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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明

为弘扬民族文化，总结历史经验，促进社会主义税收理论建

设，国家税务局组织了各方面力量编写中国工商税收史。这套税

收专业史丛书起自夏商周，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分为

古代、中华民国、革命根据地、新中国四大部分。其中中华民国

工商税收史由江苏、四川省税务局，南京、重庆市税务局负责编

写；它包括工商税收发展史、分税史、税务管理史、大事记等专

著和中华民国税收史料选编，大事记先行出版。

这本《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有关工商税收的方针政

策、规章制度、人事机构、稽征管理等重大事件的演变史实，反

映这一时期工商税收发展的轮廓，为研究民国税史提供线索，同

时，也可作为财经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中等财经院校研究民国

经济史，财政史的参考资料。

．本书是根据所收集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各

地档案馆、图书馆所藏政府公报，财政税收主管机关出版的各种

期刊、财政年鉴、经济年鉴、盐政实录以及当时重要的报纸、杂

志等资料编写而成的。记事自1 91 2年1月1日起至1 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记述历史事件采用的日。期多

数以档案所记载日期或法令公布日期为准，少数日期不详的，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依据报纸登载日期编列。书中纪年一律使用公历。同一日期内有

两条以上大事的，在第二条以下均用“△表示。编写中对当时所

使用的税收名词和习惯用语，我们仍加沿用，以求记述的准确。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多位专家教授的关心，提出了许多宝

贵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民国时期风云变幻，战争频仍，不少史料散失，搜集困

难，因而本书缺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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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2年．(民国元年)

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

华民国成立。 ： ．。

1月3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

山任命各部总长，次长，财政总长为陈锦涛。，
． ’1月17日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成立，内设赋税、会计、

公债、钱法、国库五个司。+ 一 一
，

1月25日 江苏省都督庄蕴宽发布禁止抗租抗税令。宣

称：租税为军饷所关，纳税缴租为国民应尽义务，其有不听告

诫，希图违抗，甚或聚众持械加暴行于经征人员者，按军律治

罪。 ；． ． ，

1月浙江、福建两省停征厘金。．．

△湖北省停征统捐。 ．

△江苏省苏属地区停征厘金。 ，

’

△四川省川东地区仍沿清末旧制征收厘金，省城内外及其

他地区废止厘金。 ，

，

： ?。

△．陕西省财政司令各地统税局卡，全省统捐按前清宣统二

年(1910年)所订捐则减三成征收。 r

’

2月12日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翌日．，袁世凯在

北京组织临时政府，自称临时政府首领，改各部大臣为各部首

领。

f一』～
，



1912年 ，

，

2月13日 南北和议完成，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参议院辞

职，并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4日，参议院接受孙中山辞

职。 ’

2月15日 参议院选举袁世觊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并电

袁来南京受职，在袁接任前，仍由孙中山继续执行政务。

2月 湖北省正式废除统捐，改办过境销产税。税率为值百

抽二，不分远销近销，一道征足。复运出境时，填发分拨票，不

再重征。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豁免

民元(1912年)以前人民所欠地丁、钱粮，漕粮令。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暂仍用前清法律令。谓：“现在民

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

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
’

3月11日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计7

章56条。其中第13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纳税的义务。”第19

条规定参议院有议决全国税法的职权。

△莲河盐厘总局规定，自本月起凡盐船到其辖境内的盐场

购盐，除代溪海分所购盐的盐船执有护照只纳票费不完厘税以

外，其余盐船，须缴纳出口厘税，每担食盐税额220文。所有往

浙盐船到南关时，须另纳厘税80文。

3月15日 袁世凯令改各省总督、巡抚为都督、民政长。

3月30日 唐绍仪内阁组成。熊希龄任财政总长。

3月 财政部电令各省财政司，当税由各省自定章程征收。

△直隶民政首领布告：京师所辖内外城区，所有民元

(1912年)以前欠缴的铺捐、车捐、戏院、电影、乐户等各项捐

款，一律准予豁免。

△浙江省废除厘金，改办统捐。捐率参照原厘金章程制

2



． 1912年

定，多数较前减轻，少数增加．货物的运销，在第一次经过的统

税局，按照所订捐率计算税额一次征足，此后在本省境内不再重

征．
。‘ 。

，

、

，

·

．

。

4月1日 孙中山发布解任令。． 。r

4月2日 参议院议决迁临时政府于北京。

4月5日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
’

