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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育着50多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被誉为宝岛一块美玉的琼山

大地，是一个历史悠久，遐迩闻名的县郡。千百年来，她几经风

雨，历尽沧桑，如今依然镶嵌于琼岛之北，闪烁着青春的光彩。

琼山县作为海南岛较大的县份，历来经济较为发达，其中税

收是举足轻重的内容，是琼山财政的支柱。然而长久以来，没有

一本志书专门记载税收的兴衰成败和发展变化。时值修志盛世，

作为‘琼山县志》重要组成部分的《琼山县税务志》，在琼山县

税务局的领导下，经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面世了，填补了

这一空白，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好事。

《琼山县税务志》以大量的史料和事实，纵述琼山税收一千

多年的历史，横陈琼山各时期税收的业绩，特别是解放后30多年

税收形势发生的翻天履地的变化。它告诉我们：税收不仅是财政

收入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之一，也

是实现国家行政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

税务工作不同的性质。不论是清代的赋役，或者是民国时期的捐

税，其征收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残酷地压迫人民。与此

相反，社会主义制度的税收，是为了发展社含生产，提高经济效

益，注重社会效益，为人民造福。因此，社会主义的税收制度，

始终是为了适应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变革

的，志书中记述解放后五次税制大变革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本志着重反映了琼山县各个时期，特别是解放后各税收入、

税收管理，队伍建设和贯彻执行税收法令所取得的不同社会效益

及经济效益等情况。它又告诉我们：税收的多少是与经济形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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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随着琼山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商业贸

旅游和服务业的兴旺繁荣，全县的税收不断增长。1950年全

收预算收入仅有25．97J"元，】987年已增加至I]3833．1万元(包

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占全年预算收入的81．1％和决算

的67．8％，为全县各项财政收入之首。但它不是直线上升

当经济形势好时持上升趋势，反之又有所下降。因此，一个

的税收多少，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变化的“寒暑表，，。

本志还对琼山县民主政权的税收制度，各税收入，税收管理

况作了较详细的记述。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及其后代，提供

行革命传统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的好教材。

我阅读了志稿，深感编纂目的明确，观点鲜明，详略得当，

突出，体例得当，文字朴实。它为我们了解琼山税收的历史

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税收发展变化规律，更好地制定和

执行税收政策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税收管理体系，提供了可

借鉴和依据，同时能够不断提高人们对税收地位和作用的认

虽然因资料的失传，记述不尽全面，或有不足之处，但编写

应是肯定的。因此推荐给大家，特别是年青的税务工作者读

，以求得到教益。

吴亚荣

1 990．5．



胯 二

《琼山县税务志》是一部专业志，也是琼山县地方志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记载了琼山县历代皇朝、民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

和新中国税务工作的历史。旧中国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1

己芦，而新中国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本志详细地

记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和解放后琼山县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总

结了促产培财、征收管理的经验教-i．)11，分析了琼山县历年各项税

收的发展和变化，缅怀和歌颂了为革命收税而壮烈牺牲的革命烈

士的业迹，同时也赞扬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它服务于“两个文明玎建设，并为税务工作在“四

化"建设新时期中改革完善税制，培养税源，加强征收管理，为

提i与特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借鉴。

税收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手

段。作为税务部门要发挥税收应有的职能作用，发扬光荣传统，

坚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文明收税。在海南经济大特区的改革

开放和开发建设中，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为促

进琼山县的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新的贡献。

林志明

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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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为新编社会主义地方专业志，定名为《琼山县税务

志》。

二，本志编写原则：坚持“详今略古，统合古今黟，“详近

略远，详异略同厅，立足当代，力求反映本地税务工作的历史和

现状。

三、本志力求体例完备，卷首载序，凡例，概述，大事记．

大事记采用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的文体。正文章，节，目按现

代科学方法，横排门类，纵向记述，全书共设6章，24节，计22

万字。 ‘’

四、本志断限，上限不统一，下限至1987年底，而追溯事类

起源则予延伸。

五、工商各税是本志记述的主体，故以详写，农业税属财政

部门，其征管办法由《琼山县财政志》详写，本志从略。1

六、本志中称呼的“解放前黟或“解放后"，以海南岛1950

年5月1日解放日划分。

七、历史纪年，地址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的习惯

称呼。历史纪年皆注明公元，同一节内，同年号的只在首次出现

时夹注。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等活动用公

元纪年除外。

八、本志度量衡单位、货币单位等，解放前的以原单位标准

记述，解放后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

九、书中所述人物，无立传之意，仅以事系人之法表其有关

事迹。·

十、本志资料来源，力求准确无讹，所取数据以历史档案材

料和琼山县税务局编制的报表为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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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琼山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地属海南岛北部，介于北纬
190 307至20 0057和东经11 7117至110 0417之间。东与文昌县毗

