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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税务局1965年全体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人是局长安宝山

保定市税务局欢送离休干部合影前排左起笫五人是局长贺增。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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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税务志))是根据保定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会室的统

一布署和要求编纂的。编写税务专业志保定市是首次，实感难度

大任务艰巨。为了按时完成修志任务，我们及时调配干部，组成

班子，培训鳊写人员。从1986年6月开始，至1989年6月止，历经

3年时间，通过大家努力，精心鳊纂，基本脱稿。

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精神，

记述了清末、民国，解放区和建国后的税收兴衰变化。

本志上限不拒，可追溯事类起源，自由延伸，下限则断至

1986年。在内容上作到。文叙其要，图示其意，表尽其详，影现

其实，层次分明，有条不紊，横排纵述，贯通古今。在工作方法

上，我们划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搜集史料，内分建国前和

建国后两部分，第二阶段为边搜集、边整理，边编写。

本志先后搜集各种史料295万字，参阅建国后各种税法汇编、

文件及年度总结等约257万字，编辑成书约38万字。内容分为1l

章，重点是税收制度和税务管理。根据以名为题的原则，分类列

出条目，分别叙述沿革兴废和更替。书前写有“概述’，和壕税务

大事记黟颇介税收历史，反映发展规律，概述内容要点，提挈全

志。

总之，本志根据详近略远为忠于史实，秉笔直书的原则，如

实记述前人和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反映了税收工作的兴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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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和成败得失，努力为今后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使我们尽可能的

少走弯路。但是，由于挡案资料残缺，战祸散失或毁灭，有的根

本无一点儿文字记载，等将来征求有得，再作补充修改。我们缡

纂本志书，限于时间和水平，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望，’大读者提

出宝贵意见，待予补正。

马国权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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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税收是为实现闰家职能胀务的，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丽产

生，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从中国税收产生的历史来吞，第一个奴

隶制国家～～夏钥产生之后，就有了“贡，，，此话又有了商“助"

和周“彻矽，这都是税收的最初形式，充分表明有了国家就有了

税收。中国有一句古话， 靠皇粮围税，最古有之"也证明了中国’

税收的产生_稻发展的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家政权自有了国

家之后趸今，巳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随着这个巨大变化，保

定的税收经历蓿君主制国家税收，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税收，

人民民主专政的同宋税收，这样从壁变到质变的各个不同阶段。

清朝时期(1644年一1911年)保定的税收，完全采用中央集权

制，课税的权力掌握在中央政权手里。税收机构也由上级派遣。清

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保定始为直隶省会。雍

正二年(1724)改直隶巡抚为真隶总督，保定为省、府、县三级冶所，

当时保定税制多零1日袭，主要依靠地丁、漕粮、当税、牙税等取得收

入，以保证宫廷和地方官吏的支用。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畿辅

通志》记载保定的地丁、漕粮岁入占税收总收入的97％。但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兴

起，社会制度逐步．峦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清

朝末期保定的税收也由高度集权逐步向地方自筹自用的分权发

展。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陷南方各省，林风

祥、李开芳率军北上，为对抗太平军，辍廷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

沁统帅劲旅进驻保定，钦差大臣胜保疾驰张登迎击，一边修竣保

定城池，一边募辅勇民团，自备军械为补充军费，保定就以增警

察亩捐，丁游捐，粮捐、用费捐，凰捐等取得收入。光绪二十年

·I·



(1894)中日战争后军费浩繁、罗握无术，大借外款以偿日本兵

费，特别是(1901)《辛丑条约》缔结后，中国必须赔款45000万

两，每年按4厘算息，分39年还清，须付息53200余万两，本息

合计98200余万两。清廷责令各地摊派，于是保定又以筹集赔款

为由，增设烟酒坊铺税、卖典契税、印花税、屠宰税、花税、布

税、油税和房捐，车船捐等对此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民国时期(1912年～～1936年)保定的税收。自辛亥革命推

翻了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jE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保定自发

生“兵变"(即主子兵变)后元气大伤，许多灾商、灾民倾家荡

产，流离失所，当时各繁华市场一旦化为灰烬，大部税种因无

税源丽终止征收。民国3年0914)保定对部分税目进行，了归

并，其中废除了屯粮、屯租、旗产钱粮，统称地丁。八项旗租及

各项官租等一并废除，改称地租。但由于国家政权仍然掌握在封

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手里，中国社会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性质，加入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搞得围困民穷。因

此保定的苛捐杂税此伏彼起。据民国23年(1934)《祷苑县事侍

调褒》记载，保定执行的大小税种就有104种，年征银元17l，158

元。如田赋、营业税、契税、屠宰税、牙税和房捐、铺捐、车捐、

戏捐、等等。这些税和捐上解省102，812元，本地留68，346元。

日伪时期(1937年～～1945年)保定的税收。1937年7月7

日，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动战争，9月24日保定沦为日伪统

治。日伪为了掠夺中国人民的资财，除在保定设立名目繁多的征

税机构外， (如设杂税处，北京统税局保定稽征所，河北清苑税

务征收局)还增设统税、筵席税、娱乐税、牌照税、战时利得

税、营利事业所得税、薪金报酬所得税、财产租赁所得税等。同

时扩大统税征税范围。如由原来的6种增为13种，即新增饮料、精、

茶叶、竹术、皮毛、陶瓷、纸箔等税。并提高烟酒税率如由原来的

lO％提高为80％和60％。更有甚者捐比税大。据民国33年(19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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