‘、

4月21日 北京国务院组成。 、 o

“． 4月26日 参议院议决《财政部官制》。规定财政总长管理

会计、库帑、赋税、公债、，币制及官产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及

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财政部下设承政厅及赋税、公债、币制，

库务、会计五司。： ．

s

4月 江苏省临时议会通过《江苏全省征收货物税章程》。

江苏省厘金向分宁、苏两属征收，宁属以该省江北辖境为范围，

苏属以江南辖境为范围。民国建立后，苏属停征厘金，致使江苏

顿失大宗收入，财政陷于困境。新定章程规定在全省改行货物

税。在省内货物进出、产销，收全税一道不再重征。税率为值百

抽二： ．

。

5月5日 众议院否决政府不经国会议决，擅行以盐税为抵

押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参议院已于4月2日否决此案。

△浙江省政府以浙江丝捐作抵，向克虏伯炮厂借款600万

马克。 i ．
．‘

·

．”
+一一

。．、7 5月7日 财政总长熊希龄令设财政部筹备处，并派玉球芳

为总办、章宗元为帮办。 ： ，． ．

5月11日 江苏省议会公布修订的《江苏省货物税章程》。

修正的要点为：货物税分为产地、销场或进省、出省各收一半。

即：货物在产地或进省第一道税所缴纳半税，俟到达本省销地或

出省时，再缴纳其余半税。此章程仅在江南苏、常、太等苏属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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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区及南通、海门两县试办，其余宁属地区仍沿清末旧制征税。

5月13日 财政总长熊希龄向参议院报告其财政施政方

针。大意为：我国财政困难，前清已有“国家破产之兆”。民国初

兴，各省独立，“财政更加分裂”。当前中央财政，仅有支出，并

无收入，纯恃外债维持。对此，提出八项解决办法：一、’节减军

费，以求收支适合。二、建立国家银行，以期金融复活。三、改

革币制，开铸通用银元，废除使用生银，一切收支，均以元计。

四，改革税制。将通过税改为营业税，为裁厘加税作好准备；改

革田赋；开征契税和酒税；推行印花税、所得税等新税。五、筹

划实行盐、烟专卖，以增大宗收入。六、划分税目，区分国家与

地方的权限。七、加速制定会计法，解决各部、各省收支款项漫

无规则等问题。八、整理公债，以保囡信。。

7月16日 粤都督公布《换契简章》。规定：凡前清政府印

给的旧契，一律换发新契，并照章征收换契金。卖契照原契价征

换契金1％，典契征0．6％。卖、典契已纳的验契费，准在应缴

换契金中扣除。
’、

7月26日 周学熙继任财政总长。此前6月27日唐绍仪辞

去国务总理职，29日由陆征祥继任。7月14日财政总长熊希龄

亦辞职。’

7月 财政部咨请国务院将加税裁厘问题列入国务会议讨

论，以便预先条议办法，作为重与各国开议的准则。

8月3日 财政部密电各省都督，在加税裁厘条约未与各国

商定前，“各省厘金除改良征收章程，厘剔中饱浮收积弊，以苏商

困外，仍暂行照旧征收，借维财政现状”。

8月上旬财政部税务股提出《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暂行办法

意见书》，认为：国家税、地方税从无绝对区分的标准，而各以

其行政范围的广狭为前提。此前提尚未解决，因而遽事划分两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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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

