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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

一、本志记述常德地区税收发展变化的情况，史实辑录的时

间上自1840年，下至1988年。对个别事类的起源作了简要追溯。

二、本志设“各种税收"和“税务管理"两篇。上篇按税种

性质分类记述，下篇分管理项目记述，并随文插列图表，以求文

省事明。对全国性和全省性的税收方针、政策、规章，不录全

文，着重记载常德地区的实施情况。

三、按常德地区行政区戈Ⅱ，本志记载地域范围是常德市、津

市市和汉寿，安乡、澧县、桃源，常德，临澧、石门，慈利八

县。晚清、民国时期统称崔常德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

“常德地区弦。 。

．

四、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数字，根据现有

存史资料摘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据，主要根据国家

统计部门批准的湖南省税务局、常德地区税务局统计资料汇总整

理。税收计划完成数以入库数为准，分税目之间的课税数量与征

获税款以征收数为准。 ．

五，清代及以前的朝代纪年一律用汉字数字小写书写，公历

纪年和民国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货币名称和单位在清

代、民国时期均以当时的币名和单位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以现行人民币为准．对1955年3月1目前流通的旧人民币以每1

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元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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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来，常德税收历经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曼

．， 个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税收随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面变
· 化，体现出不同的分配关系。。， ’．。j，：+～．，。二 +六”“．

。

w清末，常德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t税收亦主要课

之于农业，来自农业的税收占整个税收收入的90％。雍正元年

j(1723)开始实行“摊T入亩纾，即按田亩和人口计．算应缴税

．额，税收负担完全落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地丁；漕粮、租课

(当时征自农业鲍税收)及附加等税收名目，：成为清王朝在经济

上压榨农民的主要手段，农民负担日益沉重。鸦片战争后，津贴、 ，

捐银、义谷亩捐，警学亩捐，’河田捐，1赔款加捐等附加形式又相
’ 继出现，嚣德的丁漕附加巳高出正税数倍0 j乡¨，；“ j．‰

除丁漕外，常德在清末还征收厘金，盐税、牙税，当税和屠

宰税等多种税捐。这些税捐，同样是常德人民的沉重负担，、其中
‘

一。尤以厘金和盐税负担为重。：早在咸丰五年(1855)，常德县城和 ，

津市就成为湖南省试办厘金的两个重要城镇，并很快推及其他

．州、县，课及品目30多种，税率由值百抽二、三逐步加重到值百

． 抽五、六，个别品目甚至加重到值百抽十，而盐税则采取过卡抽

7税的办法，外盐运入境，少则抽税二二三次，多则抽税五，六

次，运盐愈远，盐税愈增，’以致盐价猛涨，．出现了囊石米斤盐彦 “

的情况。； ．．? ，． ，·，、。 j‘。∥．’j一 ．1

， +，j清末的常德税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封建专制

，的课税特点。其时开征的厘金，．就是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

动军费来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举办的，1‘其他各税的开征也是为了

满足统渔集团的庞大消耗。；据宣统三年。(1911)的统计，。是年常
’

‘德各县征收的丁银有86％被中央和省级官府占用0封建税收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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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决定了劳动人民对税收的抗拒心理，偷，逃、抗税事件频繁‘

发生。在此情况下，常德的税收征收机关便采取包税、预征等征 √

：收形式，一次预征几年、十几年的税款，以保证税收收入．光绪 ·

十三年(1887)。，7在发放当铺营业证时，。常德甚至实行一次预征 一

·． 20年税金的办法。征收制度十分混乱。一*·。。i i．．，一．、1 o：‘f’≮ 。一7

：一j?光结兰十一年‘(1905)．，．清政府将常德辟为商埠厂沅水南岸 ：

。’善卷村÷带．(现德山及南站一带)被划为外国商A租借之区，常’

。．‘德关务监督也归由外国人控盎4的岳卅监督兼办二’。自此，，。常德税收。一

：． 又带上半殖民地亿的色彩：其时涌入常德的英?‘美0德，日、．法。

等外国洋行达19家之多／他们犬置倾销商品，排挤民族工商业，j％ ，

j 而常德的税收机关却无权对其征税，，这是常德赋税史上最屉辱的
‘

一页。、：}‘ *。!，：’ ’，．，’2≤’∥_⋯&+，j+，，j鼍．，?‰ ”：。

。

¨’，4民国肇建，常德赋税基本沿袭清觎，税收半殖民地，’半封建 ?

”

化程度丑益加深；人民的税收负担也日渐加重。’当时北洋军阀攻。”，

府出卖关税和盐税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贷款，’故常德的所有盐税1‘ ：’

收入按规定只能一律存入外国银行，．誊由外国人支配，用以偿还贷．
’

款6．这样，来源于农业的赋税仍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丁 。’

漕合一改称田赋后，除原定地方附加并入正税解库外，北洋军阀
’’

? 政府允许地方另外开设附加。于是，o常德地方政府每遇财政紧 、

。‘缺，便在田赋附加上打主意，以致附加名目日渐繁多。漫无限

制，附加税额为田赋正额的数倍。{慈利县在民国20年(1931)的 j

一 翻赋附加总额甚至超过正税的lo倍，成为全省附加最重的县。‘同一，

。。 时，常德地方政府还利用盐税附加来搜括民财，一一些临时性的摊

派，‘大都附加于盐税，。附加税额亦大大超过正税额．据民国20年
4

统计，，是年常德，，’汉寿，桃源0．津市四个盐税分局，对行销川盐?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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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的10多种盐税附加额为正税额的2．32倍。t 。 ．

