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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编写社会主义志书是为了继承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教育后代。是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两

个文职建设的需要。《丰顺县税务志》是一部专业志，是地方志的组

成部分。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要求，概括地记述了丰顺县

税务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丰顺县税务局在1 9 8 6年9月成立了以丘创省副局长为组长的

编纂领导小组，于l 0月正式开展采资和编写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精神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以真实资料为基础。并按照志书

的体例，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尤其侧重于解放后丰顺县税收工作的

发展变化。

经过一年半的广征博集，广泛查阅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和采集口碑

资料，计共搜集各项原始资料近5 0万宇，经整理、鉴别、集中裁纂

成文约6万5千字。

由于五十年代末丰顺县一度撤销县级建制，财税机构曾几度分

合，人事更迭频繁，致使资料残缺不全；加之我们理论知识和业务水

平不高，批漏、失当甚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行尊们、读者们给

予批枰指正。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丰顺县税务志》编写小组



凡 例

一、本志书始溯清乾隆四年(1 7 3 9)，下限止于l 9 8 7年。

二、本志书按章、节、 目安排归属， 目以下用数字一(一)1

(1)①标码列序。全书计共分7章1 9节3 7目。

三、本志书所称“解放后”系指l 9 4 9年l 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

四、鉴于丰顺县财、税机构几度分合，本志仅记述税务事业范

围；解放后的农业税归口由财政局编写。

五、本志书基本采用语体文并着重用记叙体行文，对资料摘引全

按原文并加引号。在以文字为主的记述中，辅配必要的图表于有关章

节中以便阅览。

六、对清代、 民国时期的纪年、称呼，均沿历史习惯通称，并以

括号加注公元纪年，数字用汉字书写。解放后统一用公元纪年，数字

也统一用阿拉伯字书写。

七、币制、度量衡单位，解放前按各历史时期通用单位，不作换

算；解放后货币一律折合新版人民币值。对金额单位，由于情况不

同，不作硬性规定。

八、资科来源，I奠丰置页县蒜务局保存的文件、总结、报表及丰顺

县档案馆、党史办资料为主；其次接自广东省樘案局统计数字。 此

外，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本系统老同志(包括离、退休干部)和

曾在丰顺县税务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i≯适力支持，提供了不少书面和

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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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丰顺县位于广东省东部，北邻梅县；东北、东南分别与大埔县，1

