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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工商税收史，是我国税收发展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它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各革命根据地

工商税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这一阶段的工商税收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由相继数千年的私有制下的旧税制，转

向新民主主义的新税制的转折，它改造了旧的具有剥削性质的税

制，创建和发展了新的税收制度，为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工

商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过长达22年的革命

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之后，才取得了全国政权的。革命在全国胜利

以前，觉就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

夺取城市的胜利道路。根据地的税收是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对

象、任务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各根据地实

际情况制定的 。 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在废除旧政权苛捐杂税、戚除劳动人民的沉重负

担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初期，
请朝政府被推翻以后，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封建割据，各霸一方。

他们为了扩充实力，填饱私囊，对人民横征暴敛，强取豪夺。 国

民党政府为发动内战，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苛捐杂税，

诛求不已，置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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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是

把动员群众反对一切苛捐杂税作为革命战争的一项行动纲领，组

织群众进行抗税抗租等活动，使劳动人民减轻负担，休养生息，

恢复经济，从而为建立新的工商税制创造了条件。

第二，它是为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服务的。革命根据地的工

商税收，是革命政权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性质是由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它的中心任务是从革命战争的需要

出发，筹措必要的资金，为赢得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的胜利服务，并扶持和促进革命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第三，它是在革命战争特殊环境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

地区性、间断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进行的，各个时期革命形势

变化很大。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租存在的时期长短不一，地区范

围及其巩固程度也互不相同。各个根据地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差

别很大。这就决定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商税收，不能不在遵守

一般的原则之下，注意特殊的具体的实际运用，所以都具有各

自不同的特点，无论在税种、税目、税率、征收范围、征收方法

和征收时间长短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需要，

部队的给养，在较长时间内是就地筹划，部队到哪里，税收工作

就开展到哪里。在一些边沿地区或拉锯式的游击地区，为了与敌人

争夺税源，常常采取武工队、小分队等形式，进行武装护税、征税和缉

私。征收机关，特别是设在边界上的税站，不但是→个单纯财政机

关，而且是一个对敌斗争的前哨个联络民众的宣传机关。

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的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连续阶段，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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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0927一-11937年 7 月)的工商税收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党的"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城市转入农村，建

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海陆丰、琼崖、闽浙赣、湘

鄂赣、湘赣、左右江、)11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 。

这个时期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

主的联盟。战争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敌人不但

在军事上进行"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

为了有利于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争取物质条件，保障红军的

给养和供给，各革命根据地针对劳动人民在国民党苛捐杂税下负

担沉重的情况，先后开展了废除一切新旧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斗

争。 1927年 8 月 7 日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决

议案》中提出"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捐税实行抗纳，并实

行抗租"01928年 7 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治纲领)) ，提出了

"取消一切军阀地方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从

此，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抗租、抗税、抗捐的斗

争。 这在当时不仅是经济斗争，也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

土地革命的行动纲领 O 它为摧毁旧的捐税制度，创立新制度奠定

了基础。

根据革命政权处于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偏辟地区，流动性

大，没有外界援助的实际情况，为了打破敌人在军事上对我革命

根据地的围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从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和红车

的流动性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主力红军筹款自给的方针，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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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军队和政府的经济来源主要靠领导农民、红军和特务队开展

打土豪筹款而取得。但这种办法只能是应急的、临时的和部分

的。为了取得较为隐定的财政来源， 1928年 11月毛泽东在《井岗

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

能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01929年 1 月《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宣

布"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干净"。从此，各根据

地税收制度先后建立起来了。初创时，根据地各自独立，财政自

给自足，分散管理，自立税则，自订章程。工商税收建立较早的

有在闽西龙岩征收的"所得税"永定征收的"店税"、 "摊子

税"湘鄂西按资本征收"公益费"鄂豫皖征收"商业累进

税"闽西征收"营业所得税"、 "店房地基税"、 "摊子税"

