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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尘修；基乃l}I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代代相袭，皆因志书可以“存，

史”，可以“资治”、可以“裨风教理，故而历朝历代甚为重视。时至今日，

改革开放使我国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繁荣昌盛，为我们编修部门‘

志创造了有利的桕神干¨物资条件。根据濮阳市政府的部署，在濮阳市

税务硒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以税务科研室为主，组织了编 ，

写班子，并于1992年5月开始工作。。

税收是国家政权之基石，但历代志书却讳莫如深，志记甚少，即～

使有所记，也多为田赋、贡、捐之类，故无版本可依托，这就给税务部

门专志肇始之作，带来极大困难。加上濮阳属新建城市，行政区划几．

经变动，资料残缺不详，使一些本该溯源或详记的内容，只能望文兴 ．

叹，犹待来人修订与补充。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该志按照详今
。

。略古、立足当代、突出“新”字、反晚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和地方特

色的原则，着重于濮阳建市十年来的税收状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处理资料坚持实事求是，不因人废言度事，力
。’

争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准确而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

貌，以不失志书“纪往昭来”之价值，达存史资治之目的。．

该志出自几位青年人之手，实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啃这块

硬骨头。他们在工作之余，边学、边干、边探索，翻阅资料近2140卷

册，7870万字，在濮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在濮·

阳市税务局各科室的支持下，在大量摘录和笔记的基础上，历时两年

有余，终于加工整理出这本28万字的志书，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

建设中的石化新城需要征集资金，发展中的濮阳经济需要税收．

调控，濮阳市税务工作在濮阳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现在用志书的形式将濮阳市的税务足迹记述下来，以昔

为今用、继往开来，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当然，由于资料不全、时间仓
。



促、人员和经验不足等原因，记述粗浅和遗漏之处再所难免，藉此，一

并请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和税务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以利今后再

版、重修或续修该志时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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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书根据《濮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工作条例》的要求，参照兄

弟地市部门志惯例，实事求是地记述濮阳市税务部门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书体裁。采取述、记、志、图、表、录六种表述形式，以志为

主，语体文，记述体．
‘。

。

三、本志结构。采取按篇、章、节、目四个级次编排归属，“目”之标

码用汉字一、二，三、⋯⋯表示；目下第一档用(一)、(二)、(三)⋯⋯表

示，不打顿号；在个别内容繁杂的章节中．用l，2、3、⋯·：·标示，打顿

号．根据以类系事、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要求，除了卷首的序言、凡

‘例、图片、目录、概述、大事记，以及卷尾所附各种资料表格，后记外，

正篇按税收业务类型分为5篇、20章、51节．

四、本志断限．按照“详今略古一、。以类系时”的原则，上限不限，

‘追溯起源；下限断至1993年底，重点记述濮阳市建市lo年来的税收

发展和变化． 一 ．

糍

_ ，

五、货币名称和单位．1949年以前，均按各时期通货为准I而后，

则以现行人民币为准，1955年3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均按1万比1

折为新人民币． 、

+’

六、濮阳市因系老区新城市，行政区划几经演变，不便记述，为统

一口径，凡1983年建市前资料，均按现在所辖各县行政区域统计和

记述．． ．一一
一 ，

。

七、本志以记述工商税收沿革为主，包括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基

金、附加，除个别地方涉及外，一般不包括非税务部门征收的赋税．

／k、称谓．本志采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市”、“本局”，直书市

名、局名l涉及人名，不加褒贬词，直书其姓名由不用“同志”之类称 ．

呼．凡1983年建市前所称。濮阳”，系指当时的浪阳县和现在濮阳市
一

所辖的各搴区?。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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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不设人物传记，以人物简介和
犁表形式表述·．凡濮阳籍、任省税务局副局长以上职务者，适最父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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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濮阳市系河南省辖市。设于1983年9月，位子河南省东北部，冀

鲁豫三省交界处，东联聊城，西依安阳，南临黄河，北接邯郸，中原油

田雄居境内，五千年前因这里是五帝之一颛顼部族活动的中心，故有

“颛颂遗鄢”之称。市辖五县一区(濮阳、清丰、南乐、范县、台前县和市

区)，共80个乡镇、办事处，2879个村庄，东西宽108公里，南北长95

公里，金堤河、马颊河、潴龙河、卫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境内；境内气

候温和，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全市土地面积为4263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为384万亩；总人口310万，其中非农业人口29．4万。濮阳是一

个新兴的石油化工城市，中原油田年产原油550万吨，年开采天然气

12．3亿立方米；年产52万吨尿素，30万吨合成氨的中原化肥厂已投

入生产f14万吨乙烯工程即将完工；其经济位置在全省越来越显示

出优越性。．
· ’

濮阳税赋，始于夏朝，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尚书，禹

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贡就是税(鬈广雅·释

诂))。就是说大禹在治水和划分行政区域的同时，还把地方的土特产

作为税赋，当时包括濮阳一带的兖州，贡奉的是漆和纺织晶。孟子也

曾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其实皆什一也一，“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

常”(《孟子·腾文公))。就是说，夏朝每个农夫耕种50亩土地，收获

之后，要向统治者贡粮食I所贡粮食的数量，是几年平均产量的十分

之一。这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定额税了．鲁宣公16年(前594年)，鲁

国开始对私有土地按亩征税，史称“初税亩”，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形成

了初级税收制度，即不分公田私田，按土地面积大小，缴纳不同数量

的农产品，国家则保护纳税人的土地私有权，这就在生产关系上打破

了天下土地都归国王所有的老规矩．当时这种进步的税收制度，对各

奴隶制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鲁国毗邻的濮阳(当时为卫国)，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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