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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晋江税务志》是晋江有史以来第一部税务专业志。

1988年春，在晋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税务志编

纂领导组的关怀和指导下，《晋江税务志》编纂领导组正

‘式成立并开展工作。修志伊始，首先编写《晋江市志》的税

务分志，嗣后，在吸取各方评稿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扩

充增补修订，数易其稿，始编纂成书。

本志记述晋江工商税类税源、税制、税收、税务管理

的历史和现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判断是非。税

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的分配手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的税收政策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制

度。税收的经济来源是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

历代税源税收的记录，一定程度反映了晋江经济的发展

水平和盛衰规律，尤可提供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税收历史久远，1950年以前的一千多年中晋江是泉

州首邑，税务机构和税种繁多，资料残缺，编写中经多方

努力、广泛搜集、填补了许多空白，其中有不少资料是孤

本珍闻。因此编纂这部志书，是对晋江税史的抢救。使之

能继往开来，不致断代。《晋江税务志》面世，无疑为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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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业、为晋江人民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财富。

吴继辉

199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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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晋江工商税收的历史与现状，分立6章，前置概

述、后置大事年表及附录，辅以图表照片。非税务局征收的关税、农

业税等不录。

二、时间上溯唐代，下限原则上至1990年，概述、大事年表、
人物表则记述至1992年底。

三、入志税额，以晋江当时行政区域的征收入库数为据。计

量、货币名称亦一仍其旧，19约～1955年3月1日人民币则按

10000 l 1换算入志。

四、旧政权机构、职官称谓保持原名或习惯称呼。中华人民共

和国简称为新中国。

五、历史纪年先书朝代纪年(含民国纪年)，后夹注公历纪年，

每节同一年号只夹注第一次出现者。同朝代连续多个年号，只在第

一次出现写朝代名。

六、人物表的古代税官，只就查到的资料入志。民国时期的税

务主管包括中央、省驻晋江县的地区性税务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收录副股级以上税务干部。任职时间省去年月字样，以节省

篇幅。籍贯在市内的列市、乡镇名，市外的列省、市(县)名。

七、1950年税收入库数包括泉州(今鲤城区)，1950年以后计

算基比则扣除泉州入库数，使能准确反映发展速度。

八、1949年10月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及过后落实政策情况，适

度在有关章节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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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唐开元六年(718)，泉州刺史冯仁智因州治无县，请析南安县

东南地置晋江县。因三面临海，旧志称。封疆迫狭，物产硗瘠”，自古

以来都是缺粮县。然而有利于发展海上交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也便于出洋谋生，是著名侨乡、港澳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

泉州港(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在唐代已是中国对外贸易

的四大商港之一，五代初，闽王王审知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尽去繁

苛、招徕蛮夷商贾，纵其交易”，海外贸易兴盛，带动工商业发展。宋

代，县城内外有商贾聚集的坊市，提供经济税源。熙宁八年(1075)，

在县城设“都税务”，城外石笱桥、辛公亭设“外税务”等征税机构。

元祜二年(1087)设置福建市舶司，安海港则为临时征税点，“海舶

至，州遣吏榷税于此，日石井津”。由于贸易兴盛，建炎四年(1130)

安海置石井镇，税由监镇官兼征。元代泉州对外贸易处于鼎盛时

期，回回商人、富商巨贾驻扎泉州。明代中期起倭寇侵扰频繁，实行

海禁。成化十年(1474)设在泉州的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官商外贸

衰落，税源锐减。嘉靖十六年(1537)，晋江税课局裁撤，税由“巡

栏”征收。继而海上私商活跃，海面成市，安海成为外货集散地，对

于晋江发展手工业、经济作物提供了新的来源。清初，禁海时断时

续，顺治三年(1646)郑成功踞台抗清，十八年，清廷实行残酷的迁

界政策，沿海成废墟。前后23年人民流离失所，政府税收锐减。康

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后复界，外洋大船恢复停泊安海港，安

海设立户部税馆榷税。乾隆四十九年(1784)，政府准许晋江蚶江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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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对口贸易，晋江海商以鹿港为转口站，保持海上贸易优

