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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关永强编写的《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的内容提要如下：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一同构成了经济体的两个最基本面。
就近代中国而言，收入差距总体是处在扩大之中的，这主要体现为城乡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地
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农村，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似乎比不同阶层间的差距更为明显。
在城市，近代工厂的年均利润率在10％以上，而工人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却只有1％左右。
随着农村地区富有人群和知识分子纷纷携带财产涌入城市，城市化进程有了相当的进展，中产阶级也
正在形成当中，然而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却是很不成功的。

相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最底层收入者的生存状态似乎更值得我们忧虑。
而与国内的收入差距相比，更令我们吃惊的，则是近代中国国民收入向国外的巨大的漏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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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永强，1978年11月生，安徽铜陵人。
200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世界经济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200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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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起供职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经济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理论，曾在
《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译著有《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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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兴趣主要在1929年大危机和经济史学的产生这两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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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晚清新政改革时曾试图削减地方督抚的财权和军权，强化中央的收支管理，结果却
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离心趋势和清王朝的覆灭。
北洋时期，中央的控制力量更趋式微，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划分也因此而得以制度化，1912年颁布
的《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和《国家费目与地方费目暂行标准案》，正式把各种税收和财政开支分
为国家和省级地方两大系列：中央管理的国家税收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常关税、印花税和烟
酒税等，对应官俸、立法、外交、司法、债务和军费等财政开支；而地方各省税收则包括田赋附加税
、商税以及各行业的杂项捐税等，其对应的开支则以教育、警察、实业、卫生、工程、救恤和自治职
员费为主。
 这种分税制意味着一种由税收分立而对应的政府分工体系，中央税收基本是相对比较容易征收的税种
，其用途也主要是维护国家内外安全和立法司法；各省的税收相对庞杂，征收难度较高，其开支也主
要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维护日常秩序的稳定。
从表面来看，这种分工体系是有利于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由各省着力发展经济和改
善民生的。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北洋政府并未能有效地控制各省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各省督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
自行其是，因此分税制的推行等于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了这种以省为单位的半割据状态，乃至对这种状
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中央政府的式微，地方政府和军阀日益不按照法律规定的收支范围行
事，而往往为了军阀之间战争的需要自行开征各种苛捐杂税，甚至提前预收若干年的田赋，对各项应
解中央的款项和税收也越来越大肆截留，导致了中央财政迅速崩坏，从而使得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
税收和开支上的分工根本无法实现：中央政府财政枯竭，无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秩序；地方收入则大
量被用于军阀混战而非改善民生，既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家利润的积累，也未能保障下层民众
的基本生活所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对分税制进行了调整，一方面裁撤厘金，由中央开征统税，另一方面
，把田赋划归各省，但由中央制定土地法大纲。
这次调整建立了以关税、盐税和统税为主体的中央税收体系，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安全，但并没有
改变省级政府财力过大的局面。
因此，在1934年、1941年和1946年，国民政府又对分税制分别进行了三次调整，最终形成了中央、省
和县（市）三级财政分税制体系：中央税收包括关税、盐税、货物税、所得税、遗产税（55％）、印
花税、矿税、营业税（直辖市收入的30％）、特种营业税和土地税（县市收入的30％和直辖市收入
的40％）等；县（市）级税收包括土地税（50％）、契税、遗产税（30％）、营业税（50％）、土地
改良税、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和筵席娱乐捐；而省级财政则包括营业税（50％）、土地
税（20％）和契税附加。
这种新的分税制体系既集中了中央财权、削减了地方财源，又通过土地税、营业税和遗产税等的三级
分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还兼顾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平衡发展，保障了县（市）基层财源
的充足，以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可以说是一套比较成熟有效的现代分税制体系。
如果这一分税制体系得以有效推行，本可以起到促进工商业发展和保障基层民生的作用，只是由于国
民政府后期滥发货币，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加之官僚资本掌控财政部门，任人唯亲，导致这一体
系最终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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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从收入、消费和地权这三个角度，纵
向考察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情况；中篇则从横向的视角，对城市富有阶层、中产阶级、工人和
一般市民等的收入情况分别进行了详尽的估算；下篇从政府财政、外资企业和国际市场等角度，对前
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最后提出作者的一些推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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