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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浙江营业税述论 

潘国旗 汪晓浩 

【摘 要】厘金是晚清政府为镇压天平天国运动、筹措军费而采取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从而

导致国民政府时期裁厘改税的施行。作为裁厘后财政收入减少的弥补举措,中央有统税和特种消费税的举办,地方则

为营业税。浙江作为实施营业税较早的省份,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 

【关键词】厘金；营业税；浙江 

营业税作为裁撤厘金后实行的一种税收,是为弥补财政收入损失而举办的,但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浙江作为一个积

极主张和实施营业税的省份,其创办营业税的历程可以看作是全国实施营业税的一个缩影。 

一 

厘金,是清咸丰三年(1853 年)创设的一种商业税。最初由帮办江北大营的清刑部侍郞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后普及

于全国。厘金的创设最初为一种变相的捐输,主要是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本来应是一种临时性捐款助饷的办法,是权

宜之计,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成了国家的一种正式税收。自扬州开始征收,“其后各省相继仿行,以应

一地一区之急需;而中央政府亦以收入甚巨,对于各省,任其随意抽收,不加限制,亦不颁布统一之法则以为标准。所有科税准则之

订定,以及科税物品之选择,均受各省指挥,以故错综复杂,莫可究诘。”
①
厘金也叫厘捐、厘税、统捐、认捐等,从其名称,就可见

其复杂性。至 1928 年,全国总计设有厘卡 735 个,其中直隶 15、奉天 34、黑龙江 31、甘肃 43、新疆 11、山西 42、山东 10、河

南 32、江苏 58、安徽 42、陕西 30、浙江 42、湖南 34、四川 20、福建 45、广东 29、广西 30、贵州 44、吉林 27、江西 47、湖

北 25、云南 44。
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厘金的弊端日益显现。首先是厘卡的留难。中国的厘卡,遍地都是,货物运输,过数十里,即须纳税一次,多

方留难,货物往往不能如期运达目的地,而货物的销售,均有时间的限制。商人固然损失不少,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其影响不小。

其次,厘金直接提高了商品的成本和价格,使商人无法预计盈余或亏损。厘卡遍地,一货反复抽取,有的厘金累计相当于货物本身

的价值,有的甚至超过了货值几倍多,这样势必会提高商品的成本和价格,超过消费者的购买力,阻碍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商人经

商旨在盈利,而厘金的出现,使商人无法预估商品的成本,既然获利无把握,自然不敢放胆投资于工商业。再次,厘金采取的“遇卡

完纳制”,即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缴纳一次,便利了地方官绅、局卡人员肆意勒索商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第四,由于厘金的

课税对象为华商,而不适用于外商,导致了中外商品的不公平竞争。外货输入中国除纳 5%的关税外,只须再纳 2.5%的子口税,即可

通行全国,其税率大大低于厘金税率,因此,在近代商战中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中国民族工业产品,因加税过多,陷于更加不利的境

地,造成廉价洋货充斥中国市场的局面,严重危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面对厘金的种种弊端,一些企业家及有识之士多次呼吁废除,但因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难以实现。如宣统三年

(1911年)厘金预算收入为 4300余万两,为清廷预算总收入 29600万两的 14%。
③
因此,尽管在清末裁厘的呼声就很高,但由于找不

到适宜的税种来抵补裁厘造成的损失,故厘金制度一直沿袭下来。北洋政府时期,曾将厘金改办产销税,后又颁布《征收厘金税的

考成条例》。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而北洋政府自身岌岌可危,政令不出都门,税制修订亦成一具空文。虽厘金阻碍生产

流通弊端日益明显,裁厘呼声日渐高涨, 但屡议屡止,裁厘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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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由于军费开支浩繁,为弥补收入不足,增加了许多捐税,厘金及变相厘金在各省仍普遍存在。当时任国民

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不得不承认:“一摊庞杂的税目、附加和形形色色的苛杂,由遍布全国各地的无数税务机关漫无章制地

