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丁为本农税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丁为本农税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9164871

10位ISBN编号：710916487X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谷小勇

页数：2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丁为本农税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多年修习农业经济史，于中古农业税赋用力最勤。
人丁为本税制是在其研究租庸调时，渐悟魏晋人丁制对唐代税制和田制改革巨大的前提背景意义。
唐宋以降大行田亩为本税制，并不断强化至清代达于极致。
这是中国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大概也是世界税史走向资产为本的共同潮流。
对此深层次问题，今后尚需进一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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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一人丁为本农税的渊源、　　成因与形成轨迹　　人丁为本农税是在晋唐时期历史主体--
战争的冲击与作用下，政府汲取东汉建安九年曹操颁布租调令之前农业税制发展的成果，历经500余年
而形成。
　　第一节人丁为本农税的渊源　　从浅层面看，人丁为本农税似乎是晋唐时期政府为适应频繁战争
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全新独创的一种农业税制。
但与东汉建安九年曹操颁布租调令之前的农业税制比对，可发现它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继承后者并予以
再发展的结果。
　　一、三代田赋课征　　在人丁为本农税中，田赋是农业税的三个主税目之一。
这继承和延续的是父系氏族公社以来的做法。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为“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使以前被
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和“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
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①，氏族首领们建立了军队、警察、监狱及各种管理
公共生产生活的机构，并依靠它们强制和无偿地课征自由民土地上的一部分收获物，以作为维持它们
运转的费用。
这部分收获物就是最早的农业税--田赋。
三代和秦汉时期，国家的建立及其权力的不断强化使国家机器变得更加庞大，所需费用也更加多。
而这一时期人们基本上都以经营土地为生，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经济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各朝就把田赋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发展到晋唐时期，整个社会以经营土地为主的状况未有重大变化，获得较多财政收入的目的使各朝仍
必须继续课征田赋这一税目。
但在田赋课征制度制定方面，人丁为本农税更多的是继承了三代田赋课征的方法和思想，并把它们应
用到了其他税制要素内容的制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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