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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盛世

修志，是国家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兴旺发达的标志，是一件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荫及后世，功在千秋的好事。
’

《天水市税务志》是在中共天水市委、天水市人民政府和甘肃省税务

局的领导下编修的。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了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和

各兄弟税务部门以及社会有关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该志书起笔于1989年5

月，收墨于1992年12月，全志约40万字。它是一部反映天水税收的专业

志，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

《天水市税务志》的编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结合和统

一．它客观地、历史地反映了天水市税收工作的过去和现在i如实地记述了天

水市税收工作的更替和成败得失，是一部具有天水地方税收特征的专业志书，

也是一份使税务工作者。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本志书在记述历史时，不限上限，以史料多寡延伸；下限断至1989年。 。

全书内容以志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力求图文并茂。编写方法上，求实存

真、秉笔直书、特点突出、体例得当。同时，本着“详近略远，详业务、略其

他”的原则，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

会以后的税收发展过程，从而突出了新时期税收事业的光辉业绩。。， 一

编写税务专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编写人员虽竭尽全力，辛勤笔耕，但’

囿于资料残缺，加之水平有限，难免有差错遗漏之处，翘企读者指正。

在《天水市税务志》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为本志书的编修提供资料和业务

指导的有关部门以及支持编写工作的有关人员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王化民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书是一部反映天水市税收工作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对全国、

全省性的税收政策法规，采取一般性的引用，不录全文，而对反映本地区在贯

彻执行这些政策法规中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实绩加以着重阐述。 。

二、本志书对历史各时期中税收与各个部门的关系的处理，尤其与财政合

并或业务上有交叉关系的处理，以反映税收个性为主，其余则只加涉略。

三、本志书的编纂，力求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在历史阶段的记述上，根

据本地税收历史的渊源，追溯至清代以前，简述于民国，重述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9年。

四、本志书除引文外一般采用语体文记述，横排项目，纵述史实，纵横结 ．

合，分章、节、目编排，共7章43节180目，志书前设序、凡例，概述，大

事记，书后列附录和编后。 ‘，

五、本志书在记述中，力求简明扼要、叙述合体，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除概述以史为主，史论结合外，余均述而不论。 ．

六、本志书记述范围以现行区划为主，为尊重历史，对历史各时期所辖区

域的税收，均予以记述。1985年以前的。天水市”为现在的。秦城区”，以后出，

现的。天水市”为地改市后的现行区划。

七、为叙述的统一性，本志书对历史上的农业税一并加以综述。新中国成

立后，农业税归财政部门征管，不再记述。

八、本志书的各项统计数字，均以历史资料为据，力求准确，对个别找不

到的数据，宁缺不补。

九、本志书统一采用公元纪年，对中华民国以前历史朝代纪年，用汉字书

写，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现行规定公

元纪年．引文中所述。××年代”、皆系。20世纪×X年代”，所称“新中国、建

国前后”，均以1949年10月1日划分。 。

?

，

十、本志书中所列各类计量单位，均按当时流通情况，如实记述。。田地以．

亩、粮以石或斤、银子以两、银元钞币以元为单位，其他计量亦按当时称谓，

新中国成立后，按国家现行规定称列。1949年8月至1955年3月，一般按当

时通用的旧人民币记述，为表列数据的连贯性，旧人民币l万元折合新人民币

l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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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天水市位于甘肃东南部，居全国腹心。地处长江、黄河流域的分界线上，

在陇中黄土高原。
‘‘

天水历史悠久，传说中作为。人文初祖”的伏羲氏就出生在这里。境内大地

湾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天水

又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气候湿润、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

有塞上。小江南”之称。它既是甘肃省第二大城市，又是甘肃东部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和旅游胜地。
～

．

．‘

天水自古是军事重镇，锁关陇咽喉，隘川陕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夏商时期，天水属雍州。周孝王元年(公元前897年)，赢非子为王

室养马有功被封于秦(-'4-天水市)，也是就秦的开始。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

元前114年)，析陇西郡置天水郡，遂有天水之名。西晋泰始五年(269年)

置秦州，一直延续到清末。辛亥革命后改秦州为渭川道，民国25年(1936

年)5月，改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14县。到民国30年，辖12

县。1949年8月3 El天水解放，设天水军管会，同月15日成立天水分区督察

专员公署。1955年2月，设天水专员公署，1978年11月，改为天水地区行

政公署，辖12县(市)。1958年4月，撤销武都专区合并于天水专区，后又

将所属10县(市)合并为5县(市)。1961年12月，天水、武都两专区分

设。1963年6月，调整后的天水专署共辖12个县(市)·(即天水市、天水

县、秦安、清水、甘谷、武山，西和、礼县、两当、徽县、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漳县)。1978年11月，设天水地区行政公署。1985年7月8日，撤销天