征敛。”
④
在这种情况下,1928 年 7 月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决定由财政部组织全国裁厘委员会,以 6 个月为限,裁撤

厘金及国内一切通过税,同时举办特种消费税,以弥补裁厘之损失。同年 12月召开了由苏、浙、皖、赣、闽五省财政主管及财政

部指定人员参加的五省裁厘会议,通过了《五省裁厘会议议决案》。 1930 年底,财政部经过多方面的筹划,遂发出裁厘通电:“对

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之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

之 50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税,陆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税等,均应于本年 12 月 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
⑤

与此同时,为了抵补因裁厘而造成的财政亏空,决定于 1931 年 1 月 1日起,对国内大宗机制工业品征收出厂税,称之为统税。统税

也逐步成为与关税、盐税并称的南京国民政府三大税种之一。 

二 

统税是作为弥补裁厘后财政亏空而设的一种中央税收,地方由于裁厘所造成的损失,则以营业税来抵补。而浙江讨论创办营

业税,早在 1927年就开始了,“实开全国风气之先”。当时全国战事未息,支出浩大,所以国民政府财政当局有创办营业税之议,以

期扩大收入,解决急需,于是草就章则,由省政府公布施行,并设局预备开征。惟以未经中央之核准,复因政局之更迭,以致未及实

行,即告中止。及至第二年全国财政会议召开,议决召集全国裁厘委员会,复议定各省征收营业税办法大纲九条,但未公布。同年

11 月,浙江省筹备裁厘,举办营业税,而各省征收营业税办法大纲与浙江省前拟的章则办法,存有不同之处,究竟应采用哪种更加

适宜,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交由省财政厅审查报告,后决定应以全国裁厘会议所定办法大纲为原则,由财政厅参照本省地方情形,

采用灵活变通的方法来制定浙江省有关营业税的章程。因此各省征收营业税办法大纲虽未经中央公布,然而事实上早已成为浙江

省办理营业税的根本指南,只是由于后来规定,要等裁厘完竣后,方能施行营业税的原因,使得营业税的举办不得不搁置。到了

1931年 1月 1日,中央实施裁厘,国民政府财政部把前订办法大纲,稍加修正,并且另为拟定补充办法十三条,一并呈准行政院核准,

而后通令各省政府遵办。浙江省财政厅于是根据修正后的办法大纲和补充办法,按照本省商业情形,并参照近代学理与各国成例,

拟订征收营业税条例及施行细则草案,又因为营业税属于初创,必须审慎周详,特分送草案给省内外各界商业领袖,征集意见,再

就各方提出的意见,汇总参酌,加以修正,然后定期邀请各财政经济专家,公开讨论。经到会人员详细研究,悉心筹议,将草案作第

三次修正,一致认为满意,从而形成征收条例二十四条,施行细则二十一条,由省财政厅备案提请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咨由财政部

修正,转呈行政院核准公布实施。至于牙税、当税和屠宰税,则仍然按照原有的章程征收,等到营业税办理就绪,再行改征营业税。

同年 6 月,立法院议决营业税法十三条,浙江省鉴于新法与旧有办法大纲和补充办法的各条规定多有变更,即通令各征收机关,依

照后法废前法的原则,将办法大纲和补充办法废止,而本省征收条例和施行细则各条,如果有与营业税法抵触者,一律改照办理。

而牙、当、屠宰等税,也着手就原有税率,改征营业税,拟定章程,提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施行。至于箔类营业税,系就原有的箔类

特税改征,与普通营业税性质略有不同,其征收章程则另为规定
⑥
,分别述之如下。 

1.普通营业税 

普通营业税,系指浙江省所征营业税中,除牙税、当税、屠宰税及箔类营业税以外之部分而言,也就是 1931 年裁厘后新创之

营业税。此项营业税,在浙江系属初行,商民对于税法性质既未明了,缴纳手续又未熟谙,事关增加人民负担及省库收入,故一切办

法必须兼筹并顾。省财政厅有鉴于此,在征询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订制章则,根据浙江各县商业情形盛衰不同,将商业较盛各县划

