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赋税思想史

顾问因豆豆l 李永贵徐世侄

主编王成柏孙文学

守而时乱份琦 ~~il-



〈京)新登字 038 号

国书在鼠编吕 (CIP) 数据

中国戴税思想、史/王成柏、孙文学主编.一北京 z 中国时政经

济出版社， 1995.3 

. ISBN 7-5005-2629-6 

1 .中…][ .①王…②孙… I .黯税一历史一中国一古代

lV. F812. 9 

中国版本自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6671 号

"111 销或付给晕，也量也出版出版

社址z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蓝地公司激光照排

850X1168 毫米 32 开 21. 25 印张 510.∞G 字

1995 年§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黯

印数， 1-3800 定价 .24.00 元

ISBN-1-50Qfi.-2629-6/F • 249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一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形势发展的需要，税钦理论研究
蓬勃开展并不断深入，作为在收基础理论重要课题之一

件赋税患想的研究，相应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是一牛

具有五千年文化史的古 00 ，始烂的祖自文化遗产是蕴藏

历代藏税思想的宝库。综观史籍，我们不难发现 ，!Jj 代的

统治者，特别是明于治国的政治家，无不挖治理娥税当成

"治 E安邦"的关键政策。自家实行什么样前赋税制度，接

什么军财征集财货，不仅关系到 E家政权能否有效地行美

其职能，百且关系到统治集团本身前兴衰，从盛唐及其衰

落，朝末及清初都可以看到这商种鲜明的对照。任何一种

威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要受到某种赋税思想的支髦，

都要体现当权者的政治主张。言从藏在出现以来，在长达

凡千年的社会过程中，必然存在各式各样的威税思楚、!在

这些患想和囡之形成的理论、制度前作用下，有的时代是

"民富国强"，有的时代则是"民穷财尽"，这些就客挠地反

块了戴税前社会效应。认真研究不哥时代、不窍内容的藏

在患楚，将可以加深对各夺时费税枝特点及其运动提哮的

了解，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枝，对待税收。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从传统的计运经济体新转向

市场经济体羁的历史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呼唤着税制

改革进一步深化，客堤上要求我信更薪观念，lV.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要总结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

来的戴税思想，我们还要从自外的赋程思想中寻求借鉴，

同时我们还应该如强对我国戴税思想史的研究，从历史

的经验中吸取教益。通过各方面的深入研究 ， J步成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赋税患想。摄握这个要求，整理一部中

昌膜税思想史确实非常必要。但也有银大的难度，因为在

古代银少有专门记载戴在言论的专著，大多散见于历朝

经典、文集、诗文等，需要研究者做大量的史料搜集、秧

累工作，付出琅辛的劳动。值得高兴的是，国家税务总局

税收科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就挖编写《中国藏税思想史》列

入"八五"科研工作计埠，并以王成拉、升文学为主编，

组织了 E 内部分财经院校的教援、讲师及有关单住的科

研人员，历经三个寒暑，完成了这部专著，这是他引辛劳

所取得的成果，是他们对国家税软的一个贡截。

从恙体看这部《中富贵武税思想史》有两个突出的特

点:一是，比较全亩地记叙了中自自先秦至清末具有代表

娃藏税思想的历史人物。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政治家、思

想家、文学家、理财家。由于他的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

地位不同，所以就反映出不畏的，甚至差异银大的戴税

现，当然也各有不同的社会效果。这为我钉深入研究中国

藏在思想史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史料。二是，本书对各个代

表人物的重要赋在主张作了一些分析和历史评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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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提点是吸枚了近几年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同时，

也包含了编写人员在研究人物思想中形成的晃解，这就

为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几千年的历史

是漫长的，史料的搜集整理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很难散

到完美无缺。加以各位编写人员房专的学科不同，认识水

平也各有差异，理此在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评价上，可能

还存在异义。但是，他们起了摄春的作用，有待于从事学

术研究的广大同志，本着勤于探索、勇于开拓的求知精

神，深入钻研发握，使我中华的宝贵遗产能为现时代的发

展作出贡献。在此，特向本书的编写者致以敬意，由于他

幻的努力，使历史财富展现于现时代，服务于现时代，相

信这部书的出版，将会寻i起税牧界、理论界、时经研究工

作者的关注和兴趣，将会推动戴税思想史的研究活动，从

药产生积极的效用。

刘志城

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



序

王或柏、羽、文学主编的《中医踩在思想史》是从理论
和历史前角度研究税故问题由一部专著，也是近年来我

自税校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

系统地进行专业学说史的研究，始终是专业经济学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o 在某幸中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有

无学说是的赞究以及这一研究达到什么程度，是判断一，

汀专业经济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前税软

研究，在现实的理论和实务方吉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

一些有份值的专著和论文集，在古代的实务方茧，也有藏

在史的教材问世。但对赋在思想史的研究，却始终是一项

空白。尽管不新有经济思想史和贯政患想史的著悻出版，

佳正如经济思想史代替不了黠政患想史一样，财政思想

史也代替不了税技思楚、史。这部戚在患想史的编著，填补

了我罩在收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繁荣我自我枝理论作出

了新的贡献。

中臣是一个历史悠久、悟员辽坷的国家，税收实践和

与之相应的思想、理论十分丰富，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雪



家都无法比载的。加之历代王朝大都十分注重文化典籍

的保护和传续.又为后人了解前人的思想、理论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从这部赋税思想史来看，中国古代的税枚思想