邻，南与定安县接壤，西与澄迈县相依，西北部与海南首府海

口市相连，北临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海岸线长

达74．04公里。南北纵距62．5公里，东西横距60公里，总面积为

2068．4平方公里，入口为52万多。县府所在地的府城镇是历代琼

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心。在沧桑更迭，风云变幻的两千多年

中，中原文化不断传入，大批名贤志士不断涌现，使琼山成为历

代海南岛文化传播的领先地，而府城则被称为琼台福地。宋代第

一位探花郑真辅为琼山人氏。明代绝出的“海南双壁万人物丘

浚、海瑞及名贤郑廷鹄、许子伟等人都出自琼山。坚持孤岛奋战

23年红旗不倒，被誉为“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玎的冯白驹将军之

故乡亦在琼山。

“皇粮国税擘，恒古皆有。据载，早在唐广德二年(764年)，

就巳开办酒税。明初开征的税捐项目就有15种，洪武初期，在郡

城琼山就设有“税课司厅。清康熙三年(1664年)琼山开征“当

税黟也叫“当帖"，至雍正六年(1728年)就规定：开设当铺应

领“当帖"，即营业执照，并同时缴纳“帖捐"。清初的赋役，

一直沿用明制，有地丁也有杂赋。据宣统《琼山县志》载，光绪年

间，琼州府(设在府城镇)的财政税收有土田、赋役，酒捐，窑

捐、盐课、当捐和契捐等。光绪年间，琼山的税捐有的设专局征

收，有的则由琼州府直接征收，赋税名目五花八门，无统一规定

可循。清末开办的税捐之项目计有。．烟税、酒甑牌费，屠捐，田



赋、花捐，牛皮屠牛捐、屠牛附加捐、糖捐，船捐，马车牌照

捐、海防经费、烟丝捐、鞭炮捐、台炮经费和琼崖生猪出口揖

等。

涉及民国，中央制定的一些税制，地方一概不循，加上财政

税收杂乱无章，收税沿袭清朝旧制，故无统一税制，赋税制度则

多沿用清旧制。造成一县之内，一物之征税捐名目繁多，取之于‘

民者计百，归于官者计一。政府征税机关是。三税鼎立骨，即直接

税局，贷物税局和县税捐稽征收处并存。由于苛杂繁多，各地税．

捐机构是一套多机构管理体制，县以下政府机构又设立不一，人

事变更频繁，有征收课、征收局，征收处、督征处、稽征处、查

缉所和征收卡等。针对“无一税之物，无一可免之家彦，人民负

担沉重问题，广东省国民政府从1936年7月起，连续4年对地方

税捐进行了整理和裁撤，使苛捐杂税从整理前的7000多种，减至

1941年底的182种。琼山县国民政府从1940年起，也将各种税撮
进行整理和裁并，共计有上千种，但苛杂税捐仍然沉重。如。地．

税、宅地税、契税却加倍征收，或增加税率。随后还有战时加给

乡、镇、保经费而举办的薪税、自治捐和户警费捐等。征收的方

法五花八门，有的由机关学校划分界域就地筹集，有的招商投标．

承办；有的委托代征；有的则由税捐处直接征收等等。民国时

期，除各种苛杂税捐外，统一征收的税种计有t营业税、盐税，

所得税，印花税、屠宰税，牌照税、文化娱乐税和货物税等。

革命战争时期，琼山县是琼崖抗日独立队创建和东北区抗日

民主政府成立之所在地，是琼文抗日中心革命根据地，又是我党领．

导琼崖人民抗日斗争和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在各个时期，琼山

县民主政权的财税收入，是琼崖革命斗争所需经费的主要经济来

源之一。其财税机构从无到有，制度逐步健全，收入不断增大。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财税制度未制定，机构未成立，征收的仅

有些零星税，如货物税、猪牛税、椰子税和槟榔出口税以及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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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木料和米税等。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琼山税务局的成立和新

财税制度的建立，在修订《税收条例》后，新开征的税种计有：

营业税，糖税、鱼税，屠宰税，牌照税和鱼网税等。进入解放战

争时期，随着各项税收制度的逐步修订和完善，税收收入不断增

加，约占全县财政收入的50％，对保证海南解放战争的经济供给

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

税，建立了人民税制，执行中先后经历了建立新税制，试行商品

流通税，试行工商统一税，试行工商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五次

税制大变革。解放后，琼山税务机构经历了增设、合并、撤销，

分设，扩大等一系列变革。队伍从建局初的50多人，增加到1987

年的368人。税收征收管理不断得到改革。据统计，1950年工商

税收收入仅有25．9万元，至1959年共收入2574万元，平均每年收

入257万元，1960年工商税收收入为347万元，至1969年共收入

5837万元，平均每年收入￡84万元，1970年工商税收收入为630万

元，至1979年共收入7452万元，平均每年收入745万元，1980年

工商税收入688万元，至1987年共收入13232万元，平均每年收入

1654万元。38年来，全县工商税收收入总计为2．9亿元，占财政

总收入(3．46亿元)的83．8％，对稳定全县财政收入和促进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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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开征烟酒税。

民国2年(1913年)

9月，县署内设第二科管理县财政。

10月1日，划分国省两税。

10月1日，开征印花税。

是年，开征货物税和盐税。

是年，改县征收课为县征收局。

民国3年(1914年)

北洋军阀政府颁布《印花税条例》，随后颁发《印花税施行
细则》。

是年，琼山县将东洋马车捐改为由批商承办。

民国4年(191 5年)

是年，北京政府制定烟酒公卖办法，实行官督商销，同时开

征烟酒牌照税。． ， 。

是年，开征煤油特税及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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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开征槟榔出I=I税。

民国15年(1926年)

厘为屠宰税，随后

25％。

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