为九区,设立专局,由财政厅遴选专门人员,负责征收。而其他偏僻县份,因商业不十分发达,预计营业税收数必有限,如一律设局

征收在度支上显为不经济,故将营业税征收事宜,指定由各县政府负责办理。至于营业税税率,分为营业总收入额与营业资本额两

种,即以营业总收入为标准的,征收千分之二至千分之十;以营业资本为标准的,征收千分之四至千分之二十。 

浙江省营业税的征收办法,以各营业者自己报告制为主,辅以各征收机关会同当地商会调查,以绝商人匿税之弊。另外,为便

利征收起见,浙江省还规定了商认办法,即可由各同业公会呈请认办(如无同业公会的,经各该业同行全体同意,可由商会呈请认

办)。认办时,应由全体同行具名盖戳,先将各户全年营业估计数及应纳税额,详细开报,并取具商会证明书,呈由该管征收机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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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财政厅核准后,即应推定本业领袖为代表人,先缴两个月之税额作为押款,一面觅定殷实商号,负责保证,即可遵照定章,开始征

解税款。在认办期间(1年)内,不得中途退办及减少认额。办公经费准照征起数目,提支百分之八。如认额之外,更有盈收者,以五

成解库,三成作同业之公积,二成给奖经办人。此项办法,当时亦有人认为有与从前厘金时代之包办制之嫌。 

营业税收数的多寡,全依社会经济发达与否而定。故浙江省创办之初,一切调查稽征,全赖征收人员之努力,如不悬一鹄的,不

足以资鼓励而促进行。省财政厅有鉴于此,核定各县局全年应征税额,责成各县局长认真办理,切实征收,计全省应征额为 2425000

元
⑦
。 

2.牙行营业税 

牙行营业税系遵照营业税法,就原有之牙帖捐税改办。 1931 年,由浙江省财政厅遵照营业税法第十条之规定,就原有税率,

改征营业税,另订章程,经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公布施行。该章程规定,凡以代客买卖收取牙用为业者,为牙行,应照填下列事项申请

