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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下经济学是显学，但是从属于经济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并非如此，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
究难点和重点的中国财政思想史更是门庭冷落。
约一个世纪以来，虽然历经若干代学人的艰难开拓，中国财政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
其发展并不平衡。
与古代财政思想史和现代财政思想史的丰硕研究成果相比，晚清财政思想史（1840～1912年）的研究
明显薄弱，迄今尚无专著面世。
　　研究薄弱并不意味着研究不重要。
诚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中，晚清财政思想史只占很短的篇章，但是它开辟了中国财政思
想史的新时代。
晚清70余年，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在民族危亡的忧惧下，晚清学者开始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自觉地引入西方市场经济思想和民主政治
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中国财政思想。
这使得晚清财政思想逐步摆脱了传统财政思想的桎梏，转而朝着现代财政思想的方向发展，这标志着
中国财政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这一角度讲，晚清财政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今的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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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晚清财政原则思想、财政收入思想、海关关税思想、外债思想、财政支出思想和财政管理
体制思想等六个方面入手，对晚清财政思想史进行专题式体系化研究。
通过对以上六个专题的研究，本书勾勒出晚清财政思想的全貌，理清了晚清财政思想发展的脉络，初
步实现了晚清财政思想的体系化，并且指出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标示出晚清财政思想的发展规律
，这使得晚清财政思想史不但揭开了中国财政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序幕，而且对今日中国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财政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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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减轻农民负担1860年，李秀成请求对农民减税，实行轻税政策。
洪秀全下诏，“朕格外体恤民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
正式确定轻税政策。
第一，富人纳重税，贫户纳轻税的区别对待政策。
太平天国政权对地主富户课以重税，并勒令共捐军饷，代替贫户纳捐税。
如果地主富户不按期交纳，则采取各种办法追索。
对贫户则课以轻税，无力完纳者，予以减免，往往不予课究。
1861年11月，在乡间“稽户口、立门牌，牌价有数十百金不等，贫民不逮，并责于富民⋯⋯曩称富人
，重为刻剥，名日“大捐”。
第二，薄赋。
与清政权的“厚赋敛”不同，太平天国政权实行轻税政策。
当时太平天国政权规定，“每丁耕四十亩，纳赋三石六斗六升，钱三百六十文”。
这比清政权田赋的名义税率大约少一半，而且太平天国的田赋并无浮收、折征等额外负担。
李秀成在苏州时，曾“将郡县百姓民粮，各关卡之税，轻收以酬民苦”。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控制范围内的田赋负担明显轻于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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