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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谁夺走了我们的富裕感？
谁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为什么茅盾文学奖越来越没声息？
⋯⋯超越《狼图腾》的心理结构；“百富校友榜”背后的浮躁；中国股市，困囿于信用空洞化；权谋
文化与我们现代化公民意识的缺失⋯⋯敬请关注本期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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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农村面临决定性巨变　中国经济需要减速　谁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龙永图：中国不能赢家通吃
　中国需要低调一百年　安理会改革冷眼看2005，金融改革迎来黄金时间　亚太之链　反思五年房改
　谁夺走了我们的富裕感--解读长三角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困惑　“穷人经济学”振聋发聩中国股市，
困囿于信用空洞化　股市是社会正义的测验场　上市公司高管凭什么接连加薪不要到危险来时才磨
牙--世界500强企业与大学生、求职者的对话　不能及时成功就是失败　盖茨给毕业生的人生箴言三口
之家　女人，你们为什么不优雅　中国式婚姻未来十大变化陈丹青追忆陈逸飞：“没有人能够替代他
”　约翰·保罗二世他是谁　高贵的傅聪　林肯的家教不可不知的人生定律　世界上最经典的几句话
　心灵的韧度　做聪明人易，做善良人难警惕网络骗子　中国NEET：逃避长大的一代　物质刺激与
道德觉醒　“宜居”：城市发展的关键词“百富校友榜”背后的浮躁　讲师之死与大学之痛　语文教
科书之变　“成长压缩”：尴尬的儿童版青春课题　以哈佛论成败是素质教育的噩梦　美国教子的七
大忌讳职业体育竞争中国热度　大脚解围（外一篇）　用球杆挣回人生戛纳精神与法国电影吴敬琏：
莫扎特伴我一生贾平凹：悲凉慢板唱《秦腔》失衡的出版业权谋文化与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缺失超越
《狼图腾》的心理结构扪诊中国法律核心价值危害人类文明及生存的十四大因素互联网正加紧颠覆电
视尖端武器五大亮点钱钟书谈上海人连宋大陆行。
台湾民意如何孔子在欧洲国外百姓怎样买房经济学者应该超越“阶层利益”“洋快餐”的五宗罪鹰的
启示今日说法语丝封面图片《上升的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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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中国农村面临决定性巨变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安徽来安县60多岁的农
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门口贴的一副对联。
受益于农业税的减免和“三补”，葛美如家里增收了近千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宣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于明年彻底退
出历史舞台。
这意味着中国“以农养政”时代即将终结，无疑是带给中国农民的最大福音。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咏着“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
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的农诗，唱着“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
只留一斗完婚嫁，愁的人来好白头”的民歌，忧愁而无奈地抒发着内心的苦恼：农耕苦、苛税重。
    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农业的耕作方式、土地制度乃至国家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不断
的演变和发展中，但中国农民却始终处于税赋制度的最底层。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
农民生活维艰，而农村各级官吏则要“催租求考课”，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恶化。
    直到中国政府终结“皇粮国税”的宣言发表，中国人才第一次相信，“种地”与“交租”并非天生
一对，苛捐杂税理应远离农民。
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的举措是事关农村经济利益大调整的重大决策，目的在于真正实现“耕者有其利
”。
    中国政府的农村税费改革因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也被称为1949年以来继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初期
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的“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内的改革，而是一场关系到农村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如何去适应经济基础的一个
大改革，它必将全面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
    人们还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步伐，以帮助占世界人口15％的9
亿农业人口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共享发展成果，既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深刻的改革也将这样的课题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农业税减免之后，财政缺口如何填补?乡镇
机构如何改革?基层干部如何服务农民?还有哪些相应改革要跟上?随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迈出了第一步
，一场涉及农村发展全局的深层攻坚改革已经开始。
    免税：贯彻“新重农观”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生活在严苛的税赋制度的最底层。
就在前几年，中国农民不仅要依据耕地面积和产量缴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还要缴纳用于维
持村级组织运转的“三提五统”费用，此外每年还有义务劳动等负担。
    也许有人并不知晓，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
城市居民，税率达到8．4％。
    农民们常把农业税称为“公粮”，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也许负担不算重；然而，在很多地方，向农
民“搭车”收费的项目并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
在背负着众多税赋与收费的广大农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
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
”    资料显示，一些地方机构人员臃肿，平均每30位中国农民养活1名乡镇干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前
，中国每年征收约600亿元人民币的农业税。
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幅连续5年递减。
    “为农民减负，帮农民增收”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
2000年，安徽省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统”、义务劳动这
一征收40多年的税种被取消。
    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减税，并非执行国家的“规定动作”，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推出的“自
选动作”。
人们看到，取消农业税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事实上恰是越贫困的地区，才越需要取消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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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此次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动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
    “中国农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但只有这一次才真正距离理想这么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说。
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郑重承诺，5年内免除农业税。
而今，这个时间表又提前了2年。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提前宣告终结，体现的正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以民为本”的“新重
农思想”。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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