势，经济税源有了复苏。

封建社会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均实行量出为入的财

政政策，各项赋税年有定额，即使税源已不存在也照征不误，而遇

有临时意外开支，定额之外再增额或附加。宋初，晋江盐民卖余盐

要缴纳浮盐钱，后来没有余盐可卖，浮盐钱的税源已消失，官府仍

将浮盐钱原额转嫁给渔船和消费者负担。明初，政府计口授盐，百

姓缴盐粮，晋江全年纳盐粮4千多石，后来百姓领不到盐仍须照纳

盐粮。明初晋江渔民每年要缴纳鱼课米2千多石，部分渔民不堪负

担而逃离，没有逃走的要负担全额。民国时期，内乱外患，战火频

仍，尤其是八年抗日战争，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民生凋敝，税源萎

缩，I临解放的晋江县，除电厂、碾米厂、织布厂及修理机器的使用动

力外，都是手工操作的作坊。当时多数捐税都是采用配赋制(摊

派)，量出为入，支出需要多少就摊派多少，很少考虑实际税源。

(二)

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因而税收随国家产

生而存在，与国家共始终。相传夏、商时代“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

征”，对商人只稽查不征税。周朝开始对商旅征“关市之赋”、对土特

产品征“山泽之赋”，对出售物品、交易行为则征收。币余之赋”，并

各设征收机构和税官。古代赋税来源以田、户、丁为主，对商人征税

带有惩罚性，是“残商、抑商”政策的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商杂

税渐成为官府敛财的工具，自五代至清代的共同特点是：开国时，

为恢复生产和收买人心，都注重轻徭薄赋，及至后期则大肆搜刮。

唐代后期，晋江贡赋为绵、丝、蕉、葛。行商在居住地依《两税

法》缴纳。五代初闽王王审知实行轻徭薄敛政策，闽国末期则“鱼盐

蔬果无不倍征”。

宋初，规定坐商税率3％，行商税率2％，为防止下属滥征，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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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门(税务机关)张榜，列明征免项目及税额。北宋末期以后，“商

税轻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无减矣”①。定额不断增加，税上加

税，甚至以官名为税目，如经制钱、总制钱。宋人言“古者刻剥之法，

本朝皆备。”②晋江商税，端拱、淳化间(988--994)年额在5千贯至

1万贯，至南宋时，泉州(含七县)杂税年额达31万3千多贯，晋江

为泉州首邑，年额当在10万贯以上，增加10多倍。

元代征收商税课、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税率三十取一。至元

二十年(1284)改行摊配定额，有司官员增收可升迁奖赏，亏兑者应

赔偿降黜，驱使下属浮收加派。元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划分等级，

回回商人持有皇家颁发的《制书》、《驿券》可不纳商税。

明代征收商税，茶、酒醋课及鱼课、盐课等。万历六年(1578)实

行赋税改革，将田赋、徭役、土贡等并为一条，统按田亩计征，从钱

物兼征改为按货币征课，称为。一条鞭法”。万历以后，宦官经营税

务，税监四出活动。嘉靖二十九年(1550)起加征辽饷。崇祯年间再

加征剿饷和练饷，民怨沸腾。

清顺冶入关，采纳。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的献策，废除明

末的。三饷”及附加，奖励垦荒，促进经济恢复。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限制工商业发展，设常关征收商税，进口货物税率4％，出口货物

