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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一、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实事

求是，略古详今一的精神进行编写。
●

二、根据连续性、规范性和专业性的要求，把好时间断限。上限溯自唐代武德6年(公

元624年)，下限断至公元1990年，个别事项延伸至完稿止。

三、本志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述为纲，以记为经，以志

为主体，设章、节、目三个层次，横分门类，纵写史实．

四、历史记载，清朝前的朝代年号和民国期间的纪年，括号内均夹注公元时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一五、数字书字的使用，以1987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六、辅文和个别需要说明的。税目一名词，均加注释，标明出处，采用脚注．． ．

七、按。生不立传丹的原则，对曾评为市财贸系统劳动模范、全国税务系统青年标兵、突

击手、先进个人以及省市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县先进工作者，均编入荣誉录一览表中．

八、．本志应用的税务术语，均以全称表述涵义．但其他专用名词，亦以简称表述之．如：
●

中国共产党简称为。党一；连江县税务局简称为。县局一等。

九、本志概述、大事记和各章节中所载的同类事项，难免出现交叉记述，在进行通纂汇

合时，一律作过详略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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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历代朝政维新，海宇升平时，多有编修史志，旨在传诸后代，镒

往知来，起其“资治、教育、存史”之功能，古人有言：“为朝政者，

不可不读史书”。今人引伸此言，“为地方行政者，则不可不读地方志

书也”。

税收，是个古老的课题。据文字记载，其起源已有三千余年的历‘．．

史。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税收为实现其固

有职能，都起了重要的杠杆作用。早在封建时代，税收确属于纯剥削

的性质，“只征不予"，其赋课之重，苛捐之多，名目之繁，民众谈税

色变，有“苛政猛于虎"之喻。因而导致了社稷不宁，民不聊生，政

权更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税收的本质起着根本而深刻的变化。它

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税收，曾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作了重大贡

献。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制度更得以不断

充实和完善，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日益发挥出它的应有

作用，现已成为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促进发展城乡商

品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调节国民收入的重要杠杆，成为推

动国际经贸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手段。这是社会主义税收“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鲜明属性的所在。连江倚山面海，水运通达，黄

岐半岛与马祖列岛相距咫尺，形势冲要。查县治建立己历1300余载，

早在唐代便设有税务局署。只因解放前国家多难，战乱频仍，以致全

县生产破败，税务亦不兴旺。解放后各条生产战线逐步纳入正轨，而

且大有进展，但工业方面大、中型工企的创办尚嫌不足，目前除水产
． 1。l’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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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尽力培育，以利为国聚财。限

收情况的资料甚少，而《连江县

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税

集中叙述了连江税收的产生与发

期的税收结构，征收管理功能以

识税收本质，重视税收工作的地

护税协税，为努力增加国家财政

副、渔业生产的发展和建立社会

自’80年以来，连江税收在各级

长，全县税务干部日夜与金钱打

法收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希

沼白莲，傲霜黄菊”，同心协力，

!

本任等领导开始属稿，后任加以

，提高科学性。编写组同志虽然

实存真，历经几度寒暑，但因水

恳地期待各级领导、税务学者和

杨从荣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



概 述

三国时期(公元222—264年)，连江地属东吴建安郡，曾设温麻船屯于连江口岸，置典

船校尉，营造船舶。晋太康三年，改船屯置县。唐武德6年(公元623年)迁温麻县治于连

江东北岸；其年，以江为县名，始改称为连江县。

当时温麻地旷人稀，然而连江口岸人烟却很密集，且物产贸易较为繁盛。据文史资料记

载，唐初，连江县城东南街已建有税务局署，征收来往商旅的贸易税。

连江夙隶福州府治，东南濒海，西北负山，为省会门户。山川灵秀，户口繁衍，文化昌
●

盛，物产富庶，久推为闽东之望邑。

税收是国家出现后的产物，早有赋税、租税或捐税之称，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

式。其源长远昭著。在封建、民同时期，捐税繁苛，民不堪负，反苛情绪激烈，以致各地群

众抗税抗捐悲剧时有发生。如民国13年(公元1924年)北洋海军陆战队在连江县成立垦植

局，划地包揽种植大量罂粟，从中勒收鸦片捐，并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随意截留税款，当

年全县被勒收的鸦片捐高达60万元，概归军队自行支用。民国期间，连江渔霸、渔牙盘剥渔

民更为惊人，他们勾结官府和地方势力，欺行霸市，任意加大“渔货交易仲金”和常以“大

秤进小秤出”等手段，进行肆虐攫取，遭到了渔民的严厉反对。特别民国36年(公元1947

年)东滑(引)渔汛旺季，渔牙向渔民勒收所谓“因地制宜税”竟达lo％，当地渔民愤慨之

极，遂派出代表赴省请愿。同年8月14日，定海渔民联合起来，气昂地冲向渔牙，，捣毁办公

室，又痛打渔牙秘书，8月20日连江县长宋庆烈派遣县自卫队30余名，全副武装扑向定海，

血溅沙滩，当场击伤渔民50多人，其中1人遭枪伤严重致死⋯⋯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的税收性质起着根本变化，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社会主义税收。1950年全国建立新税制时，连江县执行上级“简化税制，合理负担”的

