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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蔫乏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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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二．．7．L-， 、．“⋯． ．．．：，，，一：：．．．： 。⋯
。一一、 《平江县税务志)‘是一都专门记载平江县近r40多年来”

税务历史的资料书。它为编纂《平江县志>提供一个部门的基础。

’材拳f，给本系统工作人员研究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一
：’

．

二、本志根据县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以马歹fJ主义、毛
’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顼基本凉则，按照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和-

．方法，本着纵观古今，存史求真，实事求是，突出专业i‘突出地i

方特点，抓住要交，‘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进行编纂：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7．一'。
。+’‘ 一一·⋯‘ 。

、 ’

三：本志按照税务专业设计篇目，全志除序言7√编辑说明、
“

编纂人员名单，概述、大事记、附录：．编纂纪要和编后记以外j。‘

共分5章38节。对请末、民国的税务机构、管理体制、税种税目“

的沿革兴废以及税收实绩，由于历史变革，史料不齐，仅就已有

．：。 资料，简略记叙。建国后的税务史料虽有档案，也因保管不善，
■_

j 收集不全，还受篇幅限制，只记其大事，要事，新事。

l 四、本志资．料来源，大部分取于历史档案，舒分取于年鉴、

蠢 史志、图书、期刊，+杂志，文件资料汇编，少数取于部分税务工

． 作者和社会有关人士口碑资料。

’五、本志断限时闯，上起公元l 840年，下迄公元l 985年。惟

t． 7，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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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追溯到公元前204年，为的是使人们对平江县税收历史

有个粗略的了解。对各个税种的叙述，也追溯副其本源，使入知

其始末。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文中插以图表。 t

七、大革命时期，平江属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税务

工作人员处于特殊环境，又是平江县人民税收的开端，为了突出

地方特点，故独立成章。，

八、本志使用的贷币名称，均按当时通用贷币编例，不加折

算。 ．

，

‘ ‘

九、本志纪年，建国前以历史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建

国后只记公元纪年， ．
，

十、志内涉及的人物，不回避憩们所受时代的局限和缺点，

按照历史原面目记载，是非曲直，读者自作判断o ，

十一、本志从1 9 84年10月份开始搜集资料，到l 986年l 0月动

笔试写，正式威书于1 98 8年12月，历时四年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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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圆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出
j 、现了q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为了存吏．．资治，’

启迪后人， 在县志骗纂委员会的敦促和指导下二。’．
。 《平江县税务志》的鳊纂王作于【9“年I O月开始进

行．几年来．’我们_直作为大事，新事j难事看待，
从不吝惜给人，给钱，给物。不新加强对编纂王作

·‘ 的领导。关心修志人员的生活．动员和组织修志人
’ 员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了大量的史实调查、

’和资料搜集王作，经过广征博采，棱实而定，精选
；： 而书．四历寒暑．三易＼其稿．掇经县志鳊纂委员会

誉 审查定为平江县地方志丛书之十七．于l 9 l：年I 2月

r； 付印咸丰。完成了二项枪敦性的任务，做了一件具

?l 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谨此表示庆贺．
’

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赋税，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 王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反映出每个

，。 历史对期的政治观．其政治砉义和经济意义深远：一
、

一

， l



·矗t 序 言

本志书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想。以客观史实为根据，秉笔直书．全面地介

l l 4 0年以来平江县的税救历史争现状，如实地

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信的三个

税收互作的本来面貌．从中可以看到税务机构
’迁，税收割度的沿革．经济税源的变化，税收

的演进，平江县税收互作的特点，等等。这对

税收王作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比如茶叶税收

先绪三十=年fI 9 o；j，金县有商品茶叶2 j 0 8多吨，

全年征收茶厘l 5 I 2 0多事，占全省茶厘总敌l I．2％：。

说明我县历来盛产茶叶，茶税收入甚多。此后目兵

燹和天灾¨茶叶生产衰败：：’到民国三十五年f_l 9 l 5

年)i’仅输出茶叶¨；吨¨建国后，～大力发展奈叶生、
产．，，≤产．量迅速增加。：到l 9 3 2年销售己达2 19 l：5吨一

但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金年征收茶叶税l 7■4‘

万元。．是收入最多的-年，。但占．全省茶税的比重已

下降到4．1 5％。．税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密切一值得
我们高度重视。：又如建国后税源结构的变化，我县
由于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蜀，。没

有大宗税源，殖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税源虽不

断发生变化，但主要税源仍是农产品茶叶．原木，：，

牲猪三项，。．每年的收入占全县产品税收入的一半。

王业产品税源，原只有一些轻王，手王产品，从l 9”

年起．。。重王业产品已逐步发展起采”现已有电．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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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王、建材，机器机械．非金属矿产等．垂王业九类，
。 l 9 3 5年重王业产品税收增互l 5 5万多元， ‘已和轻王

业产品税收并驾齐驱，：这是戢县‘税潭结构：的一大可’

喜变化． ’。； ．～⋯ j：一
‘

‘

本志书的鳊写j由于县志鳊纂委员会的具体指
导，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运用表统王程学的原理

