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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编史修志历代相承，众多的志书

成为文化宝库中之瑰宝。志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之功能，专业

志功能独特，有着普通方志不可替代的作用。今逢盛世，《定远县税

务志》应运而生，信可乐也。

税收乃国家之产物，国家为了维护其统治，必须具有一定的财

力作为物质基础，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历代统治阶级

的各级官吏，大都贪婪成性，税收自然是他们的发迹之道、升迁之

本。而社会主义的税收，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宗旨是服务

于国计民生。新中国成立后，税收在支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提

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税收工作，税收已成为国家调节

生产与流通、积累与消费的重要手段。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税收将发挥其独特的、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为反映我县税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使之有益当代，惠及子孙，

在上级主管部门，县委、县政府及有关单位的关怀、帮助下；从1986

年起，开始了对《定远县税务志》的征集、编写工作，经过编辑组同志

近八个春秋的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终使《定远县税务志》得以面世。

《定远县税务志》为本县历史上税务部门之首志，设5章，近20

万字，纵述500年来本县赋税制度的演变，横记各种赋税的税目税

率及征管情况，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盛衰之内。本志书在编

写过程中，本着忠于史实的修志之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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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历史和现状，既不抑古扬今，又不囿于讳

忌，是非曲直，秉笔直书：本志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淮南

津浦路西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及新中国税收制度在本县实施情况，

对民国以前的税收，只作扼要介绍，旨在体现本志书的时代特征和

地方特色。 ．

《定远县税务志》熔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于一炉，对今后的决

策科学化，为后人了解历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等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2

李志堂

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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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一、时间断限。上限因事而异，对民国政府以前的历史，作必要

的追述。下限至1990年。j

二、本志书为平行章节体。志首所列的序言、凡例、概述和大事．

记为全书内容之概括I主体部分设章、节、日，记述税制、税种、税率

及其沿袭和演变·志末列后记，记述编写过程。

．．三、本志书为语体文。以记述为主，辅之以图表、名录和照片，以

补文字叙述之不足。

四、本志书资料来自各级的馆藏档案材料、县税务局存放的文

献以及知情人提供材料。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编写时均不注
’

明出处·
’

*

五、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均用当时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

·．元年为公元1912年，由此类推，一般不再括注·解放后均用公元纪

年。 ，

·

．

·

六、计量和货币单位，按当时使用单位记写，除特殊情况，一般．

．不作换算。新中国建立后的税收统计，以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为计

算单位。 、

’

七、地名及各个时期的政府机构和人员职务，均用当时的称谓。
： 八、由于财政、税务机构时分时合，凡与财政桓关的部分，列。入

．大事记，农业税、耕地占用税一并列入税种记述。
．．

。

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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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1559)定远县交纳赋税有田赋、贡赋、税课等项。万历九年

(1581)实行“一条鞭法”新税制，即赋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交纳。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推行地丁银制度。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

亩"，即丁银摊入田赋中。清朝末年，租税成为多种捐税的总称。民

国初期，捐税沿袭清末旧制。民国2年(1913)将地丁改为正税，按民

田、卫田征收。随后税种逐渐增多，国税有田赋(正附税)、关税、矿

税、盐税、牙税、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各正杂税捐。地方税有屠

宰税、牲畜税、牙税，各种附加税等杂捐杂税。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大

都没有真正实施。民国16年，本县屠宰税、牲畜税和牙税仅有比额

而无实征数字。民国22年，本县实施的税种有：田赋、烟酒牌照税、

普通营业税、契税、牙帖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及其附加等。

30年代后期，实行赋税分征制，即田赋和正附税等杂捐杂税由

县征收，营业各税由省直接征收。“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节节

败退，致使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1月31日定远县城沦陷，国民党
’

定远县军政人员撤离县城。敌伪政权建立后，沿用民国政府捐税制

度。

民国29年(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定远县抗日民主

政府在定城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的税

收政策。新民主政权只征收少量公粮，以保障政府和军队的给养。当

时定远境内尚存的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其各种税政条例，在县

境均难以全面实施，而采用就地摊派的方法，增捐加税。不仅政府要

捐，军队也要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之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致使

民不聊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重建了税务机构，统一了税收制

度。1950年初定14个税种，本县征收的有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

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人民政权的

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7 V?j



’

为国家聚集建设资金，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为国家和人民的根本

利益服务。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税收从“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

本好转而奋斗”这个大目标出发，在保护私营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

的同时，’积极为国家筹集资金。三年共征收工商各税347万1千元，

对制止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稳定金融市场；对恢

复和发展生产，扭转财政经济困难局面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6
。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税收既要积累资金，支持国家重点建设，

