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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之一。新中国

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关心下，国务院成立了

地方志小组，要求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由于修志工作条件

尚欠成熟，编纂工作举步维艰，延至“文化大革命"，修志事

业终于夭折。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怀下，迎来了社会主义科学文

化事业的春天o 1981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o 1983年

4月，中央批准恢复地方志小组工作，并改名为“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o 198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了全国地方

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部署全国编写地方志工作。在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关怀下，指导小组于

1996年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会上规范了地方

志的写作要求，并作了《关于编修地方志工作的若干规定》。

这使新中国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到20世纪末有

了很大的收获。全国正式出版中央、省、地、县各级志书

3000多部，其中包括税务专业志几十部。新中国建国之后50

年，出版了大量的我国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这具有重大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o

《吉林省税务通志》从1989年开始编修，此时正是全国

地方志尚未规范的时期，各地各部门都按照各自的想法写作。

1996年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统一了全国地方

志编写规范，并对编写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当时我省对税

务志的编写还在摸索学习中，有了全国的规范要求，我省对

如何编写税务志更加明确了，因此又重新作了调整，重新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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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修税务志。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写了一部贯古通今的

税务通志，这是全国已经出版的税务志中所没有的。因此，

这部税务通志添补了全国税务志的空白，它不仅是吉林省第

一部社会主义税务专业的新方志，也为全国税务系统在编写

税务新方志方面作出了榜样o

《吉林省税务通志》从我国税收产生的夏代开始，一直写

到20世纪末，书写了4000多年的税收史。它概述了4000多

年的税收演变过程，综述了历史各个阶段的税制改革情况，

简述了税收历史阶段的特征和作用，评价了税收历史各个阶

段的功过。在我国，税收经历了怎样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

程?其间有哪些成功和失误?应该如何吸取教训，使之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服务?这些是每个税务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以及财经工作的同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o

《吉林省税务通志》，以其简洁的笔触，把税收的历史沿革书

写出来，使大家不必花费很多很长的时间去翻阅历史资料，

就可以博古通今，它无疑将是从事财经和税务工作同志的有

益参谋和助手，它能够为大家提供迅速而便捷的服务。

税收的历史，它作为一门科学，是前人实践和辛勤劳动

的结晶，又是后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我们要学习

和继承前人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

借“述往事"而“思来者"，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探寻历史

的发展趋势，用丰富的历史知识武装头脑，“前事不忘，后世

之师"，这样有益于处理当今税收工作出现的纷繁复杂的事

务，可避免少走弯路，使税收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o

当然，本书难免有缺欠之处，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

探讨的地方。我相信，通过此书的面世，一定会引起百家争

鸣，大家集思广益，必将得到充实和补正，使之日臻完善。



序 言 3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离休老局长段林波，为本书的编写

呕心沥血，晚年在税收工作上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徐瑞云、

易凯同志，几年来将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编写志书上，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为本书编著都付出了辛

苦。在此，我向《吉林省税务通志》全体编者和工作人员，

表示热忱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赵晓明

二o O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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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编者说 明

一、 《吉林省税务通志》的编修工作，从1989年开始，

到2003年完成，’经过了14年时间。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1989年一1994年，主要是搜集资料，分类整理；第

二阶段，1995年一1996年，抽调专人进行编撰工作；第三阶

段，1997年到2003年，按照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和参

加全国举办的地方志编修培训班的要求，重新调整编写提纲，

重新进行编写，到2003年完成编修任务。

二、吉林省有史以来，没有专著的税务志书，因此本书

是吉林省编写的第一部从古到今的税务通志。根据全国地方

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和参加全国举办的地方志编修培训班的要

求，本书上限从夏代奴隶社会产生税收开始，下限到20世纪

末为止，编写了贯古通今的4000多年的税收史志。本着详今

略古的要求，编者对古代、近代税收写的比较简略，占较少

的篇幅；对当代税收写的详细一些，占的篇幅也较大。本书

概述了4000多年的税收历史，综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税制改

革，简述了每个历史阶段税收的特征和作用，评价了税收历

史在各个阶段的功与过。同时，本书编写的古代、近代税收、

当代税收中的监交国营企业利润工作、税收管理体制以及税

务促产增收工作等方面，添补了全国税务系统出版的税务志

书的空白o

三、本书由两位主编负责总体设计，全书共分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和第二部分古代、近代税收，由徐瑞云同志搜

集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编写，并由段林波、易凯同志协助编著。

第三部分当代吉林税收，从1989年开始，先由祁捷、王瑞

复、张景阳j袁欣、刘桂良五位同志搜集税史资料，后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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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学、姜欣、韩家君、张瑞复、尹力、贾风鸣、姚树人、孙

士杰、侯秀锋、张惠忠十名同志，经过五年时间，搜集了吉

林解放以来和建国之后的历史文件和资料，并分类进行整理o

1995年由段林波同志组成写作班子进行编写。到1997年又按

照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和参加全国举办地方志培训班

的要求，重新调整编写提纲，重新进行编写。在此期间，由

段林波、徐瑞云、易凯三位同志共同编写。第四部分国税、

地税分设税收，由段林波、徐瑞云、易凯、潘中人、于颖哲、

刘启庆、吴宪国、孙中申、彭杰九名同志，搜集资料进行编

写。第五部分后记，由段林波、徐瑞云两位同志共同编写。

全书的总纂工作，由段林波、徐瑞云同志审稿、修改、编纂，

经编辑委员会定稿，由编辑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出版发行。

四、本书的写作，体现了实事求是、扎实严谨的学风。

几千年来，我国税收史料纷呈、经历丰富、有得有失，‘对于

国事兴衰都有着重要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对此，作者在斟酌

取舍之间颇费心思，本着既不着意虚饰，也不心存褒贬，而

是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忠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

对于税史上的有些问题，或因时代久远而资料匮乏，或因众

说纷纭，至相互抵语，作者经过精心推敲，仔细核对，反复

比较，择善而从，使我们能够写出如实反映几千年来税收历

史情况的志书。

五、在《吉林省税务通志》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借鉴和

采用了不少有关著作中的观点和资料，有些在文中已经注明。

但作为史书，每一史实均有其来源，需要注明的地方很多，

本书许多地方尚未注明。在此，我们向这些作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并向那些采用但未注明出处的作者深表歉意。

六、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尽管编者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史

篇和资料，但由于史籍资料和档案文件浩如烟海，难以全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者说明 3

查阅，更由于我们学识所限，在全书的谋篇布局、资料搜集、

材料取舍、史实考证、字句斟酌等诸方面，都会不同程度地

存在不足和缺憾，甚至失误。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读者不吝

赐教，我们今后修志时一定加以修订补正，使之日臻完善，

以不负朋友们的厚望。

编 者

二O O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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