水地区建制，原天水市升为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辖2区(秦城区、

北道区)5县(甘谷、武山：清水、秦安、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全市总面积

14325平方公里，总人口280．81万人。一 ．．

天水市位于东经104
o

35 7～106。44 7，北纬34
o

05 7～35。10 7：东

邻陕西省宝鸡市，北、西、南分别与甘肃省平凉、定西、陇南地区接壤。全市

东西长197公里，南北宽122公里，海拔900～2700米。全市呈西高东低之



2 概述

势。整个地区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10℃左右，年降雨在

550～700毫米之间，全年无霜期157～215天，日照时间1853～2267小时，

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 一
，，

全市资源较为丰富。共有耕地591．58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28．02％，为

全省耕地面积的11．3％。林地853．37万亩，草地109．60万亩，水域面积68．7

万亩。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占有耕地2．45亩。主要农作物以小麦为主，其

次是玉米、高梁、洋芋、豆类、养麦及小面积水稻。森林覆盖率为24％，高

于全国森林覆盖率(12％)的平均水平。苹果、桃、梨、杏、葡萄、核桃、

花椒等经济林木遍布市内各地，为全国十大苹果基地之一。水资源较为丰富，

市内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9．7亿立方米，富水地段大都位于河谷盆地，水

质优良，适宜于酿酒、食品、轻纺、电子等行业的生产。矿产资源中非金属矿

藏量大，已探明的有白云岩、蛇纹岩、大理岩等20余种，金属矿有铁、铜、

金、铅、锌等15种，储量较多的是铁矿，主要分布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

内。
‘

天水历来是西北地区商贾活跃之地，发展经济具有良好的条件，铁路、公

路交通十分便利。这里临川、陕，7近宁、青，货通南北，物济东西，是甘肃省

重要的商业经济发达地区之一。早在汉唐时期，丝路贸易的繁盛，使南北物资

在天水集散，商贾云集，内外贸易就十分繁荣，成为连接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

必经之地。几千年来，这里交易频繁、商业活动兴旺。到了明、清，已成为陇

上物资集散、吞吐、调剂的重要商埠。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水成了相对‘‘安定”

的大后方，吸引了京广、苏杭、川陕、‘豫皖的大批私商，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

展。解放初期的商业以私营为主，其行业较大的有杂货行、土布行、茶叶行、

药材行、皮货行、当行、山货行、染行，饭馆行、，照像行，旅馆行等。近年

来，天水人民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和善于经商的传统习惯，以商促工，以工补

农，，农：工、商综合发展，大搞商贸流通活动，城乡商贸繁荣兴隆，具有地方

特色，规模较大的专业市场不断增多。张家川县的张川、龙山两镇的皮毛市

场，是西北最大的皮毛市场和全国较大皮毛集散地之一，每年皮张上市量约

300多万张，吸引了国内10多个省、市的商贾前往交易。秦安县小百货商品

市场，甘谷县成衣、毛衣市场，武山县洛门镇蔬菜市场，在西北乃至全国饶有

名气。经过解放40年来的建设，天水工商业发生了显著变化，取得了巨大成

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昔日天水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面貌，建立和发展了国营

商业，扩大了商品流通，设立了统二管理集贸市场的行政机构和指导商业经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3

的专业公司，初步形成了以农副产品采购(供应)机构、工业品批发机构、零

售机构、仓储运输机构为主，包括粮油、副食品、五金交电、化工、编织、百

货、医药、书店、日杂、煤炭、石油、’农业生产资料商店在内的，门类比较齐

全的商业体系。，到1989底，全市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已达25188个，

人员53401人；全民所有制商业机构995个，。从业人员12302人；．集体所有

制商业机构3076个，’从业人员13013人。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4910万

元，+比1949年增长52倍，其中消费品零售额达80312万元i比’1949年增长

47．5倍。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22710万元，国营商业商品纯购进65567万

元，国内纯销售98869万元。商业的大发展，促进和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

发展。。目前，全市人多地少、剩余劳力多的矛盾已基本得到缓解。过去广大农

民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0烈日下面苦耕田”，现在却从事各种商品生产活动，

经济收入逐年提高，1989年人均纯收入达312元，贫困面由1987年的42．8％

下降到t7．6％。 ：． ．·．．! 一
’、

+1一 ，：一
·一4 询

i 天水的手工业历史悠久．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天水手

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宋、元j、明、清发展缓慢。‘抗日战争时期，’天水手工业

有了二个新转机o』、1949年以前的天水工业，基本上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当时