赣东北征收"进出口税"等。由于各根据地处在敌人分割包围和

经济封锁之中，不得不因地制宜，单独立法，形成了税种税目各

异，税率高低不一的特点。

随着斗争的发展， 1931年 9 月赣南、闽西两大苏区联成一片，

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和最巩固

的一个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所在地，是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中心。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了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统一领导，

纵一财政，加强管理，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

通过了《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 ，并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暂行税则)) ，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阔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

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征收的原则是"将纳税的重

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

级与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从此，苏维埃区域的

税收，趋向统一发展。

1934年 10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造成工农红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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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匠"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江西中央苏

区进行长征。 耳他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

征η 至此.红军除部分坚持游击战争.征收少量税收外"大部分

地区都未征收.或暂停征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建立税收制度.虽然只有

短短几年时间， f!=l经历了从废除苛捐杂税.打土豪没收，募捐.

发展到制订税则.创立税收.初步形成统一的累进税制n 统一的

累进税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 O 商业税又称营业税、营业

所得税、商业累进税、商业资本税 n 各根据地税收名称不一.但

都是按累进税率征收n 商业税、营业税按营业额采用累进税率征

收η 商业资本税，接资本大小.分级规定税率.按盈利征收n 一

些地区还通后建立进出口税、关税、货物税、佣金税、特种税、

屠宰税、店房地基税等η 这些税种的设立与征收.对于保障革命

战争的给养与供给.抑制私人资本超度的发展.保护公营和合作

社经济.限制赤白区货物进出口.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等方面.

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n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税收的特点.主要是在组织

群众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的基础 L 逐步建立新的工商税制.以保

证革命战争的资金和物资需要.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使根据地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n 由于税收工作尚处于创建阶段，税制比较简

单:税收征收面比较狭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大.

但它在积累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仍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7一一19'45年 8 月〕的工商税收

1937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

时期.民族矛盾 t升到第一位。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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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为日 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 .号召全国军民"团结包来.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 l阜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

中国气 8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通过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会议决定了在敌人后方，放

手发动群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n 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8 月 25 日

中央军委奉命将北方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 开赴

华北前线.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之后逐步创建 了晋察冀、晋冀豫、

冀鲁豫、晋绥、山东抗日根据地n 9 月 6 日将陕甘宁特区政府改

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啕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

是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敌后杭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n 10 月 2 日南

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 1938 年初.

挺进华中敌后.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n 在华南东江纵队创

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纵队创立了琼崖抗日根据地向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n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

胜利. 党提出 了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 侵略 者 的总口

号、总方针。 当时指出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是" ( 1 )保障抗

日武装部队的给养及人民必需品的供给内 ( 2 ) 提倡 土 著 工 业

的发展( 3 )努力冲破'敌人的择济封锁 n (4) 减 轻 劳

动人民的负担.把负担加在有钱人身卜'飞 "有钱出钱和没收汉 奸

财产作为抗 日 经费Y为在经济上维持 自己 . 1938年初刘少奇 同志

在阐述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时说"在游击战争的环

境中，要建立有秩序的经常的捐税制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已经建

立起政权与秩序的根据地中.才能征收若干经常的捐税η " 并说

"过去的捐税.有一些合理的.能够征收的继续征收n 另 外一些

不可能征收的与不合理的.就只得取消或者改变Y他指出"政府

的财政应该尽可能由经常的捐税征收中来取得的.临时捐款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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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只有在十分必要与人民不反对时.才可实行y

抗战时期的税收.是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

依据，以贯彻"合理负担"、 "按收入多，规定纳税多少的原则"
为指针制定的。 为了动员一切财力.弃，实抗战经费.陕甘宁边区

税务机关在1937年成立于三边，起征挫税，继之又加征货物税。

1939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颁布了《税收条例>> ，规定征收

食盐、皮毛、烟酒、牲畜、甘草特产、斗佣等七项税收。 1938 年

5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了税务局"一方面废除了苛捐杂税.

另一方面仍保持了旧税中部分比较合理的税收Y为了保护贸易.

