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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地方志是祖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强调要十分重视和继承这项工作，藉以加强对各

地区、各部门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目趋繁荣的经济形势，为我们编修地方志及部

门专志从客观上提供了极有利的精神力量和物质条件。为了比较细致

地弄清我县税务方面的历史，给今后工作提供资料借鉴， l 9 8 1年

8月初，我们在县委、县人大、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办公室

的指导下，在税务局全体同志的支持协助下，开始了编写《新津县税

务志》的工作。

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在史料的选用和整理方面，坚持以

档案记载为主要依据，经反复考证，结合口碑材料进行核实，然后决定

取舍。为使本志能够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个方面达到较好的

统一，我们始终遵循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写本志的指导方

针。按照上级对编志的体例、文风等各方面要求，本着“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以及“详业务，略其他"的精神，本志对民国时

期的内容安排较少，而着重记述了建国以来人民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发

展过程，以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金面详细地记述了我县在建国

后至今三十三年来税收的征收管理实况，以突出我县税务工作的地方

特色。

《新津县税务志》是我县有史以来首次以税收为专题所编写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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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目的是将几十年的税收工作经验和教训寓于本志的事实之中，以

便对今后工作的推进提供有益的借鉴。昔人说： “以铜为鉴，可整衣

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为使本志能起到“上对祖宗负责，下对

子孙造福，现为‘四化’服务"的作用，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达到

此目的。，但限于我们水平不高，能力有限，特别是缺乏编写税务志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因而记述不免粗浅简陋，甚至可能出现遗阙和

错误。在此，我们热忱期望税务战线和其他各界知情同志对本书提出

宝贵意见，以便今后再版或重修本志时凭以订正。

《新津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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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时间，上起辛亥革命(1 9 1 1年)，下迄f9 8 2年。

同时也对一些税志必须述及的渊源和目前一些重要事实，作了适当的

上溯和下延。

二、本志分卷首、-上篇、下篇、附录四部分。卷首包括序言、凡

例、图片、目录、概述。上篇专述中华民国时期的税务情况，下篇则

专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税务工作。附录包括编纂始末及编写

工作人员名录。

三、本志在“篇”以下，按章、节、目、项四个级次安排归属。

“目，，的标码用汉字一、二、三⋯⋯； “项"的标码用阿拉伯数字

1、2、3⋯⋯。在个别章节中， “项"以下也有“分项"这一级，

标码用①、②、③⋯⋯。 ，

四、由于农业税不属于税务局的征收管理范围，因此有关史料本

志未予收录，仅对民国时期的田赋，作了简略的记述。

五、本志对建国前的历史纪年，一般用当时通用记法，并在括号

内加注公元纪年。但在全志的大事年表中，为节省文字，只采用公元

纪年。凡涉及使用的历史地名，俱用当时名称，并在括号内加注今地

名。

六、由于我县系在l 9 4 9年1 2月2 5日解放，故涉及该年10

至王2月的有关文件、资料，仍按原件记载，保存了民国纪年。文内解

放前后时间概念的界线，俱按新津县获得解放的实际日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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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但也不排除浅显通俗的成语和

文言。引用史料时，在引号内均按原文体照录。

八、本志所使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建国前俱按当时通货为

准；建国以来以现行人民币为准。文内述及的1 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

民币，均已按规定比率折为现行人民币计算，以免含混，并便于统计

和统一相互比较的口径。

九、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图、表分别列在

各有关章节之后，以进一步补充文字叙述之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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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县税务局全体同志l 9 8 2年9H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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