天水的手工编织业和火柴生产十分发达，基本上占领了甘肃市场，尤其是天水

县的三阳川、。新阳镇几乎家家都有手工织布机，其土布生产十分兴旺。抗日战

争胜利后；物价暴涨，经济出现萧条：于是有些小型工厂，停工的停工，、倒闭

的倒闭。究其原因，一是资金周转不灵，二是原材料缺乏。-这种现象是全国各

地工业的通有危机，但基础脆弱的天水工业，却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从整个国

民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天水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贫困地区。城市工业发

展缓慢，市容破旧，街道狭窄，较繁华的主干街可“跨步而过”。1949年，全

市工业总产值仅为891万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还不到7％乞，‘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恢复、巩固和社

会主义改造，天水工业获得了新生：20世纪50年代，。火柴、雕漆等轻工、‘传

统工艺复苏发展，占领了西北市场，·些雕漆工艺品已投入到国际市场。60

年代中期，机械制造业兴起，加快了天水工业的发展步伐。70年代，．机械工

业、纺织业和电子仪器等现代化工业相继发展起来。到了80年代，天水已成

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工业城市，初步形成了以电子、电器、机械制造、‘轻纺、建

材、’食品6大行业为支柱的多层次、多门类生产体系。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水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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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给天水工业带来了可喜的发展契机，使天水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对工

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政企职责分开，撤销了行政性公司，精简了中

间管理层次，加强了横向协调，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组建了企业群

体，以骨干企业为依托，以名、优、新、特的畅销产品为“龙头”，组建了针织

绒线、机电产品、食品饮料等企业群体，加强了市内外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

合，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扩大城市工业的生产规模，增强城市自身的辐射能力，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改革，工业结构趋于合理，使轻重工业结构得到

了改善，轻工业产值比重上升，重工业产值比重下降，经济效益得到了提高。

1988年全市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产值76．43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

现利税18．9元，产值利税率24．73％，资金利税率16．77％，每百元工业总产

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54．31元，平均每个职工实现利税2758元，实现净产值

4226元，较1978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产品质量也稳定提高。目

前，天水市的工业产品主要有集成电路、微波超高频测量仪器、电子仪器、电

缆、风动工具、机床、拖拉机、医疗器械、高压塑料薄膜、轴承、火柴、酒

类、卷烟、雕漆工艺品、毛织品、水泥、中西药等300多种，1978以来，疲

劳试验机床、集成电路、绒线、凿岩机、雕漆镶嵌屏风、机床、电器、丝毯等

180多种工业产品获国优、部优、省优称号。在工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同

时，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1989年，工业总产值15．13亿元，其中中央、省

属企业7．18亿元，市、县、区属企业5．68亿元，村及村以下企业2．27亿元。

中央、省属企业与地方企业基本上各占一半。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

占比重已上升为75％。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全市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以轻

工、纺织、电子、电器、机械、制造、食品、建材为主体的工业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天水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78年以来，全市人民坚持贯彻执行党的“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使全市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新的进展。1989年，全市社会

总产值达到35．86亿元，比1987年的25．65亿元增长40％。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18．16亿元，比1987年的13．67亿元增长33％，其中第一产业占41％，第

二产业占38％，第三产业占21％；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16亿元(包括中

央、省属企业)，比1987年的15．70亿元增长28％；财政收入2．30亿元，比

1987年的1．45亿元增长32．02％。国内商品纯购进总值6．56亿元，。纯销售

9．8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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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税收之源。税收作用于经济，能促进经济的发展，t反作用于经济，

则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本志书在概述天水税收史之前，只对天水的概况、

经济变迁、以及工农业生产和商贸等涉及税收工作的经济状况和地方特点作简

略介绍，其他则不再赘述。’。 ! 。r

， 、．
。

‘；

’

税收是国家的产物。它不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也不是永恒存在

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权力的形成而产生的，并将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此，税收是一个历史范畴。 ．t‘

税收在我国历史上称。赋税”、。租税”或。捐税。，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

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

手段。，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税收与其他财政收入方式相比，在

形式上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特征。‘ ⋯

我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上下几千年，各个朝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税收

法规，形式繁多。 一一 一 ．．。‘．t：

、’夏和商代除赋(课于土地之税)以外，尚有“贡”。。贡”与。赋”，形成商代以

前的赋税制。 ，～
’．’

