物税条例。

民国36年(1947)公布矿产税条例，并开征特别营业税。

1949年1 1月25日，柳州解放，税收暂时沿用旧税制。1950年1月3()口，政

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全国税政，建立

新税制。中央及地方之税收共14种；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

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车船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