不妥．主张暂照前清两税预算案办理。 5： -‘

‘+’

，8月15日 江苏都督因牙照税新章税率较原牙照捐提高较

多，请领者寥寥，通令举办牙捐执照捐，对无力捐请的旧牙户，

可执旧帖或旧牙照，捐换新营业执照。 ．

8月30日 北京政府驻英公使刘玉麟在伦敦与英商克利斯

浦公司签订克利斯浦借款合同。借款额本定为英金1000万镑，

实交500万镑，年息5厘，按八九折实收，以盐余为优先担保，

期限40年，自第11年起开始还本。
。1

’

’

8月 黑龙江临时省议会通过该省统捐局章程计lO章39

条。规定在该省设立统捐总、分局，负责征收统捐。原由地方征

收的学、警、自治等地方捐，也由统捐局统一征收。 ：
’’

△．湖广各帮米商呈请安徽都督请咨江苏省，迅将江苏驻芜

米厘局撤销。^以纠正江苏在安徽预征厘金的办法。．
’

-；9月10日 财政部订定《盐务筹备处分股办事暂行章程》，

共15条。，规定财政部盐务筹备处在总会办下，设总务、北盐、

南盐3股，3股下共设lO科办事。总务股下设机要、‘编纂、统

计、庶务4科，北盐股下设奉直、潞东、川滇3科，南盐股下设

两淮、两浙、闽粤3科。
1 一

’。

。

9月25日 袁世凯与孙中山、黄兴协定后，通电宣布八大

政纲：-；“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正公道以

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海军人才”o四、。开放门

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t六、。军事、外

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

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

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 ．一r

9月28日 财政部公布《国库计算暂行章程》。章程规定：

／，
．，

J



1912年

国库收支以银元为计算单位，暂以京平银七钱二分合银元一元。

9、10月间 财政总长周学熙向参议院报告财政施政方针。

陈述当时财政困难的根源：“一日紊乱，二日枯竭”。造成财政紊

乱的原因：一是财政系统不明。国家收支与地方收支未明确划

分，“中央拥考核之虚名，各省操征榷之实柄，中央需款则求之各

省”。二是财权不统一。各省有藩司、盐使、关道以及各种税

局，均拥有征收的权力。三是新政繁兴，岁计日绌，旧有税收不

足供应，于是巧立名目，苛索于民，税目税项千百种，“省与省

殊，县与县异”，毫无系统。四是负担不均。农商小民苦于苛

索，巨商富室竞至“无丝毫贡献”。形成财政枯竭的原因：一是信

用不坚，难以利用公债调剂预算不敷。二是币制不统一，比价变

动影响国库收支，使国用日绌。三是银行基础未立，无法进行金

融的灵活调剂。四是产业不发达，工农业生产凋敝。为此，他提

出八点理财方针：一、划分国地收支。分清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和

国家与地方财政的界限。二、统一税权。国家税由中央政府管理

征收，将关税，盐税划归财政部管辖；在各省设国税厅直隶财政

部，办理国税事宜。地方税则由地方管理征收。三，订定国家税

与地方税税目，使租税系统分明。在税制上主张采取复税制，使

租税普及，负担公平。对现有税制以。删繁就简”作为改良的“要

策”。四、更新税制。使先进国家优良的税制推行于我国，由人

民来共同负担。主张采用西方的经济思想，将税收制度“集注于

富力之分配”，改变过去仅对生产或消费物器征税的单一办法，

建议开征印花税、所得税、遗产税。以这四项来治理财政紊乱的

问题。五、t筹划公债。以有信用的公债“救财政之穷”。六、统一

币制。实现金汇兑本位制，由国家银行发行统一的纸币。七．建

立中央银行，健全银行系统，使能调剂全国金融，间接以纾国家

财力。八、保护产业，与民休养生息，“使富力渐充，税源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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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以后四项经济政策作为间接整理财政的方法，’来解决财源

