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呢？还不够。还应当象赵奢那样会做宣传，讲

清道理，使人人知法守法。全国财政监察工作

会议，上海财政局的同志总结了三句话：“晓之

以理”，“导之以规”，“绳之以纪”（或绳之以

法）。先说服，后引导，迫不得已最后再绳之

以纪或绳之以法。我相信，我们的税收干部比

古代的赵奢会做得更好！

读史随笔

巴 黎 公 社 与 税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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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政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

与她的财政税收，有着本质的联系。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历史上无产阶级税收与

巴黎公社的关系。
公社失败，有多种原因，本文只谈她与税

收的关系问题。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国巴黎的工人

阶级，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创建了无产阶级专

政的雏型——巴黎公社。
资产阶级出于反动本性，要扼杀这个革命

政权，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利用一切手段、
包括经济手段，将整个巴黎重重包围起来。

公社为了保卫自己，她的财政委员会，每

天早晨必须支出六十七万五千法郎薪饷，供应

二十五万人的军费和给养。在革命胜利之初，没

收的财产和资金较多，如三月十九日，就掌握

了五百八十万法郎。收入大于支出，这对于公

社战士人数激增，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是一个

十分有利的因素。
从公社整个革命期间的财政收 支 情 况 来

看，支出总额四千六百三十余万法郎；她的收

入，除了在敌人国库和银行等获得部分款额以

外，查核法国史料，三月二十一日，公社征收

了五十万法郎的税款，在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

的时间内，仅消费税局就收入一千二百万 ①。
在三月份以后，没收的收入不多了，邮政局、

消费税局、直接税局、烟草税、注册费、印花

税等经常性的税收收入，就是公社维持政权的

主要经济来源。
后来，由于公社领导的原因，使得凡尔赛

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无产阶级政权刚刚建立，

还没有学会管理经济，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擅长

经济管理的技能，在巴黎城内活动猖獗。公社

《行动报》主编，普·利沙加勒回忆当时的情

景说：“在凡尔赛的暗中指使下，大部分官员都

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市税务局、马路上的照明

设备，商店和市场，公共救济机关和电报局。
总之，这座拥有一百六十万居民的城市的一切

生活设备都必须重新建立。有几个区……钱柜

搬走了。兵站留下了六千名病员，医院和诊所

里没有一文经费。梯也尔（反动头目）竭力使

一切都陷于瘫痪状态，连公墓也不例外”②，
这种大规模破坏的结果，不但引起了社会秩序

混乱，而且，迫使财政并不富裕的公社，不得

不大量地增加财政的支出。问题还不 仅 仅如

此，更加严重的是，敌人利用当时城门开放的

机会，诱迫所有稍微有些钱的工商业主，多逃

离巴黎。“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

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③，“搅乱了我

们城市里的商业”④。再如邮政局也是当年税

收收入的单位，但 “三月三十一日，邮政局长

拉姆庞……在破坏了整个邮政组织以 后 逃 跑

了”，“整个邮政组织处于混乱状态，各分局

都已关闭，邮票被隐藏起来或是运走，物资、

印章、邮车等都被 盗 窃走了，金 库 不 存 一

文”⑤。正是因为这许多企业的停工和商业、

邮政等部门的被严重破坏，使工商企业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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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来源，日见短缺。而税收来源越 来越 减

少，公社财政的支付能力，就显得 越来越糟

糕。到五月份，敌人 “焚毁帐簿”，胁迫“商

店关门……”最后，公社因断绝了 税收 的 收

入，财政上甚至连购买战士口粮的钱都难以付

出。这样，使公社的 “捍卫者由于缺乏面包而

陷入绝境”⑥，……由此可知，税收来源一天

天减少，财政支出却一天天增加，这种入不敷

出的财政，是当年公社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沉痛教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革命必须要有物资

保证，物资在财政上的反映，就是货币。公社

初建，有足够的货币来源，供给军费与政府开

支，这对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是很大的支持。
政权建立以后，国家机器运转 和 战 事 耗

费，同样离不开经济。凡尔赛那伙老奸巨猾的

痈疽们，深知政权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抓

住公社忽视经济管理的弱点，几经阴谋策划，

军事上无力对抗，就利用他们熟练的经济管理

手段，从破坏巴黎的生产着手，造成工商企业

单位停工停业，使公社的税收来源断绝，财政

丧失支付能力，从而挖掉了公社赖于生存的经

济柱石，……就这样，它们达到了反革命的罪

恶目的。
这一个税收与政权的关系，或多或少的证

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的预言：“废

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共产党人认为，
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 阶级 的 必然 结

果”⑦。因此，无产阶级的税收，是巩固和发

展革命政权的一部分重要经济基础，是可靠的

财政收入来源。也正因为如此，苏联 “十月革

命”胜利后，列宁就强调，“巩固苏维埃财政是

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我们的财政机关必须

用全部力量在最短期间作到靠税收来保证工农

国家的一切国家机关为进行应办的事业所必须

的资金”⑧，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我们的财政

供给是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

的。……取之于民这一方面，这就是粮食和税

收。”⑨ “要建设，就要资金。”⑩ 周恩来同志曾

经有过更加具体的指示：“税收是国家动员社会

主义资金积累的一种主要方式。”（11）……

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权与税收关

系极为密切。马克思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

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12）那么，要

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扩 大 税收 渠

道，使财政收入更加可靠，这对于调整和发展

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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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弹面前 贾肇曾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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