促进生产，对敌进行经济斗争 9 月颁布了《晋察冀边!王征收本

产货物出境税暂行条例>> 0 10 月颁布了 《晋察冀边区征收外货入

境税暂行办法>> ，并设立边境 l临时关卡"对必需品输入、非必

需品输出.→律免税，对必需品输出.非必需品输入.课以重税"

同时.山东抗日根据地于1938年秋根据适合于抗战、适合统一战

线、适合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开征货物税，沿用旧

制，征收关税。 ~

1939年 9 月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

潮吨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扣发抗日经费 n 外援渐不可靠.财政

遇到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从1940年

1 月起，增加税收丽供抗战经费.建立幢全税收制度 n 边区政府

于 1 月 26 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条例》 及其施行细则 5

月 30 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 。 同年 8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其中规定

全边区"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n" 11 月 10 日边

区政府颁布施行 《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

二次反共高潮 η 同时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一切军费 。 企图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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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困死。 为了保护边区贸易.促进内地生产.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增加财政收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1年 2 月 1 日、

10 月 20 日，颁布了《晋察冀出入口税暂行税则》、 《晋察冀豫征

收出入境.税暂行条例)) n 晋察冀边区政府还于1941年 3 月 22 日、

1942年 5 月 2 日两次修正重新公布了《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

则》。统一累进税的实施.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并且保护了边区

经济发展、体现了"有钱出钱吗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基本原

则和对敌顽的经济斗争n 陕甘宁边区政府依据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的规定，于1941年 10 月 1 日公布了 《陕甘宁边区货物税修正

有行条例斗、 《陕甘宁营业税修正暂行条例》及真施行细则，

还制定了 一整套税收管理制度和办法。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对广

尔指 j~二 .琼崖革命根据地必须坚决改变过去依赖国民党的方针.不

‘要依靠国民党发饷.要自力更生.使部队尽量扩大并在敌后建立

政权。 据此琼崖根据地迅速向自力更生转变.通过征税.克服经

济困难。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自 1940年以后陆续建立税收制度.先后

颁布进出口货物税、产的税、营业税、牙贴等征收办法n 山东、琼

崖、晋绥等抗日根据地.也按照各自情况，分别制订税种、税率.

开展税收工作n

各忧日根据地为了适应征税工作的需要.相应地都加强了税

务机构和征管工作们 1941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

府采取了八条决策性措施.真中第三条:成立边区税务总局和各

分区、县市税务局、所.建立唾全各级税收组织.颁发各种税收

条例.建立各种稽征管理制度‘强化税收.增加财政收入η 在建

立和统一全区税制的同时.还确定了边区各级税务局的组织和编

荆以及工作制度、人员奖惩等法案.保证了税收政策法令的贯彻

执行已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从1943年开始.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

和发展阶段。 税收工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陕甘宁边区，税务

总局先后向边区各级税务部门发出指示.要求提高认识.全面检

查，端正思想.转变工作作风，全面正确贯彻政策。边区政府制

定了《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 .对

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面管理.并实行活动税级及过境回税办法。 对

烟酒重新开禁.烟提高税率.自由销售.重新征收酒类牌照税，

成为一个单强税种n 为了适应边区经济发展的物资贸易政策，

1944年 7 月 1 日.对营业税条例和货物税条例.再次进行修改。

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取得

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各根据地先后建立的税种有货物出入境税、

货物税、货物产销税 J 烟酒税、烟酒牌照税、营业税，临时营业

税、商业税、统一累进税、所得税、营利事业所得税、盐税、土

产税、矿物税、牙税、屠宰税、印花税、牲畜税、车船牌照税、

在席税捐等项税收。 保障了革命战争经费的供给.促进了根据地

和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税收工作受到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

重视.逐步走向正轨。 税制建设比土地革命时期前进了一步.税

种、税率的设计W，趋于合理，注意了农工商之间的负担平衡，税务

机构逐步健全.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到税务部门工作.并注重干部

的培训I1。因此，税务干部的素质普遍提高，税收收入增加.成为

各根据地主要财政来源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解披战争时期

(L945一一-1949年)的工商税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搁民党眨动派掀起侵夺抗战果实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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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之间的斗争 t升为主要矛盾 。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

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时指出产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

和任务是国内斗争

务。

1945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 .