一√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税制进行整旧建新。常德于民

国17年(1928)裁撤厘金，改征统税，名为取消各类杂捐，统·

征税，但实际上各类杂税杂捐不仅因“国计所需，时虞不济，不

得而废止Z，而且名目愈来愈多，有时一县即达几十种之多。民

国20年，常德开始征收营业税，其后，常德又相继开征各种所得

税。这些新开征的税种，与民国元年开办的印花税一起，、构成了

一种新的税收体系广即现代直接税体系。，它的形成，标志着常德

一长期只征收古老而单一的直接税(田赋)的历史结束，开始征收

现代直接税，．在税收制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民国28年，常德

又改统税为货物税，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 ： ，。，．：，，7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德的直接税收入因恶性通货膨胀，工商

企业凋蔽而日渐减少，货物税收入也因洋货的冲击、民族工业受到

严重打击而年有下降。为发动大规模内战，支付庞大的军需开支，

国民政府采用。征一借一骨的方法征收田赋。自民国33年(1944)

起借征的粮食按规定从1950年开始分五年还清，由于1949年常德

即告解放，国民政府±崩瓦解，其借征的粮食也就一借而永远不

歪了· ：j j．t 。≮ 。{。 ：矗j√。 。，

，民国时期的常德税收，不仅征收无度，税负沉重，．而且征收

制度及解款办法亦十分混乱，官府作弊盛行i税款亦经常中途被

军阀所截面落入私囊。一正如民国28年(1939)《澧县志'所评

’说：t厶收入过子包办，为数甚巨。。特用人必众，、开支必多，取者

千百，得者什一，无形腹削，民生之难厚也。劳
’

。：、

‘1949年7月，常德解放，随之建立人民税务机构。：、从此，常

德税收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不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促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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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经济发展，而且税负也比较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除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屠宰税、印花税等几个税种暂承旧。

． 制征收外，其他备类苛捐杂税概予废除，田赋制度也被取?肖，改

征公粮o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

则》，实施新的税收制度。对工商业实行多税种?多次征的复税

．’， 制，对农业则实行轻赋薄税政策，改公粮为农业税。常德地区据 ．

‘

‘，此征收货物税’，i交易税0土商业税，1盐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
’

“

花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 ：

． 税、‘农业税等税种．t由于多年的战争创伤，～常德经济尚处于恢复 。

阶段，正商业税源很小。是年常德地区征自工商业的税收贝占税收

!、·总额的27．8％，农业税收是当时常德财政收入韵主要来源。．、j7 。

’ ：r 1950"-'1952年；。常德地区税务部门执行工业税负比商业轻、
· 生产资料税负比消费资料轻、：日用品税负比奢侈品轻的税收政

一 策，对恢复国民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t}1j“t i

， j 1953年，7髓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常德地区经济领 ，

，。域发生很大变化，原有的税收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二’二

t遵照上级指示；常德地区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

．工商税制改革。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调整营业税，简化交易税t

和货物税，开征商品流通税0并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对私营企业的，·

，’ 税收大清查，二．这不仅增加了税收收入'~商且加速了对私营工商业

4改造的进程。是年，4常德地区入库工商各税2547．1万元，为lb50

年的3．趸倍，占税收总额的52％，o互商税收入首次超过农业税收’

入。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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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t 1956年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营i合作经济成为主要

’经济成分；第三次税制改革势在必行。从11958年开始，”’将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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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改征工商统一税，原工

商业税中的所得税独立出来，改征工商所得税，应税商品从生产

到流通实行两次课税。这次改革由于受搿左弦的思潮影响，盲目

地将复税制改为单一税制，对公私台营企业由征收所得税改为上

交利润}对农村实行财政包干，不再征税，而对城镇企业的税收

管理则不切实际地推行“三无，，：(无漏，无错、无欠)．，-“五

自矽(自报、自交、自查，自纠、自开缴款书)办法。加上税务

机构被撤井，大批税务人员被下放，常德地区税收工作受到严重

削弱，造成大量税收流失，矗三无"i．盘五自"企业实际漏税率

达30％以上。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因此由1953年的98．7％降

至1959年的70％。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黟的八字方针，逐步清理白左’’的思想影响，税收工作才逐步

得到加强，税务人员得到充实，税收收入也因之稳步增长。
’

。 1966年，“文化大革命黟开始，常德地区经济建设遭到严重

破坏，税务工作也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工商税收收入下降，当年

即比1965年下降6．59％。在以后的几年中，由于极g左一，思潮泛

滥，个体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一砍掉。个体经济税源基本

枯竭。已经简化的税制也遭到批判，税收力量再度被削弱，税收

职能作用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1973年，常德地区实行第三次工

商税制改革。名义上保留工商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

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6个税种，但实际上对国营企

业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企业也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单

一的税制结构，极大削弱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常德地区经济逐步恢复，税收收入

也逐步上升。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申全会后，在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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