是梧当丰富的，其中包括税收地位与作用的论述，税收轻

重量限的论述，税制结持一一主要是国税、户税、丁在选

择和配合的诠述，税收管理体制一一主要是中央集权与

地方分权相互关系的论述，税收在技管理一一主要是如

何建立严密的征枝管理羁度说防止逃税的论述，此外还

包括税收原到、税收依据以及税校收入形态选择方百的

论述。可以说，魂代人所遇到的各种前题，前代人基本上

都遇到了，现代人所探讨的问题，前代人也大都进行了研

究。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观察、分析和解决当代所遇

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这菁赋在思想史地较全

苗、系统地摆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为现察、分析和解

决现实民题提供有益的帮助。相信每一个认莫读过这部

书的司志都会从中受到些许启发。

税故问题从来不是英立的，而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政

治和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税技与社会的政治

和经济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观察和分析税收问题，制定，

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部戴税思想史所阐述的税收患惹与

理论，有的出自最高统治者，有的出自在野文人， 1旦大多

数是执政官员，特别是财税官员的论述。这些论述大都具

有极强的针对性，也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紧密结合。了解

这种观察问题和研究向题的方法， 1司样是古为今用的重

要内容。这部赋在思想史在隔述税收患想时，比较自觉地



注意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分析，为了解前人的分析方法

提供了重要帮助。

当然，这部赋税思想史的编写也有不足之处，如有的

比较重要的思想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各章的编写体例还

可以更好地协调。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

赋税思想史的研究，仍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王绍飞①

① 根据王绍飞老师生前意见整理.

一一马国强
1992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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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几千年来，人妇对藏税(包括摇役)或褒或贬，理它始终
按一定的轨迹运行。赎税的运行有时会带来居家的昌盛、人罢的

富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时也成为朝代更迭的导火索，成为

人民灾难的商蠢，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在阶级社会中，赋挠的

运行，包插眩税政策、制度、税率、征管等等，都由统治者的意

志所主宰，由统治集醋的行为所支配，由国家祝器所控告才，由当

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左右。统治者的意志、统治集团的行为，往

往受到当时朝野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张、建议所影响，也会受

到社会舆论、人民的呼声所影响。这些意志，包括主张、建议、舆

论、呼声等等就是我幻所要研究的赋魏思想。由此可见，赋程思

想是指导或影响黯税运行的理论最握和政策导向。

藏在思想就时代起分而言，通常分为三大部分，即吉代黯税

思想、近代黯税患想、现代黯税思想。在我国，古代赔程思想包

括串戳在思想产生到 1840 年鸦片战争期间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

黯程思想，近代藏税患想包捂由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或立对踞

的赎税思想，现代藏在思想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黯税患想。这

些黯税思想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就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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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国戴在思想史。

中医藏在思想史是以中国各个历史罄代、各历史时期的理财

·家、政治家、思想家民藏在思想和典型的社会舆论及民众呼声为

依据，研究中国赎税思想产生毛发展、演变规律的勇史科学。

--
有人以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JA没有一部关于戴税

问题的专论，于是便断言中国没有系统的藏在思想。这是一种误

解。其实，中国自论及奴隶社会状况的《周扎》开始，就不断有

赋税理论问世，黯税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发，在十凡个世纪中，中

国的赋税思想，曾熠瑭生辉，光照环宇，在许多重大赎就理论问

题上，独领世界风骚。只是在近代，由于旧中国经济的落后、政

治的黑暗，戴税思想才没有跟上世界戴税思想发展的节拍。

中国对世界黯税患想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兹举其要者z

对藏税本质，我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有过精影的

论述。二千多年以前韵孟子就曾经提出过"大籍小箱"的思想①，

他认为如果能于一定的限度(十分之一)，就是"绕道'。"籍"是

战雷时尚处于民族社会时期的原始部落，在那个部落中，无君无

臣，没有祭祀，没有军队等国家机器，也无戴役之篮。孟子的

"籍道"，是指赋税过少，国家就会穰退到"籍"的龄段。《汉书》

的作者班圈曾指出"财者，帝王之所以聚人守位，奉天颇德，治

国安民之本也。"②这里脐说的"财"是指国家的需政牧人，而当

时国家前政较入的基本来挥则是赋税。:Jt宋时期能思想家李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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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告子下儿

②《汉书·食货上》。



出"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① 这里，他将租税

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已阐述得十分明确了。到了南宋，人们的认识

更加透彻。南宋史学家郑樵指出"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赋税之

用。"② 就是说，赋税是国家的产物，又与国家发生了不解之缘。然

而，国家所需要的赋税是凭借什么力量取得的呢?靠的是国家的

政治权力。西周时，天子有"威让之令"，以"让不贡"③。贡是赋

税的初级形态，就是说赋税在诞生之初就是靠国家强制手段取得

的，对敢不人贡者，国家有杀伐之权。齐国管仲就曾以"尔贡包

茅不人"为理由④，征伐楚国 。 为了征敛赋税，国家需要设置一系

列的征管机构，西周大司徒的职责之一就是"制天下之地征，以

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⑤ 这些论述虽然没有如现代理论

那样准确地表述赋税的本质，但也不难看出，我国古代的先民们

已经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

是其他任何东西。"⑥ 而这种"经济基础"是国家运用政治强力这

种"非经济形式"的赋税获得的⑦，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经济行为

建立起来的。

赋税尽管是一种"非经济形式"，但它与社会经济、政治，与

人民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国古代的先贤们不仅已

经有了足够的认识，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这种形式去干预社会经

济，影响社会政治，调节人民生活。远在西周时期，国家就采取

了对不种树者、不务农者，→律征税的措施，以调动人们植树、务

①《李舰集》 卷十六《富国策》 第二。

② 郑樵 (通志》 卷六十一 《食货》 一.
③ 《 国语·周i吾上》 。

④ 事见 《左传. {离公二年儿

⑤《周礼地宫·大司徒>> .

⑥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儿

⑦ 参见马克思 << 报刊和军事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 6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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