潮州市接壤；西靠五华县；南与揭阳、揭西两县联界。全县总面积

2708平方公里，人口约5 4 7)-，是广东革命老区重点县之一．丰顺县

山地占总面积七成以上，耕地面积2 9万多亩，列为广东省山区县N

本县交通水运有韩江纵贯东境直抵潮汕；陆运各乡镇有公路通

达，西南部公路接连广汕干线，物资流转尚称方便。国民经济收入农

业占社会总产值将近六成。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甘

蔗、烟叶、花生、木薯、黄豆等。解放后工业逐年发展，建有糖厂、

电力、酿酒、 (饮料)、汽车装配、无线电、电机、染织、农械、陶

瓷等国营工业和一批二轻集体工业、乡镇企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

针，城乡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在繁荣经济、活跃市场和引进竞争机制

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 1 9 8 6年丰顺县首次出现两户三资企业·

(1 9 8 7年发展到5户)，开拓了外向型经济领域。以上这些都为

丰顺县提供了可靠的税源基础。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

源，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和监督手段。我国赋税之

制可远溯至夏商之世，所谓“皇粮国税自古有之”。随着社会的进

化，税收从简到繁，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变。到清朱已有国家税务

处的设置。民国初期多沿袭清代旧制，后来参照西方税制推行一些新

税(如直接税)，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了国税和地方税的划分。在

丰顺县国税机构中，货物税系统有广东区货物税局丰顺分局；财政部

广东区印花烟酒丰顺税务局；粤桂区食糖专卖揭阳分局丰顺业务所。



童接税系统有财政都广东区直接税局潮梅分局丰顺查征所。地方税机

构是丰顺县税捐处(一度改税捐稽征处)。民国时期虽先后颁布过一些

税收法规、明令整饬税捐，但初期由于罩嗣割据，各自为政、法随人

定．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内一方面是贪官污吏横征暴

敛．地方土劣乘机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税之外，任意附加抽

课，一切法令，实形同废纸。抗战时期在汤坑同时并存的县一级粮税

征收机构多达5个，各项杂捐，层出不穷。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

民，更似雪上加霜。据民国廿四年(1 9 3 5)汤坑、留隍商会分别

向粤东区署申诉； “殊梁县长(固材)不特不将营业捐一项取消，甚

至九月间突令于七月份起照额增加一倍，名日商场铺租捐，各区商民

奉命悚惧旦夕靡安”。盘毒0之烈，可见一斑。

解放战争后期， 1 9 4 7年秋冬间，在中共各边县委领导下，丰

南地区成立了闽粤赣边纵二支五团武装税队； 1 9 4 8年春，东留及

韩江沿岸成立了闽粤赣边纵四支十一团武装税连，分另0于水陆设卡征

收出入口货物税，同时负担募捐、借粮任务，这对解决部队给养，支

援解放战争起到很大作用。 1 9 4 8年7月2 0日，埔丰县委领导的

独一大队代理大队长、青年共产党员陈云带领部队到韩江边赤坑口收

税，在战争中光荣献身。

1 9 4 9年5月，汤坑解放，原丰南税队进驻汤坑，改称汤坑税

站，首次贴出征牧出入口货物税布告。 1 0月初丰顺金境解放，面临

山河重建，百废待兴，为确保财政收入泉源，上级决定加强税务建

设，增派干部，健全机构；充实力量。 1 1月税站改衔为汤坑税务

所，以“合理负担，点滴归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原罗4，着手

废除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和官、商包税制度。 “征收方法力求简易公

平，仅就工商营业、糖、烟、酒、屠宰税等几个税目开征”。 1 9 5

0年3月l 5日正式成立丰顺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划归兴梅专署税务

局领导，按乙等局编制充实人员，金系统共4 1人，税款由税局逐日



”

解缴县金库。从此，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收入不断增加，。机构逐步健

全，人员不断扩大。至l 9 8 7年底止县局设置8个股、一个直属分

局、 1 2个基层税务所和l 2个所属税务站，金系统干部、职工3 3 3

人。

解放后，丰顺县税收工作，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

指导下，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充分发挥了积累资金、调节经济和监督分

母的重要职能作用。3 8年来，我县工商各税解县财政税款总额达

1 5199万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8．35％；八十年代以来税收收入已

超过地方财政年度决算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税制经历了四次较大的改革。 l 9 5 0

年至I 9 5 2年为统一全国税政时期，废除旧税制，建立新税制； l

9 5 3年至1 9 5 7年为税政修正时期，试行商品流通税、修订货物

税、工商税和地方税； l 9 5 8年至l 9 7 2年试行工商统一税； l

9 7 3年至l 9 7 8年年全面试行工商税； 1 9 7 9午至l 9 8 7年

是全面改革税制新的历史时期，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贯彻“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

利于发展商品生产，有利于发挥税收杠杆作用的前提下，，坚持税收改

革，不断完善税制。 I 9 8 3年8月和1 9 8 4年1 0月，国家对国

营企业先后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改革；同时对现行工商税制

进行全面的改革，恢复一些老税种；增设一些新税种(包括三种涉外

税)，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使纳税人的负担和税制结构更趋

合理。截至1 9 8 7年丰顺县开征的税种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

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奖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建筑税等2 0种。

我县税务事业，随着全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税收收入逐年增

加， 1 9 8 7年全年税收收入7 7 4万元，比l 9 5 0年的26．8万元

增长了2 9·3倍。但在5 0年代末至十一届三中金会之前这段时间，由



于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税务工作也经历了不少挫折与失

误。从l 9 5 8年起机构建制不稳定，几度分合，人员变化频繁。 l

9 5 9年“大跃进”刮起的“浮夸风”，一度取消税务机关建制，建

立公社级财政，使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削弱，导致税收收入锐减。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达到顶峰，在“横扫一切”的

口号下，很多合理章则遭到更大的践踏，人员大批下放、调离；机构

一并再并，税种一简再简，使税收工作再一次遭到更大的冲击和削

弱，翟法起到应有的职能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税务

工作得到党和全社会的重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税收的作用

将会越来越大，它将贯穿于社会生产、流通与分配的金过程，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丰顺县税务局一向重视促进生产发展，培养税源，增

