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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泉州市税务志》是一部记述泉州工商税收的专业志。在泉

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关怀下，1987年下半年成立《泉州市税

务志》编纂领导小组，落实编写人员。经过努力，至1991年3月

完成初稿，7月进行评审，再次补充修正，力求完善。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

度，翔实记载自唐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泉州工商税收的演变过

程及其时代特征。便于我们了解不同时代泉州税收情况，海研

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税收制度，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税

收管理新途径，提供历史借鉴，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

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编写组同志在撰写志书的过程咔，克服资料残缺、年代断档

的困难，反复考证，不断修改，这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

是很可贵的。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应该加以煮定。⋯

本志书承蒙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史编辑部

的指导和帮助，泉州市档案馆等单位提供大量资料，谨此一并致

谢l

曾文解
1991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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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专门记述泉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工商税收的演

变，不属税务局管理范围的田赋(农业税)、契税，特产税，，关

税等未予收录。全篇由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及章，节、目

与附录组成。 ，，”，．’ 。

。 ：．

二，时间断限，为探索税种渊源，上限从查到资料的年代溯

源，下限至1990年底止。

三、历史纪年，一律保持当时朝代的年号及历法(加注公元

纪年)，民国纪年采用阳历系月’自I 949年8月31日泉州解放

(记述时简称泉州解放)之日起，统一使用公元纪年及阳历系

月。

四、货币名称和单位：一律保持历代币制。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时期，法币贬值，不作基数比较。特将民国26～37年度的

币值及物价指数附录，供研究参考。1949"．'1 955年3月系旧人民

币，一律按10000 l l换算入志。

五、计量单位，均按不同年代通行的单位如实记载，不予换

算。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泉州地区行政区划多次变动，

工商税收数字一概按现行辖区统计，以保持各年度口径一致。个

别划分不清的，则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加以注明。

七、财政局，税务局机构合并期间，原财政局正副局长未予

入志，避免两局重复记述。

八，J950"1958年的印花税，J958年"'1964年的工商统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税，1 960-．一1 964年的工商所得税及屠宰税等征收数，因未分项

目，民国的货物税．直接税征收数地方不详，均未入志。

九，古代及民国时期的税收管理，有的已融合在税种之中，

敢第三章内容侧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避免重复。
十．税务部门接受对国营企业利润监交(汇)，以及征集专

项基金资金等，属非税性质，权且在第二章内专节记述，，以存史
实。

‘

．

十一、泉州地区税务系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牵涉一些具体

人和事，后经复查纠正，为慎重起见不记入本志书。

2



述

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三国时建制，唐初立州，历史悠

久，地方赋税的渊源较长。在封建社会制度里，税收以贡，赋为

主，对商品交换过程征收的商税，各朝代名目不同，多寡不一。

通常有关市之征，即设立关卡或者就集市征收住税和行税，山泽

之征，系将农，林，牧，渔之税匀派于田赋一并征收。泉州专设

地方税务机构有文字记载的，始见于宋熙宁八年(1075)，设在

城内称都税务，设在城外称外税务。明成化、弘治年问，(1465-．一

1506)泉州府及属县征收的赋税有田赋、铁课，鱼课，农桑绢

(征实物)，商税，酒醋课、盐课等，按年定额征收①。清末，

内外交困，政财拮据，滥开捐例，因急需军饷而开征厘金’为负

担庚子赔款而创办贾捐，随粮捐、铺捐、酒捐，膏捐等五种特

捐。一物数征，层层搜括。由于历朝的税负苛重，横征暴敛，人

民不堪负担，抗税事件层出不穷。

辛亥革命(1 91I)后，北京政府清理财政，曾制定若干税

法，!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的范围。但由于军人主政，各据一方，

政令无法施行，随意截留，甚至自设关卡，对过往货物重迭征

税。地方杂捐杂税名目繁多，仅泉州及邻县征收的捐税就达一百

余种。民国24年(1 935)，福建省政府分期整理财政，宣布废除

地方杂捐杂税513种。对保留下来的捐税，采取包征制度，后又

①见《八闽通志》卷二十《食货>。



改为委办制①，因积习难改，明委暗包，浮征苛索， “民输其

十，而公仅得其五”②，当局也担心“流弊所及，足以丧失民

心，，⑧。但蔡而不止，未能彻底杜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

财源枯竭，又新增多种税捐④。由于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计征方

式不断改变，特别是民国37年至38年(J948～1949)，物价飞

涨，各项税收有征实物，也有征银元，税收管理制度混乱，明征

暗取，敲榨勒索，人民十分不满。】949年4月，中共泉州地下党’

组织印发《告商民书》，号召工商界抵制缴纳一切苛捐杂税，引

发以“反三征"⑤为内容的群众运动，使当局陷于困境。

2949年8月3J日，泉州解放，宣告旧税收制度的消亡。首

先，接管原国税局和地方税稽征处，建立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

的税务机构。税收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它承担为国家筹集资

金，保障供给的重要使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接管初，采取

过渡办法， “一般照旧，个别废除，，。原有的货物税，地方税暂

按原税目，税率继续征收，对“救国捐，，、 “自卫捐”等立即废

除。1950年起，统一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咯种税收条

例，征管制度，组织机构逐步健全，至1951年，全区建立专署税

务局和JD个县，市税务局，50个税务所、82个驻征组，初步形成

税收网络。工商税收年年增长，1950年全区税收仅814万元，

j951年为】267万元，J 952年增加到2 178万元，年平均增长

63．77％。工商税收的迅速增长，为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

①见第三章征收管理。

②见《五年来之闽省财政》。

⑧民国37年《财政年鉴》第j2篇第3章。

④见第二章税种 ：．

⑤“反三征’’即反对国民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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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促进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应有的贡献。

