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全国财赋数作了比较，指 出仁宗庆历 八年，距 真宗

时约四 十余年，纳税户籍 并无多大 增加，土地和出产

物比过去 只 有减少，而岁入竟 增加 了一倍 多，主要是

“重率暴敛（加重 了税 课税率和 增加了各种名目的法

外苛征）日 甚一日” 所造成的 结果。他认为要以 安民

为先，从苏解民 困入手来 整顿财计。在他担 负内外财

计之责时，即按 照这一主张，针对一 些弊害较大的事

项予以 免除，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人民的苛什负担。

宋代的差役（即规 定人户的财产等第，轮流为公家办

理运输保管物 资等任 务）是一种 十分繁重的义 务劳役，

不少应役者常为此 而倾家荡产。对于这些强课 要索，扰

民不浅的弊政， 经他 列报危 害情况 ，都奏请罢去。

说古道今
两种“取之于民”

王 者

从古至今，财政收 入都是 “取之于民” ， 这是没

法改 变的。但是怎样取 法，古今却大 相径庭。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任何一个朝代（包括民国时

期）的财政收 入，都是来自对人 民的搜 刮。 当 然搜刮

的手段不尽相同：有缓 有急 ， 有明有 暗；有 “轻徭薄

赋” ，也 有 “厚作敛于百 姓” 的手 法。但是 ， 万 变不

离其宗，都是把老百 姓 的一部分 财物 拿去 ， 以 维护其

专制统 治，供 剥削阶级 统 治 集 团享用。

这种财政搜刮，一般有 如 下 的特征：

一是税种品 目繁多， 无奇不 有。以 田 赋为例 ，其

各地附加税目，五花八门 ， 难 以 胜计，如戏 谷 ，活 泼

捐，伙 食不敷费，制 服 费，灯油 费，团 练 费，修建

费，疯人 口 粮 费，赔 款随 粮捐，铁 路捐，学捐 ，警

捐，等等。1934年，国民党的一份资料 上记 载：江苏

省的田 赋附加 有147种，浙 江73种；10种以 下的 只 有

6 个省。有的地方，田 赋附加的征额 往往超 过田 赋正 税

一倍至数倍。有的地方，田 赋还有 预征，预征 三五年是

常事，最多的竟预 征五 六十年。盐 税也 有种种附加，

往往也超过正税。厘金是十九 世纪 五 十年代由地 方开

征的一种商品 通过税，各地官府和驻 军 任意在其势力

范围设卡征税 ，形成五 里一卡、十里 一局反复征收的局

面： “卡若栉比 ，法若凝 脂，一 局多卡，一卡多人，

只 鸡尺 布，并计起捐，碎物 零 星，任意 扣罚 ，行旅叹

愁，衢路荆棘。”