加收入。采取“养鸡下蛋”、 “放水养鱼”的办法，通过不同方

式从人力、财力扶持企业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在税收政策

上给予减免税照顾，从l 9 7 9年至l 9 8 7年的九年中，对国营、

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经批准减免税额达4 5 l万元(包括豁免旧欠和减

税还贷)。

随着改革逐步深化的需要，税务局领导深感提高税务队伍素质的

迫切性，从l 9 8 0年至l 9 8 7年止，县局共举办税务割练班1 0

期，参加培割学员3 9 o人次；另选派参加省、地税訇1l班(包括局、

股、所领导)共1 3 0人次。还逐年提拔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局、

股、所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各级领导力量。为我县的经济建设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垂



大 事 就

乾隆四年(1 7 3 9)，丰顺奉文额征地税(田赋)，按四周县

(海阳，、揭阳、嘉应、大埔)割攒来的田、地、山、塘、埔数，分别

按上则、中则、下则等级计征。按四州县平均标准计算。合每亩征三

分四厘一毫八丝二忽。又征官米、民米三升八合六勺，合共地丁银四

千二百九十六面六钱三分六厘，遇闰加银八十丙零三钱四分五厘，并

带征耗银七百二十五雨一钱一分八厘，遇闰加银一十三雨五钱七分八

厘，另征米一千九百零七石六斗二合四勺。

乾隆 年露赋鑫王豢匿千二二百九十一两，征米八千九百七十八石。

嘉庆 年，田赋征银四千二百九十一两，征米二万零七百零四

石。

宣统元年(i 9 0 9)，田赋征银一万七千七百零一两，征米三

千七百一十四石，分解藩司、道、府及各兵营。

民国三年(1 9王4)，进行改制，将各项耗羡杂费并入田赋正

赋，收入概归国库。又改征纹银为大洋(以七钱二分折合大洋一元)·

并开征普通印花税。

民国十七年(1 9 2 8)，田赋下放地方管理。

民国廿二每(1．9 3 3冬)，重新评定地价，改征临时地税，按

新地价1％征收，共征毫银三万零八百零八元三角八分。

民国廿四年(1 9 3 5)，丰顺总田亩一十二万五千一百四十八

亩九分六厘，共征临时地税六万一千八百五十一元七角四分。

民国廿五年(1 9 3 6)，开征公务员薪给报酬所得税和营利事

业所得税。

民国廿九年(1 9 4 0)，加倍征收临时地税，原额每元折征米



二斗，加征部分共征国币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十七元九角七分。

民国卅十年(1 9 4 1)，国民政府借口调剂粮食． 接管各省

田赋。

民国卅一年(1 9 4 2)，田赋改征实物(谷)另带征公粮。全

县征谷一万七千四百一十七石。

民国卅三年(1 9 4 4)，又将公粮改为征借(只发粮券，不给

价款)。 ，

民国卅五年(1 9 4 6)，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实行财政改制，

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预算体制。

．，民国卅六年(1 9 4 7)，丰顺金县营业税收入国币九千九百九

十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四元。

民国卅七年(1 9 4 8)，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河西武工队在

八乡小溪伏提国民党税务局长刘××(大埔入)，后勒令交港币五万

元释放。秋，潮汕人民抗征队第二大队(即闽粤赣边纵二支五团前身)，

正式成立武装税队，队址设北斗十八渡，徐纯(徐海)为指导员，吴

赛为队长，并于茜坑、荷树墩分别设卡征收过境货物税。七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埔丰县委领导下的独一大队代理大队长，年青共产党员陈

云，到赤坑口执行收税任务，在与敌激战中不幸牺牲。

1 9 4 9年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丰北游击区，成立闽粤赣边纵

四支十一团武装税连，连长张步煌，副连长赴颂。税连活动在东留

的横居、石九、小产等地区，征收水路出入口货物税。 5月，汤坑解

放，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丘峰．二十七日贴出第一张安民布告，是时

原税队改称税站，站长徐海．站址设张家祠(现渴坑中学膳堂)内，

并首次贴出丰税字X号关于征收出入口货物税的布告。

1 9 5 0年

1月，在十八渡设货物登记检查站。

1月3 0日，政务院通令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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