书,并取具就地殷实商号三家保结,呈由该管,征收机关请领牙行营业税调查证。各牙行应填申请书事项为:第一,营业种类、牙行

名称及所在地。第二,牙行营业者的姓名、籍贯、及住所。第三,全年买卖数及牙用收入数。第四,营业开始日期及领证年月。此

项营业税调查证,每年换领一次,不取证费。牙行营业税税率分为六等:(1)全年买卖 4 万元以上,或牙用收入在 2500 元以上者为

甲等,应纳税银 140 元。(2)全年买卖在 3 万元以上,或牙用收入在 2000 元以上者为乙等,应纳税银 105 元。(3)全年买卖在 2 万

元以上,或牙用收入在 1500 元以上者为丙等,应纳税银 70 元。(4)全年买卖在 1 万元以上,或牙用收入在 1000 元以上者为丁等,

应纳税银 50元。(5)全年买卖在 5000元以上,或牙用收入在 500元以上者为戊等,应纳税银 35 元。(6)全年买卖不满 5000元,或

牙用收入不满 500 元者为己等,应纳税银 20 元。至于临时牙行,应领临时牙行营业税调查证,其税率规定买卖数不满 5000 元,或

牙用收入不满 500元者按照己等税率分为四级比例征收,以买卖数不满 1250元,或牙用收入不满 125元者为一级,每级征税 5元。

牙行营业税于请领牙行营业税调查证时,一次缴纳。浙江牙帖捐税自改办牙行营业税以来, 1931 年实收 288256 元,1932 年为

444054元。
⑧
 

3.典当营业税 

典当营业税,系依 1931年浙江省依营业税法第十条之规定,就原有当帖捐税改征,规定在省境内开设典当者,皆须开下列事项,

呈由该管征收机关,请领典当营业税调查证。(1)典当名称及所在地;(2)典当营业者姓名、籍贯、住所;(3)全年架本实数。此项

调查证每年换领一次,不取证费,其税率系以全年营业数目为课税标准,分为五级。(甲)全年营业在 15万元以上者,每年应纳税银

270 元。(乙)全年营业在 10 万元以上、未满 15 万元者,每年应纳税银 240 元。(丙)全年营业在 5 万元以上、未满 10 万元者,每

年应纳税银 180 元。(丁)全年营业在 2 万元以上、未满 5 万元者,每年应纳税银 150 元。(戊)全年营业额不满 2 万元者,每年应

纳税银 120元。
⑨
浙江省的典当营业税,以县政府财政局或营业税局为征机关,其征收办法,与普通营业税相似,即以各营业者自己

报告制为主,查定法辅之,各征收机关收到营业者呈送申请书后,就其书内所开各项,详细查明是否确实,照章决定其应纳税额,饬

其于请领典当营业税调查证时,一次缴纳。浙江自典当捐税改办典当营业税以来,1931年实收 72027元,1932年为 88825元。
⑩
 

4.屠宰营业税 

屠宰营业税系由屠宰税改征。 1931年营业税颁布后,浙江省将原屠宰税,依原有税率,改征屠宰营业税,规定凡在省境内经营

牛猪羊屠宰业,皆应开具下列事项,向该管征收机关请领屠宰税屠宰营业税调查证。(1)店号名称及所在地;(2)屠宰营业者姓名籍

贯住所;(3)屠宰种类;(4)全年屠宰只数,此项调查证每年换领一次,不取证费。其税率规定菜牛每头纳税银 1 元,猪每头纳税银 4

角,羊每头纳税银 3 角,征收方法即由征收机关就屠宰营业者所报数额,复查确实,负令按月缴纳。至于临时屠宰者,须先纳税后,

方准宰杀。屠宰营业税以宰杀只数为征收标准,故稽查极为困难。从前办理屠宰税时,各省均有查验屠宰税办法,浙省以其按只稽

查,手续烦琐,易招民怨,故未仿行。前杭县认商呈请准予随同卫生警察,按牲加印,卒以事涉苛扰,经厅驳斥。此次改征营业税,就

屠户营业簿据,查实其全年屠宰只数,决定税额,分月摊缴,手续较便利,屠户亦难隐匿,办法似有进步。浙省各县屠宰税多招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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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此次改征营业税后,采用同业公会认办之法,以期与营业税不相抵触。屠宰税 1930年浙省实收 547284元,改办屠宰营业税后,

与其他营业税合计,浙省 1931年预算列 4577468元,1932年列 6247293元,1933年列 5562000元。
○11  

5.箔类营业税 

箔类为浙江省之大宗出产,在统捐时代,本系特设专局征收,名为箔类特税。裁厘以后,因此项特税,具有厘金性质,又系一种

迷信物品,同时实行废止。但是浙江省政府鉴于数十万箔工生计所关,特呈准中央从缓施行。国民政府 1931年所颁布的各省征收

营业税大纲,对于含有应行取缔性质之营业,其课税标准订有特别规定。据此,浙江省将箔类特税改办箔类营业税后,其税率暂以

旧有箔类特税作为比例,经呈行政院核准照办,于 1931年 1月份起,开始征收。后由绍兴箔庄同业公会,呈请由全体同业公开认办,

全年税额定为 227万元,由省财政厅派员监督征收。关于一切征解手续,完全实行公开,组织评议委员会,随时审核公布,其向在箔

税项下拨解中央教育费每年 30万元(另有江苏省税款 27万元),遵照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照旧拨补。并以项箔类,于浙江省征收