枯竭的问题。 ’
·

／’10月21日 袁世凯公布《印花税法》，共13条。规定应贴

用印花的契约，簿据分为二类：第一类15种；第二类11种。

10月30日 财政部咨交通部，谓财政部已委托邮政总局为

印花税栗分发行所，订定《邮政总局发行印花专则》12条。

10月，31日 财政部财政调查委员会将厘定的《国家税地方

税法(草案)》及其理由书移付理财股。

‘lO月 陕西省财政司将原由府、道征收的商税收回自办，

作为地方税。其办法与统捐基本相同，即货物无论出境、’入境、

起运，落地，均按照统捐规定税额的三成抽收一次，不再重征。
- 11月1日。袁世凯公布《财政部官制》，计14条。规定财

政总长总辖国家的财务管理，会计、出纳j租税、公债、货币、

政府专卖、储金、保管物及银行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及公共团

体的财务。财政部设赋税、会计、。泉币、公债、库藏五司及盐务

处。
’

t ．

’

11月15日 袁世凯公布《暂行审计规则》，计8章27条。

在总则中规定：规则是审计国家的岁人岁出及一切财政的规程，

在会计法及其他法律未公布前，各官署及其所属局、所，均应遵

守。’ ．

．△江苏省都督颁布《杂税征收办法》。规定：一、契税每

’契价l元征税5分(3分解省、2分留充地方之用>。二、牙帖税

每年征年税银元5元(4元解省、1元留充地方之用)。三、房捐

暂照旧征收，全数留地方使用。·四、膏捐由各县民政长酌量办

理，但以不妨碍烟禁为主。 ‘

1 1月28日 四川省财政司将拟定的在全省恢复征收厘金办

．法呈该省民政长审批．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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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上旬 财政部召集各省财政代表会议讨论改良税则办

法。 ．

本年财政部令各省上报烟、酒、茶、糖等捐情况，为研究

加征烟酒等各税作准备。 ， ；

△。湖南都督颁布《货物税暂行简章》、《货物税征收细

则》、《货物税则表》和《税局办事细则》。简章规定：一、省内

旧有常关、厘捐局卡一律裁撤，择货物出省，入省、销售各要地

改设税局所，征收出境、入境，销场三种税目。二、凡省外货物

入境时，征收入境税，任其通行境内；至发售处所时，则应另征

销场税。三、本省货物在境内发售的，于发售处所征收销场税。

若运往外省发售，除竹木、茶税特设局所预征出境税外，应在出

境税局所征收出境税。四、税率：(一)出境税：必要品征4％

--5％；消耗品征2．5％一3．5％；奢侈品征1％q％。(二)入
境税：必要品征1％q％；消耗品征2．5％q．5％；奢侈品征
5％一8％。(三)销场税：必要品征1％q％；消耗品征2．5％
--3．5％；奢侈品征5％_8％。

△湖北省财政司核定鄂豫火车货捐，凡属蓝票记帐公司，

按规定的税率八折收捐；红票缴现各公司，按八五折抽收。折让

部分作为各该公司的津贴。 一
，

，

△ 四川省财政司整理糖税，将税率由每斤4文减为每糖清

1斤征钱2文，将各局裁撤改由各县署征收课兼办。

△湖北省改订竹木统捐捐率：外江，每估本一串，由原捐

钱82文，改为60文；内河，由原估本每串捐43文，改为45

文；武汉三镇，由原估本一串捐钱36文，改为30文。原用木尺

改为摊尺，使税负减轻较多。

△、．广东盐区修改省配盐斤的税率，正税每包’(原为潮秤

205斤一包，后改185斤)改为毫银3元；另征附加税(程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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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税、缉私经费、查验费及代收军费、商捐等)，合计每盐一

包，纳正、杂各税费毫银4元l毫。

△河东盐区盐斤取消官运。由民运为主官运为辅改为全部
商运商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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