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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1年11月8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
到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
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结束为止，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不到六年时间，而且还是“国中之国”（版
图完全在中华民国的范围以内），却在政权、军事、经济、财政税收、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建设，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税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税收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各根据地经历了从废除苛捐杂税、打土豪筹款、募捐，进而发展到制订税则，创立税收，初步形成税
制的过程。
当时的税种名称不一，但大都按累进税率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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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收史》在参考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那段可歌可泣的税收历史进行了挖掘整理
，力求再现当时的历史风貌与灵魂。
作者长期从事税收学习研究和工作实践，业余时间致力于财税经济文物收藏品的收藏与研究，目前拥
有相关收藏品12000余件。
为写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收史》，先后持续十余年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并特别注重收集和研究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与财税文物史料原件，目前已有相关文物收藏品160余件，其中如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原件、根据地各税种税收票证、农业税木印版、出口证介绍信、土地税报告表、减
税免税证等等，都是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历经劫难留下的难得历史见证，不少还是以前没有公
之于世的历史文物孤品。
因此，该书能够依托齐全丰富的史料和实物资料，图文并茂，相互佐证，以增强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收史>>

作者简介

曾耀辉，男，1965年5月生。
祖籍湖南湘潭，生于江西宜春。
1987年江西财经大学税收专业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江西财经大学在读博士
，江西省集邮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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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根据地的税收负担带有明显的阶级性。
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贫农亦要交纳相当的土地税，但收得较轻；每年粮食不够的极贫者及红军家属
免税；中农纳税比贫农多；但须不违背联络中农的原则，出税亦不能太重；纳税的重担要转移到富人
身上，对于富农可以抽收高至30％的土地税，而对于土豪和地主则直接采取没收和罚款的方式使其倾
家荡产。
　　1928年中共中央制定的《苏维埃组织法》附《关于没收土地》，中规定，土地税一般由县苏维埃
所收之税额20％缴国家苏维埃，30％缴省苏维埃，2096津贴乡苏维埃，30％归县苏维埃支配，区苏维
埃用费由县苏维埃津贴。
　　1930年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规定，土地税之收入支出，须统一于高级苏
维埃政府，低级政府不得自由收支。
支付标准，按照税多寡及各级政府需要的缓急轻重，由高级政府决定。
　　从1928年初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根据地的财政和税收处于分散独立状态，
各地自筹自给，分别管理，大部分地区开征了土地税。
由于土地斗争尚不深入，根据地的面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时有变化，开征土地税的范围也很不稳定
，工商税收则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征收的税有营业所得税、摊子税、关税（进出口税）、屠宰税
和店房地基税等等，税种、税目都不统一，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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