1953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

的总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泉州地区税收工作重点是配合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税收分配，节制资本，贯彻

“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

原则。在城市，依靠工人：’店员护税协税，加强税收监督。1 955

年对私营企业的大行业、大户开展反偷漏税斗争，泉州市列为全

省四大重点城市之一。据1 956年统计，全区有偷漏税的私营工商
户3 474户，偷漏税总额108．7，万元，其中改造前偷漏税55万元，

占5D．6％，未改造户偷漏税46．8万元，占43％。随着对私改造的
深入，公私经济发生很大变化，以1950年与1956年全区各种经济

性质的营业税相比较i国营企业由3．84％上升为26．9％，合作社

由0．43％上升为33jI％'公私合营企业由0．26％上升为Io．5％，

私营企业由91．1％下降为23．2％。在农村，税收配合对农业、手

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贯彻轻税和扶持照顾的政策和避免向农民

直接征税的原则，促进走合阼化道路，巩固发展集体经济。这一

时期，税收工作发展正常，工商税收保持逐年增长。
。

1957．-一1966年间，政治经济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①。税制税

法也随之进行一系列修订，根据中央和省统一制定的税收政策法

令，本地区逐一贯彻实施，其主要方面：执行简化税制、简并税

①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8年提出“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J959．-一1 961年出现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4年开展面

上社会主义教育，‘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6年5月， “文化大

革命"开始。
‘

‘

● ～ ●
● ●

●
‘

仁



种、减少纳税环节①，调整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所得税负担，

改进征l发办法②，六次调整农村税收征收办法⑨，开征集市交易

税I配合打击投机倒把，进行补税、罚款和对积蓄暴利加成征

收。在机构人员方面，1 958"'1960年地、县(市)级财政、税务

两度精简合并，大批干部下放，工961年以后，贯彻执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加强税收工作，税务机构相继恢复。

在经济税源方面，十年间徘徊不前，年起年落，呈锯齿形状态④。

概括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税收政策多

变，措施跟不上’机构不稳定，管征力量削弱。

“文化大革命，，时期，税务工作同样受到冲击。专署税

务局由半瘫痪状态直至消失。干部进学习班，随后下放农村或基

层；县(市)税务局再次精简合并。因社会动乱，无政府主义思

潮泛滥，个别干部离开岗位，管征松弛，偷漏欠税极其严重，有

的地方甚至出现有税无人收，有人难收税的局面。内部一些行之

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成“管、卡、压黟进行批判，正常的工作

秩亭受到破坏。1966"1970年全区工商税收连续下降，工971～

1 975年才逐年略有回升，1 976年再次下降，且没有完成年度计

划。总之，十年动乱是本地区税收工作走向低谷的时期。但是，

绝大多数税务干部能够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克服困难，组织收

入，工商税收仍然是这一时期全区财政收入的支柱。’

①原11个说种合并为7个税种，工业品从产到销只征两道

税，商业批发环节不纳税。
’

‘

②见《福建财政，税务、审计大事记》1963年编号6853。

③见《福建财政．税务，审计大事记》1958年

附录第45页及编号：5951，6205，6346、6445，6554。

④见第三章第二节泉州市历年工商税收完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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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重新确立税收的地位，强调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

市，县税务局按照中央和省的统一部署，采取一系列强化税收管

理的措施；(一)健全机构、充实人员，整顿和建设队伍。市税

务局内部，j982年3个股，至j 990年发展到8个科(室)以及直

属分局，对外分局，．稽查队、干部管理学校。随着税源的发展变

化，所属鲤城区，晋江县、南安县设立6个税务分局，全市由70

多个税务所增至j09个税务所：人员编制J980年为783人(实有

748人)，至J990年底编制增至】924人(实有J 738人)。Jo年间

增编I J41人(实增990)。税务人员的平均年龄和文化程度也有

很大变化，经过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干部素质。(=)进行税制

改革，恢复和开征新税种。j983年，根据《国营企业所得暂行办

法》，对4D9P国营企业实施第一步利改税。j 984年，又按国务

院正式公布的《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对4j9P国营

企业实施第二步利改税。按照税制改革的步骤，全市先后恢复征

收3个税种，新开征j6个税种。对税收管理体制的执行，曾多次

进行检查，坚持集中统一的原则。(三．)加强稽征管理，着手税

政建设。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探索本市税收管理的新途

径，从征管制度、组织分工、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稽征管

理工作趋于规范化。并且建立涉外税政和建立税务检查站、稽查队

等。I 989～I 990年又进行征管模式改革，分别采取征管查两分离

或三分离的征管方法。(四)促进生产，培养税源。改革开放

后，通过政策性减税，免税以及税前归还贷款等措施，扶持生

产，实现增产增收。尤其是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税收照

顾后，发展更加迅速，产值及税收逐年增长。全市1986～1990年

仅乡镇企业工商税收的比重就占26．5～30％。1990年乡镇企业缴

纳的税款达到I．53亿元。(五)严肃税收法纪，坚持以法治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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