又要不断调节各阶级收入，促进工农联盟。税收已成为国家保护和

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以及有区别地利用、限制、改造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重要工具。本县经过贯彻对公私企业“区别对待，繁简

。不同”的税收政策，较好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

五”期间"为国家积累资金达千万元。 、

1958年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财税机构合并，税务人员

被削减，全县税干由1957年93人减少到53人，1960年，仅为45

人。一度出现了无人征税的现象，全县税收额大幅度下降。1958年

为510万元，1960年只有189万元。1961年由于贯彻执行党中央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税收工作得到

重视和加强。是年冬，财税机构分设，陆续调配税务人员。1962年底

全县税干近百人，年税收入额上升到352万元·1965年创历史最高

水平达到510万元。

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左”的影响，税收的作用和任务竟被视

．。为“进行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税收制度是管、

卡、压"等，致使税收制度简单化，税收工作再度被削弱。十年间，全

县仅征收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和屠宰税，年税收入额一直徘徊

．’在300万元左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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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税收工作，不断加强税务机构的建设，调

’．整充实税干队伍。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国家对税制 ’．

。’作了’重大改革，变原来较为简单的税收制度，为多税种、多层次、多

环节的税收体系。到1987年底共实施25个税种，使之渗透在经济

． 的各个领域；并不断调节生产、流通和消费，为国家宏观调控，微观

搞活，逐步实现间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税收的增长与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快慢，因此，税务部门，除

了积极组织收入外，还要致力帮助亏损和濒临倒闭的企业排忧解

难。通过传递信息、牵线搭桥、帮助理财、勾通产供销渠道等措施，

促使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同时采用贷放无患周转。金、减免税

额、增利不增税等方法，大力扶持刚起步的乡镇企业。这种欲取先予
‘

的办法，既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产量与效益的不断增长，又使税收

额得到同步增长。为确保税收任务的完成，不断加强税收稽征管理

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税收法制建设和达标责任制。从

1980年以来，全县工商税收年递增率为10．2％，1990年收入为

2000万元，是1980年的四倍，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

‘“一五”期间的40％，上升到“七五”期间的80％。预计“八五”期间年

收入可达5000万元。 ．

建国40余年来，税收工作取得的每一项成绩，无不凝结着广大

税务工作者的血与汗。他们不辞辛劳，冒严寒战酷暑，披星戴月，公．
‘

而忘私。尤其是解放初期，面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和匪特的公

然破坏，他们拒腐蚀，永不沾，既粉碎了不拿枪敌人的阴谋，又以不

、 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与拿枪的匪特英勇搏斗，负伤致残者有之，

为国捐躯者有之，他们是人民的功臣，税干的楷模。+
。

社会在前进，事业在发展。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新时期，税务工作者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面对市场经济，任重

．而道远，既要保持老j代税务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又要锐意改革，努
7



，增加收入。既要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又要以史为鉴，以

，强化征管，开创新局面。为振兴定远经济，为建设有中

会主义努力奋进。



大一事记

民国元年(1912年) ．

3月，安徽省督军孙毓筠任命朱金堂为定远县知事。

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银元为国库计算单位。

民国2年(1913年) ：

7月，安徽省都督倪嗣冲委任韩廷焕为定远县长，范锡恩任定

远县财政局长。

12月，倪嗣冲兼任省民政厅长。训令：在省预算中，国家税收有

赋类、厘金类、正杂各税、捐类等；地方税收有：田赋附加、牲畜税、屠

宰税以及房捐、车捐、船捐、饭店客捐等杂税、杂捐、杂租。

民国3年(1914年)

定远众多灾民缺粮断炊。 ，

本年，县征收田赋分为两款：第一款，民田征地丁、漕折、丁漕加

捐。第二款，卫田分省卫和外卫，交纳地丁、漕折、丁漕加捐。
●

民国5年(1916年)

春，县西能仁、凉亭一带，从凤阳引进美籽烟种，种植烤烟叶，提

高了产量，增加烟税的税源。

民国8年(1919年)

本年，定远产烟728担，其中水烟(烟丝)228担，旱烟500担，

’ ．穸9／一’



价值16016元。每担烤烟课税费8元左右。 ]

· I
。

j

民国20年(1931年) 蜀

～2月，中共地下党员朱阶平等在吴圩一带组织贫苦农民，开展 嘲

本年，省裁并岳业税征收处，设立营业税局。凤阳、定远属省如 4，+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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