．：
‘|．。

周代改革商代制度，对田赋也有改变，把土地制及赋叫“彻法”，以耕地百

亩为标准，地租率的课税为1／10，与夏代实行的“贡法”和商代的。助”差不

多。但商代的助法以劳力为纳税对象，而周代则变为以实物为纳税对象。其赋

率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

彻，其实皆什·(即1／10)也”。．_ ’， ；‘：

在春秋以前的周代，一切农业土地和农业劳动者皆为王者所有，所谓。溥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春秋初期，就有。案田而税”

的改革，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7产量多寡分若干等级征取数量不等的租税。

后来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得奴隶主不仅有能力经营。公田”(井田)，而且

． 还可以开发大量无主的荒地，开垦出的荒地叫。私田”。“私田”不属于国家；因

此没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由于。私田”对奴隶主来说更有利可图，于是，私田

便大量发展起来。这样，仅由井田(公田)交纳的税收就渐渐不能满足统治者

一的消费。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为了增加收入，下令实行。初税

亩”；即规定无论。公”田，还是“私”田，都要按照田亩的实有数目，由国家统

一收税。“初税亩”的实行，是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确立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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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税制改革。 ，： ．¨

-‘秦孝公‘(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承认田地归私人

所有，准许自由买卖。秦统一六国后，’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要人民向

官府登记所有田地，按亩纳税，从而使土地私有制法典化。秦朝地租原为“十

税一”，另有“VI赋”。口赋是人头税，供军事费用。到后来赋税征收量增到占

农民全年收的2／3以上。

‘西汉时，，刘邦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其中有“减轻田租”，。十五税一”，即

收取产量的l／15的田租；同时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是田租由原十五税

一，减为三十税一；=是算赋由原来每年纳120钱减为纳40钱。汉武帝时，．

实行算缗，告缗钱政策，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令商贾高利贷者等都向官府自

报资产价值，每值2000钱，纳税1算．(120钱)。．。 。÷。 ：， ，．

东汉刘秀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采取了“开源节流”政策。“开源”主要是

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税”，。节流”主要是精兵简政，财政好转后又恢复田租三十

税_二之制。‘I。， ，：7 、i‘ ．’i。．
。． ． 。4：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颁布“均田令”，推行“租调”制。在此基础上对租

调力役作了规定，凡民18岁以上为丁，’60岁为老，免除租调力役，。并令各州

县“大索貌阅”，即根据年龄和面貌，详查户口，发现隐瞒不实者，里正党长都

要办罪。同时，又颁行“输籍之法”，即吸引农民向地方政府报出自己的户口，

向政府纳税服役。隋朝仓库的充实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如在洛阳城内筑有仓

城，。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下万石”。’ ，j、 1|．t ， ，一
唐朝初期，赋税制度沿用着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到了公元

755年，由于“安史之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了巨大破坏，也使建立在“均田”制

基础上的“租庸调”制难以维持下去。．公元780年，唐朝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

税法再。。两税法”规定：按土地和财产多少j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收税。。两税

法”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与以前赋税制度的明显区别在于，它

不是“以丁夫为本”(即征税标准为人丁)，，而是。以资本为宗”(即征税标准是

财物)； ．，’j．|‘。一t t-’：’5：．?‘I ．’

·：一， ：．

：⋯、北宋时，，也有两税，即按土地作物分夏秋两季征收，缴纳时又有折变和支

移。王安石变法提出了“方田均税法”。：南宋其辖地几乎比北宋减少一半，，但赋

税收入大大超过了北宋。主要是在正税之外，，巧立各种名目，增加了许多附

税，：如所谓的“耗米”、。经总制钱”等各种苛捐杂税。。 z‘

：、· 』‘．．．，’，．。

。元朝时，赋税名目有二：。．一为税粮，j以丁VI和土地纳税；·为税差，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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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征收，这是正税。此外还有“括马”(强买民间马匹)、。和买”(官取民间