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从各战略区抽调部队和干部进入

东北.消灭日军的伪满残余.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到 1945年底 .

对原伪满各省均已接收完毕.并先后成立了民主政府。随着各地

政府的相继建立.税收工作发展很快。

东北民主政权建立之初即采取废除苛捐杂税.沿用部分旧税

制，开征新税措施n 辽宁省政府于1945年 11 月布告"将原有捐

税分别予以喊免及暂时停征.并重新规定税项Y嫩江、合江省 12

月 15 日布告，废除伪满国税租地方税数十种.沿用部分旧税制.

接原税率喊征113征收o 当时，因情况特殊.各地自订税则征税，

税制极不统一。 1946 年 8 月 6 日东北解放区在哈尔滨市召开

东北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议案.要求"成主统一税收

机构.制定统一税则Y是年四月.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

设立行政委员会.要求在年内做到l以省为单位.确定与实行统一

管理的税收政策n 根据这一指示.辽北、嫩江、哈尔滨、大连市

都颁布税收条例和办法。 1947年 2 月 19 日东北税务总局成立 3

月 1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1947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

务的指示》 规定实行关税的统一管理与税收政策的统 一 领导，

"实行 --- -.物→税制.取消各自为政的重复税卡'飞 1947年秋中国人

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此时，

东北解放区召开了第三次财经会议。 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财政方

针.加强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n 是年 12 月，召开了东北各省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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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东北税务总局起草的各种税收制度。

1948年初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区货物产销税暂行条例》 、

《出入境关税暂行条例》、 《屠宰税暂行条例》、 《牲畜交易税

暂行条例》 、 《营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东北解放区进出口物

资管理及课税暂行办法)) ，至于营业税只确定了《关于修改营业

税几项原则)) ，暂先由各省市依此原则规定征收办法。 此外，还

制定了税务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税务工作的业务制度 n 1948年

两次召开了省局长联席会议.使北满七省一市的税收基本上统一。

1948年 11 月东北全境解放. 至1949年 1 月完成了全区税法的统一.

组织机构也趋于健全。

1947年秋，随着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迅速

扩大。 1948年 1 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政府合井， 实行财政

统二，并颁布了 《陕甘宁晋绥边区货物税条例》 。华南各地根据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7年 11月关于税收问题的指示信，为了迎接

新局面，靠海内外捐款是不行的。， 建立正式的经常的税收，不仅

是部队给养和地方财政问题，而且是一个对敌进行经济斗争的，问

题。 华北地区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块根据地于1948年 5 月 20 日连

成一片。 9 月 3 日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 10月 10 日华北人民政府

以财税字第一号通令，成立华北税务总局。为贯彻 9 月华北财政

会议决定和加强统一领导的精神， 于 1948年11 月 23 日 至12月 4.日

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首届税务工作会议，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

部长吴披在首届税务会议上讲话指出"由于形势的发展，我们

的一切工作都要求树立统一集中思想。" "我们的税收也和其他工

作一样，决不能再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山沟里，允许各自为政的

政策存在了。"会议研究了各种税收条例草案和规章制度计有 14

种 。 "这次会议决定( 1 )工商业所得税、小商牌照税、临时

营业税、交易税、出入口税、烟税、酒税、盐税，先按草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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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屠宰税、农村工商业税在全区试征n 薪给工党腾得税早在

1937年秋季已在原晋冀鲁豫普遍试行. 1938年度推行到全区 。

( 3 )货物税、印花税、矿业税、城市房地产税.从解放区来说

均系新税.为慎重起见.应由各区(市)根据可征种类与可征地

区提出计划，送总局转呈华北人民政府核准后再行试办"会议提

出"必须建立一套正规的，目的明确、计划周详的税收工作制

度'飞同时制订了 11种有关法规u 会·后华北人民政府颁发了《华北

区各级税务机关组织规程草案》。

1949年是极莫重要的一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胜利结束.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国人民革命已处于全

国胜利的前夜 n 1949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

工作应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 4 月解放军横渡长江.