和方法，指导资料分类，拟定篇。．，：．统一体例-◆，每

一税日，无论多变。+均连贯记述：使人知其始末，⋯，‘

。同时按照志书的体例，横排篇目，：竖写吏实：．-‘详今

略古，摘其要，．记其变．专业和地”方特点突出．并7，

附有技多的图表．具考重要的存史’：：资治作用．可j
作税务干部熟悉本县税收历史的学习资扦：。可供税
收理论工作者研究税收王作的资料’更是留给后代，

作历史借鉴的史料。由于年代久远。：清末．民国时

． 期的税收史料近于淹没，：就是建国后的史料，也目
税务机构多变，保管不妥．因而资料收集不金，不

少数裾羌孝，部分章节雄以完整记述．致使本志存

在不少龄漏．．另外一在记述方面也错误难免，敬请
阅者提出宝贵意见，寄希望于后人详志之略‘，续志。
之无．使《平江县税务志》一代比·代完善。

陈尚生

一九人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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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征收赋税，元代始有志书记载。至元二年(1366年)，

县设税务褥署，下设杨柳弯茶司提领，张廷举任平江税务副使。

明洪武九年(1376年)征收的赋税有二：一日贡，即以其土之所宜

物供上用者。平江系山区贡；击产，每年向京师贡药材五十三斤四

两二钱，直运资银九两五分六厘七毫五丝，向南京贡药材五斤十

四两七钱二分，直运资八钱八分八厘，+段织锦十七匹，直运资银

三百六十两九钱三厘七毫一丝，白硝麂皮百二十四，挖银t十四

两四钱，翎毛万八千四百，代银八两八钱三分二厘，军嚣料银百

四两三钱乞分，胖袄裤鞋二十五副，代银三十七两五钱，历纸熠

丐银二十四两一钱，、提纲册加历日银三两八钱，加四司料银六百

三÷二两九钱一分，科举银八十六两七钱六分。二日课，即以其

所事澡之，计户口食盐钞八万五千六百九十二贯，并运资代银二

百十七两六钱六分八毫六丝。另征差银一千五百八十两九钱，力

差银七百三十七两①。 ’．

‘．

清顺治入关后，采取政简费轻的措施，废除了前代的一些苛

杂。顺治、’康熙两朝曾在税收上多次减免积欠钱粮。当耐征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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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赋税，基本届于地、丁银单一税钶，兼有盐课、茶引、牙税、

当税，田房契税等征课。康熙二十二年(16 83年)，全县地丁并驴

脚等正杂共征收银一万零二百六十三两八钱七分五厘四毫一丝。

@康熙五十二年(1 7 l 3年)恩诏入丁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嗣后兹

生人丁，永不加赋，同时禁革里长，严定火耗。被誉为“造万世．

黎民之福，莫万世邦家之基，人享太平，歌镄鼓驻。”③自雍正

元年(17 23年)开始加重了农业赋税的负担。全县地丁额征并派征

银已增至二万八千0六十二两四钱七分八厘，定例每两加火耗银

一钱，共征耗银二千八百六两二钱四分七厘。所征之效以三分作

公顼银八百四十一两八钱七分四厘，上解藩库充全省之用，以七

分作养廉银一千九百六十四两三钱七分三厘四毫六丝，坐支本县

知县养廉银二．千两，7典史养廉六十两，长寿司巡检养赢银六十两，

共坐支一千一百二十两，余银八百四十四两三钱七分三厘四毫六

丝上解藩章充全省养廉用。+征收的杂税有：牙杂税银二十两一钱

三分，茶税银j十两，田房税银(每契价一两征银三分)尽征尽解

无定额④。

、自道光二十年(1 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迭次入侵中

国，索取巨额赔款，造成国库桔竭。道光末年(1 850年)国内太平

天国革命军兴起，清政府军费骤增，遂于成丰三年创办誓厘金”。

平江县征收厘金，始于咸丰五年(1 8 55年)，邑以产茶，岁课税钱

十万缗(一千文为二缗乡)。⑤成丰十年，湘军赴援安徽，为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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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军馆，在原定厘金以外，加抽半厘协厘，，至同治年闻孝交·光

‘

。绪年阊，全县茶税甚旺，光绪五、六、七年，平均每年收茶厘银

五万九千三百七十六两零一分六厘，收典钱二千=百一十一串五’

百二十文。⑥至晓清末年，征收赋税名目繁多，税负加重。宣统，

元年(1909每)，全县田赋(包括地丁四顼，漕粮三顼， 随诸对征

五项，其他随浅军安耗羡等六顼)合计征银五万三千二百一十九

。两七钱六分一厘八毫，田房契税、牙税、茶引税三项征银一万五，

千六百四十四两八钱一分五厘一毫，茶厘、百货厘、茶箱用捐、‘ ．

．熠滔税四项征钱十一万六千九百二十四串二百七十文。另外，抽

收盐厘税额无考。当时平江订有盐厘专岸办法，每票认包三十六

万斤，钢止匿报窃卖，收效良好，经俞前抚批饰全省仿照执行。0’

． 清代的税收体镪均为中央集权割，所有税顼都上解中央，地·。

方一级没有税顼收入。乃致每兴一事，都有地方附加，如盐厘、

。茶厘内有偿款、江防、海防、练饷、路捐、警捐、缉私岸费等附。 ·

加名目。到了晚清末期，政权论为半殖民地，与外国订立通商条；． ，．

一款，失去关税自主权，在国内也实行两种不同的征税箭度，对外
。

。商购运洋庄红茶则征收子口半税，此后经过口岸再不征税，而内：。

销红茶更l按原章多次征税，税负大大重于外商，这是半封建、半，，：

殖民地税收制度的集中反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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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赋税沿袭清翻。接着国内军阎混战，各霸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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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军费无着，田赋则采取预征、预借，依附各项正税的附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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