物只给很少钱)、。和雇”(强派劳役)。当时，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尤为突出，

要钱名目无奇不有。．如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节要。追节钱”，生辰庆寿要

“生日钱_，迎送要“人情钱”，无事白要称“撒花钱”。 ，

明朝初年，减轻了商税，一般是三十税一，有些商品全部免税，并规定：

凡还乡复业者可免税三年。同时还下令，从洪武二十七年起，新开荒地，。永不

起科”。到后期，由税粮改折银征收。1581年，宰相张居正建议明政府把原来

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征税，

这就是。一条鞭法”，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实行不久

就被废弃了，而用银两征税的办法却被保留下来。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

成在河南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 。，j 、。i，．

．，清顺治年问，一再下令：凡农民垦荒，，一般可以免税三年，并由州县官给

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康熙八年(1669)，清廷下令将明代藩王庄田免

价给予原来佃户耕种，田地“永为世业”，号为“更名地”。1712年，又规定以

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

初期，推行。摊丁入地”，把丁税平均摊人田赋中，征收统_的“地丁银”。甘肃+

于雍正五年(1727)开始实行“摊丁入地”。从此，人们把田赋称为“地丁”，成

为地税和丁银的合称。在实行“摊丁入地”的同时，清政府把工匠的代役钱也摊

人田赋征收，t废除了工匠的服役制度。这种赋税制度在当时对于促进农业、。手

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是有一定作用的。计康熙六十年中，对赋税。前后蠲除之

数，殆逾万万”，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特别是乾隆年间，曾多次“普免天下钱

．粮”，·顺应了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 ：

。t、

· j

． L．、●_l

t一，
，

，+ ‘，

。
，： 。

天水税收萌发于夏朝，有考于汉代，兴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

着悠久的历史，按历史脉络追溯，天水税收史料的最早记载为汉武帝元狩四年7’

(公元前119年)，于陇西郡及所辖西县(西和县)设置盐官(现为礼县管辖

的盐官镇)，创行专卖。历代均有变革，沿至清初，仍行引法(运盐凭据上有

’销盐定额)，征收盐课，收、·运、‘销盐的权利，均归专商。从有关史料看，天

水过去所辖的礼县和漳县在历史上是甘肃盐税的主要征收地。-一．。

n天水的税收管理机构，从明朝就有较详细的记载。明朝赋税由州府首长直

接掌理，辖属各县均由县衙户房征收管理，基层设里甲，负责丁役、’赋粮的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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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解运事宜。沿至清代，州及下属县共设90里，里、甲长采用排年法，以粮

丁多者轮流负责，里设柜书1人，主管赋粮收纳。．民屯(移民及招募罪徒者垦

的田)、军屯(组织驻军垦的田)，由百户和领旗负责办理。全天水共设百户

320个，领旗296个，每百户设柜书1人主管收纳，旗设小旗1人主督促，亦

用排年法。上述赋税稽管制度沿至清末。同治五年(1866)，陕甘总督左宗棠

为增加捐税，征收厘金，在天水设‘‘甘南税厘总局“，对输出的货物沿途要隘节

节设卡，每过一卡收厘一次。同治八年(1869)，举办捐输，设。甘南分捐

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统捐分局”，次年改为。百货统捐分局”。该机

构对出入货物设局、‘卡查验收销，税则规定以担计算，贵重物品不能成担者以

斤计算，按货贵贱定科则轻重。
2

明朝天水缴纳的赋税和徭役，最初是分开征收的。赋沿用唐代的“两税

法”，分夏、秋两季缴纳，以粮为主，也可以缴纳丝、绢、布或银钱。徭役有

三种：按户服役的叫。里甲”，按丁(指16岁至60岁的男子)服役的叫。均

徭”，临时征用的杂役叫“杂泛”。这三种徭役都有力役、雇役之分。明初的田

赋和丁役都可以折缴银钞。明中叶以后，开始实行赋役制的改革。’当时由于土

地兼并极为严重，农民失掉土地破产逃亡，豪强地主隐瞒土地，逃避赋税，官

府收入减少。明政府为了弥补亏空，横征暴敛，农民负担沉重，为了缓和阶级

矛盾，维护其统治，明政府实行了“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杂税等项并为

一条，一律征银，差役由官府雇人代充。并“量地计丁”，把一部分差役转入地

亩之中，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查出大量隐田，抑制了豪强势力。。一条

鞭法”改变了以往赋与役平行征收的办法，以货币代替了实物和力役，放松了

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可以离开土地，从而为城市手工业提供劳力来源，促

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条鞭法”触及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实行了不久即

废，仍循旧章纳收，并摊派辽饷等措施，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清初沿用了明朝后期的赋役制度。在天水，丁要纳税，地要征粮，但存在

着摊派不均的现象。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那样：“丁银田赋同属正供，但穷民有

寸土全无而受丁银之累，富户有田连阡陌而丁银与穷民相同者；苦乐不均”。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保证财政收入，清政府采取“摊丁入地”的措施。

，t 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71)全国丁银额为定数，

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1716)，开始试行。摊丁于地，

地丁合一”的政策，到雍正七年(1729)，这一政策在全国普遍推行。乾隆二

十九年，天水原额实在民丁三门九则不等，共折下下丁5310丁，应征均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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