营业税后,行销苏省,不再收税,故定名为江浙箔类营业税。至于本省原有由箔税项下拨给之各种教育建设经费,均照案办理。箔

类营业税之征收办法,依章程之规定,其税率按营业额征收 15%,较之一般营业,其税率之高,不啻倍蓰。至其缴纳方法,由营业者在

每次交易时,开明营业数额及货物种类,检同发货单,随时向征收机关缴纳税款。由于此种征收办法,易引起商人取巧匿报,故箔类

营业税罚则规定较为严厉。
○12  

另外,浙江省还订定了《浙江省各区征收营业税评议委员会规则》、《浙江省征收营业税处罚规则》、《浙江省各区营业税征收

局组织规程》、《浙江省营业税督征员职务规程》和《浙江省商人同业公会认办营业税办法》等规章办法。 

三 

从以上浙江省创办营业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积极主张实施营业税。浙江筹备营业税始于 1927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中央尚未准备施行营业税前,浙江就制订了

相关的规章办法。及至中央召集财政会议后,浙江省又首先提议实行裁厘,办理营业税,并声明浙江省裁厘以后的损失,仍以营业

税内照数拨解中央。 

二是制订营业税条例非常谨慎、周详。在制订条例之前,先制定一种商业状况调查表,分发各县市,以期因地制宜,在条例中

能更好顾及各地方实际情形;在草案拟就后,专门邀请各有关财政经济专家和省内外商界领袖,就草案内容公开讨论,详细研究,

以期集思广益,使最终形成的条例最为适当。 

三是不断修改、完善条例,顾及实际情形。自财政部颁布各省征收营业税大纲后,浙江省即据此草拟浙江省征收营业税条例,

当时各省征收营业税大纲补充办法尚未颁布,及至补充办法颁布后,浙省府据之修改第一次草案,而形成第二次草案,前后变更较

多。如免税办法,原定资本不满 200 元者免税,依补充办法改为 500 元,这样小本经营便可免除负担之苦,而政府也由此减少苛细

之弊。“赋税原则,收入欲其多,而扰民欲其少。”
○13如果免税额太低,不但收入未见大增,反而会扰及小民的生计。另外,合作社等

的营业,其目的不在营利,理应免税,但第一次草案未予列入,所以第二次草案将一切学术团体和合作社等都包括在免税范畴,可

谓甚为合理。大体而言,第二次草案较第一次为优,但是尚有缺漏之点,且有不切实际的地方,故又有第三次修正案。第二次草案

有储蓄会业,而第三次修正案则把它取消了,因为浙江省本无储蓄会,此项列入,等于空设。至于有奖储蓄会,类似于赌博,政府当

以命令取缔,设立尚且不允许,也就不存在征税的举措了。“即使不顾营业税之良否,贸然征收营业税,计其所入,为数当属无多,以

区区税入坐令有害之营业得以存生滋长,违背赋税之原则,故储蓄会业一项无存在之理由。”
○14显然,条例不仅要顾及实际情形,而

且还要起到取缔和鼓励两方面的作用。 

四是对不同的课税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浙江省营业税有普通营业税、牙行营业税、典当营业税、屠宰营业税和箔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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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之分,对各种类型营业税采取不同的征税税率。普通营业税有三种征收标准,即营业总收入额、营业资本额和营业纯收益额,按

不同的标准征收。至于牙、当、屠宰等税,是就其原有税率而改征营业税的,未有实质变化。此外,箔类营业税有特定章程规定,

其性质较有差异,税率按营业额的 15%征收,较之一般营业税,其税率无疑是较高的,含有寓禁于征的意味。 

五是坚持公正原则。为了解决营业税征收机关和营业者之间由于征税所产生的纠纷,维持公正、合理的原则,特设立营业税

评议委员会。根据《浙江省各区征收营业税评议委员会规则》第四条的规定,营业税评议委员会评议的事项包括营业税征收机关

交付的评议事项及营业者请求的评议事项。
○15营业税征收机关或营业者,对于营业税评议委员会评定事件,认为不满时,可于接到

通知后三日内,声叙理由,或提出证据,请求重新评议;对于重行评定的事件仍感不满时,可呈请财政厅核夺。而营业税评议委员会

委员对于本身营业有关系的事件,开会时必须回避。这些可以说明浙江省在创办营业税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征税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于是成立评议委员会专司其职,及时为双方解决纠纷,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坚持公正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显然,这一仲

