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税收法律主义的历史源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英国税收法律主义的历史源流>>

13位ISBN编号：9787511833556

10位ISBN编号：7511833551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李建人

页数：318

字数：3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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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税收法律主义的历史源流>>

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英文财税史、宪政史和法律史著作，同时梳理了我国史学界近30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在
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1066年“诺曼征服”到1689年“光荣革命”时
期英国课税权的历史变动轨迹，对英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英国议会制度的变迁、英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等问题也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剖析。

《英国税收法律主义的历史源流》笔者李建人认为，英国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演变的中心线索是税收封
建契约主义向议会课税权的转变。
在议会课税权的形成过程中有两条斗争线索：主线是国王和议会对课税权的争夺，1689年《权利法案
》树立了议会课税权的法律地位；辅线则是议会上院和下院对课税权的竞争，1949年《议会法》确立
了议会下院对课税权的独占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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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人，汉族，1973年7月生，山西临县人。
1997年、200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分别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
学院。
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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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增值税》（《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维度》（《南开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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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外，英格兰封建社会还存在政治效忠的自我悖论。
如前文所言，Willson认为，封建社会的诞生是因为当时西欧统治者陷于频繁战乱，无力保护领土上的
居民免受萨拉逊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挪威人的侵犯。
这似乎表明，西欧封建社会建立的理论设想是国家面对长期外敌入侵的军事危机，赢弱的中央政府无
力单独为全体臣民提供安全保障，故而地方封臣分担了维护公共安全的部分责任，如自带骑士和装备
随王作战。
在这种形势下，封建制度确实显现出了它的优越性。
但是，1066年后，英格兰基本上不再面临外敌入侵的困扰，对外战争（主要是针对法兰西）也不再是
出于地方封臣和英王的共同利益考虑，而是变成了英法两国君主之间的冲突，男爵自然没有参战积极
性（兵役免除税的出现也许亦有这方面的考虑）。
 三、封建贵族的反抗斗争 出于历史条件的原因，诺曼征服之初，英格兰继续实行封建土地分封制在
所难免。
其结果之一就是，附庸的经济军事实力逐步膨胀，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央权威的威胁。
威廉一世人为割裂男爵封地，谨慎建立伯爵领地，甚至最后明确安排索尔兹伯里盟誓，都是试图割裂
诺曼底传统封建制度所倡导的男爵的附庸对男爵的直接效忠义务。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如此，英王仍然无力抵挡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制度的强大惯性。
在亨利一世时，领主和佃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日益密切，俨然如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般，英王对
中等佃户以及其他小佃户的控制已经渐趋微弱了。
这为封建民主机制的发生提供了基本的土壤，并生长出《大宪章》这颗宪政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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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税收法律主义的历史源流》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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