相继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n 从此.税收工作

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个时期的税收政策.大体有两个阶段=

一是在 8 月上海财经会议之前.各省区分别沿用国民党的旧税制

或继续执行老解放区的税收政策n 对新解放城市的旧有的各种税

收.采取"原封接收，逐步改造"的方针.暂时沿用旧税制.并

留用旧税收人员.迅速开展税收工作。 只是对真既苛且杂的若干

税目予以取消。二是在上海财经会议以后.全面整顿税收 8 月

15 日.陈云同志在上海财经会议所作的《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

的问题》总结报告中指出"现在拟的税目、税率.可能很多

地方不合理.但有总比没有好.先试行两三个月.然后加以总结

并进行修改内不能为了追求十全十美而放弃统一的办法.可以先

九全九萎暂求统一。地方上个别的特殊情况可以例外.但主要的

也须统一起来。"①
① 《陈云文选))(1949-1956年)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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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 1 月起至建国前.华北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牲畜屠

宰税、薪给工资所得税、进出口货物税、工商业所得税、营业牌

照税、临时营业税、房地产收益税、矿业税、烟酒类税、在易税、

印花税等十几个税收条例、细则和办法。华中各省市行署臼 5 月

起先后颁布了十几个税收条例和办法，并停征了进出口货物税.

产销税改为货物税 n 新解放城市还沿用旧税制征收房捐、印花税、

使用牌照税、远席及娱乐税、财产租赁所得税、个别省区还征

收薪给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地价税和遗产税 n 各地的税收

实践为新中国建立全国统 a的税收制度提供了经验n

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在卡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

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在税制建设、机构建设、培养干部和完

善征管制度等方面.都经历了从无歪11有‘从小至11大.从分散到统

一‘从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的发展历程 。 它保障革命战争供给.促

进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培养输送大批税收专业人才.为革命事

业作出了历史的、光荣而又伟大的贡献 。 系统地研究和总结革命

根据地税收工作的历史经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可以作为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的借鉴回顾根据地税收所走过的道

路.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n

第一、革命斗争任务的实现‘有赖于财政经济的支撑η 革命

根据地的工商税收啕是根据地建设的组成部分。字:为保证革命政

极的生存、巩固、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革命根据地的工商税

收一般都经历了从废除苛捐杂税、打土豪筹款到建立人民税收的

过程.同时工商税收制度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从

不完整到完整的发展过程们 实践证明，税收是维持和巩固革命政

权、支持革命战争所不可龄少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对于革命政权

13 



的生存、·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重用。

第二、税收是革命斗争过程中-个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在

根据地的税收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n 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

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至11各革命根据地建立.都把反对国产党的

苛捐杂税作为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开展对敌斗争的行动纲领之

各根据地还充分利用税收的特殊作用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如

通过开征进出口税和过境税以及奖限政策来取得军需民用物资，

封锁资敌物资.利用税收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解除革命根据地的暂

时困难等。 这些运用税收手段为无产阶级政治目的服务的历史经

验是很可贵的。

第三、税收是革命政权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杠杆。从苏

维埃时期开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来.税收政策就是以"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作基础.不是单纯根据财政需要.而是

注重经济的发展η 这W，是税收政策的基本点η 如各根据地、对有益

于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人民生活和军事斗争需雯的必需品实行轻

税政策;对利于敌.不利于我的物品则采取重税或禁运政策;还

通过减税或免税措施来鼓励和促进较为先进的所有制形式一一公

营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和平衡负担以利于经济协调发展。 由此

可见.即使在经济不发达的根据地.税收也是作为一个经济杠杆

而发挥作用n

第四、革命根据地税收始终贯彻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总的

原则是使民有所负而民不伤。 既要适应战争需要.又要照顾人民

负担的可能。 片面强调需要与片面施行"仁政

的 n 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是有矛盾的'但是要将两者统一起来。

因为适应战争需要、保证战争胜利是人民的最大利益。 要贯彻累

进税的基本精神.使负担一方面落于富户.一方面又不至窒息生

产力的发展n

1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