裁机关的设立,对于防止官商之间感情的隔阂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营业税作为弥补裁厘后地方财政的亏空而实行的一种新税收,在浙江得到了积极的实施,其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

因还在于营业税与厘金相比,有其自身的优势。 

首先,营业税比厘金公允。“厘金最不公平,不确当,大商倚杖势力就可漏税,小商就逃不开了。”
○16巨商大贾暗地勾结官厅便可

漏税,而一般的小商小贩,反而不能免缴。此外,金融业像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交易所等,永不受厘金的牵累,而小买卖则都难

以逃脱。 

其次,营业税一经完纳之后,就不必再纳,不像厘金每遇一个关卡就要缴纳一次,不仅提高了成本和价格,增加了负担,而且还

延长了流通时间,对一些有时间限制的商品,尤其不利。此等对商人经营过程的干涉,自然是阻碍了商品的顺利生产和流通。而营

业税是在经营完成后,对其进行征税,显然消除了对经营者的过程干扰,加速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再次,营业税不针对小商小贩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厘金不论贫富大小,遇卡则税,遇关则抽。而营业税则不同,视物品

的性质而上下其税率,且设免税额。凡以营业总收入额为课税标准时,其年计不及一千元的;以营业资本额为课税标准时,其不满

五百元的;以营业纯收益额为课税标准时,其不满一百元的,则一律免税。
○17可见,营业税多取自能力大的,少取自能力小的,而不取

自能力弱的。至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均不以赚钱为目的,可以不纳税。而厘金则无免税的规

定。 

第四,厘金于正税之外,尚有许多附加的剥削,而营业税则无附加捐税。 

此外,营业税还有三个优点:一是收入充足。营业税课税的范围为一切交易行为,普遍广大,如果努力推行,收入还是相当客观

的,这也符合税收充足的原则。二是富有弹性。营业税的税率比较低,能够适时增加而不致纳税人感觉其苦,故富有伸缩与持久的

能力,合乎租税中弹性的原则。三是税基广大。营业税的纳税人为消费者,消费是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不可避免的生活行为,

故可算是租税制度中一个极普遍的税种,合乎广大的原则。 

基于以上优势,浙江省积极主张和施行营业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营业税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如普通营业税除少数例外,

以大部分货物的交易或劳务的提供为课税的目的物,以其总收入为课税的标准,且往往以同一税率征课。营业税多为间接税,而日

常必需品,弹性极小。换言之,税率高,货价必涨;货价涨,买者未必减少,因为日常用品都是人们所必需的。因此,所征之税,将由

生产者转移于消费者,结果使中下阶层负担过重,穷人只能将微薄的收入,几乎完全消耗于日常用品。反之,富者之所得,多用以购

买奢侈品,而奢侈品的需要弹性极大。换言之,售价跌,买者就多;售价涨,买者就少。因此,奢侈品的涨价,不易转嫁于消费者,大

都由商人自己负担,此为普通营业税的第一大缺点。普通营业税以营业总收入为课税的标准,不但不采用累进税率,反而采用累退

税率。如首饰业的总收入甚少(因其资本周转的次数较少),而其利甚大,而猪肉铺的总收入较多(因其资本周转的次数甚多),而其



 

 6 

利甚薄。如果以总收入为标准,则首饰业的负担轻,而肉铺的负担反重,适成累退税率;以营业总收入为课税标准,大小公司,其负

担会本末倒置。大公司常集很多工业于一公司之内(如中华书局),其资本周转的次数少,则负担的税也少;而规模小的制造厂,有

关联的工业,多是独立经营,不相统属,故其周转次数较大公司为多,则负税重。同是一税,因营业规模的大小而导致不同的负担,

其结果将导致小公司破产和倒闭的较多。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浙江营业税,虽然也有它一定的缺陷,但与厘金相比,毕竟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废除厘金而代

之以营业税,这是历史使然,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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