精神，首先在全县开征了工商税、货物税等7种税收。继之，围绕国家对私改造运动，以

“反偷漏税斗争”为主要手段，开展对私人工商业税收负担评议、突出查帐查仓和组建税务密

． 报员等征管办法，只1953年一案，查获城关“金利”布庄等3户一年中假帐偷漏营业额7，535

元，补罚税款752元．并在县境内集镇地区建立税务交易所，先后加强焚化品、酒等产品的

3

曩

l卫



国家改革理财决策，实

也平均递增8．7％，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定的财力基础。1978年之后，国家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适应大好形势的需要，全县税收工作开拓思路，除旧

。

布新，一是诚实地贯彻“利改税”的税改精神，完善税利分流办法，监督调节企业正确处理

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二是加强税政建设，开展宣传税法、咨询和纳税政

策检查，提高民众法制观念，理顺部门关系，形成护税协税软环境；三是立足组织收入，制

定措施，挖潜增收，出现了税收工作一年胜似一年，使全县财政收支自1987年起扭转赤字，

变为“略有盈余”，为连江县深化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添写了光辉的一

页。

回顾40多年来的工作历程，由于领导同全县税务干部精诚团结，克尽职守，坚持贯彻从

经济到财政的方针，克服解放初期艰辛的工作环境，无畏那时从大陆溃退的败军及海匪时常

出没海陬，冒着生命危险把应收的税款收回，作出了无私奉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县税
J

务干部仍然继承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了当前全县纳税企业单位国营224户，集体906

户，乡镇办704户，三资12户以及个体工商业3，566户和城乡集贸市场征收管理的重任。尤

其近几年来，通过改革旧的税收征管模式，突出“7条”征管方法、实行计划任务分解到基层、

强化税务稽查与检察办案功能和建站设卡控管税源，又保持了年年完成和超额完成上级核定

的收入任务，到1993年全县征收工商税收入库达52，155，558元，占县当年财政总收入的

85％以上，与1977年比较，16年翻了两番多，出色地服务着地方财政的支出安排，为支持发

展工农业生产、城乡建设、科技文化、资源开发、扩大贸易和社会公益事业设施等，受到县

委、县府和上级领导的多方表扬与奖励。在抓好收入的同时，积极帮助企业发展生产，转换

经营机制，前后开展培育税源“支、帮、促”立项98项次，共为企业扩大产值2，500万元，

税企关系日愈融洽，增强自觉缴税意识，税收因之而得193万元；坚持执行政策，依法办事，

注意对新办或者困难又不景气的企业注入活力，按照税收管理体制规定，全县只1981年到

4



1990年先后给予政策性亏损、临时性困难批准和上报批准减免税照顾的企业有210家，减免

额达6，087，675元，扶持恢复生机，扩大竞争能力；本着。征予有度”的原则，对全县老

少贫的6个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115家，除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免税的产品外，通过实施税

收优惠政策，在其投产期间，一律实行产品税、增值税免征3年和所得税免征5年照顾后，使

他们巩固发展，先后扩大产值5，347万元，以及运用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在帮助吸引

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实行支部成员“约法三章”，健全组织活动制度，接收新党员和办理预备党员转正的有13人，

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I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实行所股干部“聘任制”和一般干部。组

合制”，循环活通，把好干部的管理使用关；搞好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和职称评定，到1993年

在职的187人中，具备大中专文化程度的72人，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经济师、助理经济师、

助理会计师和经济员、会计员的101人；落实执行以。七公开”办税为主要内容的廉政制度

建设，定期检查，约束防范，勤政为民的好人好事屡屡涌现，前后评为全国、省、市税务系

统与市财贸系统青年标兵、劳模和先进个人以及县先进工作者的有53人次。并且努力改变干

部职工的办公、居住条件和改善征管交通工具，有力推进了税收各项工作顺利向前发展。

承先启后，展望未来。历经40多年来的辛勤耕耘，连江县税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值得赞叹与欣慰．但因连江地域面广，税源零散．工作难度大，收入任务艰巨．不论偏

远山村，或是骇浪海面，同志们既要抱进西瓜，也要捡起芝麻，大税小税一起抓，方可完成

任务。然而，今后的为国聚财历史使命更将任重而道远，不宜固步自封，滋生懈怠之意，以

免有囹于改革开放的深化，贻碍整个财政收支机制的正常运行，导致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和

人民的安生乐业。因此，税务部门仍须牢固树立“经济是财政的基础，也是税收的基础”的

思想，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锐意创新，继续搞好队伍的自身建设，规范工作、权力行为，积

极涵养税源，强化征收管理，勇于查处偷漏税，充当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角色，让连江县税收

工作绽放更为光彩夺目、绚丽多姿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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