二 是层层勒加，处处横索。除 了众 多的税 种税 目

外，在征收过程 中还要增 加种种 勒索。如田 赋交粮要

加征雀鼠耗、升斗耗、仓伤 耗、州 用耗等等，交银要

加征火耗、平余等等。 这类加耗越加 越多，以 至出现

“税轻耗重，数倍于正 额”的怪事。 又 如 田 赋 交粮 本

有规 定地点，但官府忽以 “支应 边 郡军需” 或 “以 有

余补不足”等名 义，令 缴 粮 户改送远 地 交 纳，名 为

“支移” ，有的竟要送到 几百 里外。缴 粮户不 堪误 工

费 钱，官府就 乘机勒索 “支 移脚 钱” ，交了这脚钱就

可 免予支移 ，但这脚钱往往高 达应 交粮 的 百 分 之 几

十。还 有 所 谓 “折 变”，即原 来征 粮的忽然要改征

钱，征 钱的要改征粮；或征 米改征麦 ，征 麦改征 米。

而改征物的折价，由官府任意规 定，如改征 粮 为征 钱

时，官府提高所征粮价，并仍 加支 移脚钱和 仓耗等：

改征钱为征粮时， 则压低所 征粮 价；这样，不管如 何

改征， 农民都得多交成倍的田 赋。至 于各 级征税 吏胥

的贪污勒索，那是所在多有，千年 相 沿 ，老百 姓 已是

司空 见惯，惟徒 呼奈何而 已。

三是专征 穷人，偏袒豪强。在 中国 历 史上，剥削

阶级的上层人物 ，向 来 有种种 特权，包括可以 免税 免

役 ，这无庸 多说。 而 在基 层，如 各地的一些 大地主，

或则依 仗 “朝中有人” ，或则 贿通 官吏，对田 赋可 以

少纳 或不纳。清同治 时江苏 巡抚丁 日昌曾说： “苏属

漕粮，各县有 大小 户之分，大户 或至一 文不收 ，甚有

包揽小 户者；小 户 则每石 十 余 千或七 八千，并无 在六

千以 内者。” “江北漕价，向有 绅户 民 户之 别， 又 有

城 户 乡户之 别。绅户每石 有全不完 者，有 收 二 千 余文

者， 有收三千 余本者。……乡户 民户 则 有收 六 七 千 文

者，甚有收 十五 六 千 文者。”这类 情况 各代多有、各

地多有。所以 长期以 来，一向 是 “豪 官兼并，广 占阡

陌 ，十分田 地 ， 才税二三”。到 了国民 党统 治时期，

这种情况 有增无已， 连官高材 料也 无 法讳言： “查各

省田 赋，近年附加重叠，超过正 供 ，恒 逾数 倍。而同

时田 赋定额 ， 则收数 日短。究 其 原 因 ，皆由各地显达

豪强，凡拥有多数田 产之地主， 率 多恃势 滞纳。……

积习 相 沿 ，俨同豁免。甚至彼 辈之宗族 亲属，亦皆托

其 包庇，假借势力随同抗征。……故 无论正 供 附加，

只 由薄田 无多之驯弱小 民独 产苛重 之 负担，而 豪强 不

与焉。” 这一时期在城市里 ，一般 中小 工 商企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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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受官府搜刮之苦，而且横遭通贷膨胀、物 价飞涨之

害 ，挣扎度日，相继倒闭， 以致整个社会 经济日趋危

殆；而蒋宋孔 陈 “四 大 家族”所拥有的大企业，则利

用特权，乘机倍 获厚利而 不担税 负，因而在 当时破 残

经济中却能积 资美金二 百多亿元，成 为蒋家王朝掠夺

人民血汗的一个标 本。

社会主义财政 “取之于民” 不同 于旧 中国 几千年

的财政 ，在于它是和 “用之 于民” 相联 系的。正 如 马

克思所指 出的： “从一个处于私人地 位的 生产者身上

扣除的一切， 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 来为处 于社会成 员

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 利”。也就 是说 ，“取”与“予”

是密切结合的，每个成员在 发展 国民 经济 的 各个环

节、各个岗位、直接或间接作 出一 份贡献 ，除 了从工

作单位得到工 资、福利等报酬外，还可以 从社会福利

中获得补偿。 “取” 为 “予”作 准 备、创 条件，保证

“予” 的实现。取去的又 会返 回 来。这个 “取” ，促

进 了 社会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是 充满 了积极因素

的。这和 1949年之前几千 年的 “取之 于 民” 虽 是 同

名，却有根本的不同，存 在 本质的区别。

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 就为我们

的财政工 作指 出了正 确的方向：“从 发 展国民经济来增

加我们财政的收 入 ，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 本方针。” 新

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财政就 是按照这 个方针做的。

1950年的财政收 入为65 亿元，其中 来自国营企业和合

作社的 缴 款 占 34.1 % ，来 自私 营工 商 业 的 缴 款占

32.9% ，来自个体 农民的 缴款占29.6% 。这是建国后

头一年财政收 入的组成，反 映 了当 时 旧 基 础低的现

实。十 年 之后 的1959年，财政收 入增至520亿元，为

1950年的800%。这十年间，工 农业总 产 值增长4.3倍，

其中工 业总产 值增 长10.7倍，这是我们财政收入能够

成倍增长的坚实基础 ，证明了从发 展国民经 济来增加

财政收 入 的 方针 是十分 正 确的。这520亿元的财政收

入，来自国营经 济的 缴款已占到87.9% ，农 村人民公

社（包括国家下放到公社的 企业）缴 款占 11.3% ，私

营工 商业和 个体农 民等的 缴款只 占0.8% ，这 既 反映

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巨 大进程 ，也反映 了工 业化的迅速步

伐；从中可以 看出，今后从发展国民 经 济来增加财政收

入，已 经具 备了更 加 优越 的条件。1983年财 政收 入

1，211亿 元， 为1950年的1，863%；其 中各 项税 收776

亿元，企业 收 入241亿 元，绝大部分来自国营 经 济。

今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顺利进行，工 农 业生产日

益增长，经济效益日益 提高，国 家财政收入的增加，

就 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我国 新型的社会 主义财政取之

于民的特征，必将 得到 充分的发挥。

说古道今
谈谈“合理负担”政策

的提出和执行

冯田 夫

编者按：我刊1984年第 4 期 发表了戎

子和同志《晋冀 鲁豫边区财政工 作的

片断回 忆 四 、合理 负担与统一 累进

税》的文章，文中讲到 了晋冀鲁豫边区

1938年到1943年期间对农民征税 实行

合理 负担政策的问题。现应读者的要

求，我们请财政科学研 究所冯田 夫同

志对“合理 负担”政策的提出和执行

过程等情况作个简要介绍，供 读者参

考。

合理负担，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的财

政政策。
合理负担最早是阎锡山提出来的一个政治

宣传口号。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 后，中国 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根据国共两党 达 成 的 协

议，奉命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当时，为了动员

群众支援八路军的敌后抗战和扩大、巩固山西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第二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了谈判，双方达成协

议，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

委员会”。这是一个抗 日 民 族 统一战线的组

织，由各党派、各军政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的代

表参加。周恩来为该组织起草的宣言中，经过

协商采纳了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主张，并

把它作为该宣言的三大原则之一，明确提出了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说古道今
	两种“取之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