税率1．6％，货物通过征收5％，货运到埠征收落地税(康熙二十八

年起，落地税只对县城征收，乡村禁革)。乾隆年间，晋江工商税收

年额1。6万两银，其中盐课占79％。鸦片战争后支付战败赔款，海

防、练兵等筹款，出现了旧税更加繁重而难以负担，旧税之外又增

加了新税。为镇压太平军筹军饷而开征厘金，年额3"--5万两银，超

过全县田赋数额，太平军被镇压后，厘金变为常税前后征收70年。

庚子赔款开征五项捐，摊派晋江每年达3336．8956万文钱，按官定

①‘文献通考·征榷一'卷十四．

②‘朱子语类·论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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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率达3万多元银圆。

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但在民国前期，地

方税由省操持，或招商承包或设立机构自征，而军人把持军政财权

时，则自立征收机构，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无须税制依据。晋江是富

庶地区，在民国15年(1926)以前，是南北军争夺的中心，县城与安

海，也常处于对立，各自为政。民国23年至25年全省整理财政。建

立预算制度，税收包办改委办或自征，引进外国新税制，形成直接

税，货物税两大体系的新税种，为中国赋税制度的转折点。晋江开

征的有印花税、营业税、分类所得税、利得税、遗产税、统税、货物

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以及地方税。

(三)

1949年8月31日，晋江县城泉州解放后，接管旧税务机构，

根据“一般照旧，个别废除，税区不变，机构保留”的接管方案，仍暂

按原税目税率征收，对“自卫特捐”、“救济特捐”等杂捐立即废除。

1950年1月起实行统一税政。4月，国税、地方税机构合并，实行统

一领导，征收的税种有货物税、印花税、工商业税、屠宰税、交易税、

特种消费行为税、房产税、地产税、存款利息所得税、使用牌照税等

10种。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在税收政策上贯彻“公私兼

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原则。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工商税收逐渐增长，1952年比1950年增长1．86倍，为平衡财政

收支，稳定金融物价，促进财政经济好转作出应有的贡献。

1953年修正税制，过渡时期的税收任务主要是有区别地利

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使税制起到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

半社会主义经济的作用。税收政策对公私企业区别对待、繁简不

同，实行工轻于商，生产资料轻于消费资料，日用品轻于奢侈品的

税率。晋江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在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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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税收入库3166．3万元，平均每年633．3万元。至1958年，私

营经济的经营比重从1949年的100％降至2．96％，国营经济占

78．37％，合作经济占8．49％，公私合营经济占10．18％。税制及征

收管理随课税主体的改变而调整，进行合并税种、简化纳税环节和

照证，废除民主评税等措施。当年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lo月

起实行政社合一，财政包干，晋江选择税源少的河市、马甲、罗溪三

公社试行。

对私改造完成后，中央的决策受“非税论”的影响，强调精简机

构人员，简化税制。税收的作用被忽视，使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削弱；

1957年全县有31名熟练税务人员调往外单位，1960年县税务局

撤并。“大跃进”后出现三年(1959--1961)经济困难，原来的税制，

税源被打乱；农土特产税源转移到农贸市场卖高价，猪肉每斤平价

0．64元，市价每斤10元而且免纳税，也暴露出管征人力严重不

足，1961年工商税收跌至520万元。即着手采取增强措施；吸收助

征员，开征集市交易税，县税务局独立设置。

。文化大革命”期间，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行之有效的征管

制度、监督措施被批判为。管卡压”，造成干部思想混乱。县税务机

构两度撒并．基层征收单位或撤并或被迫长年关门。原已四税合一

的工商统一税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不利于工农兵参与管理”，

因而一再为简化而简化，为简化而一试再试。1966年对粮食工业

试行按积累征税，纳税户改变核算制度而无积累免纳税，这一试全

县税源流失20多万元。1970年起25户国营企业试行综合税率。

1973年起全面试行工商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税务人员

出于公心和职业道德的本能，对于造成的偷漏税行为，自觉地加以

抵制，如上级取消猪肉盖印，各税务所自筹刻印经费，自行刊刻盖

用，堵塞漏洞。但总的来说税收还是遭受损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末的1957年，工商税收已达634万元，折腾了18年徘徊不前，至

第四个五年计划期末每年还是600多万元。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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