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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旨在揭示财税法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在中国近代兴起、形成、发展
、演变的历史，探求其在学科发展上体现出的价值目标和研究方法，发现学科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
隆替、法治兴废之间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以期贡献于现实的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 
《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分为导论、第一至八章，共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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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

作者简介

杨大春，江苏省镇江市人。南京大学法学学士，苏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后。现为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曾出版《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中国房地产税收法制
的变迁与改革》等专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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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酝酿与初生：晚清财税法学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中财税法律知识的积累 　第二节 维新运动
中财税法律观的产生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财税法学的起步 第二章 形成与发展：民国财税法学 　第一
节 财税法学的进展 　第二节 财税法学的成形 　第三节 财税法学的深化 第三章 近代宪法学中的财税
理论 　第一节 宪法中的财政立法研究 　第二节 宪法与预算的关系研究 　第三节 宪法与财税行政的关
系研究 第四章 近代财政法学 　第一节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财政收支划分法研究 　第二节 预决算法
制研究 　第三节 公债法制研究 　第四节 金库法制研究 　第五节 会计、审计、统计法制研究 第五章 
近代税法学 　第一节 税法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节 税收实体法研究 　第三节 税收程序法研究 　第四
节 税收诉愿诉讼法研究 第六章 近代财税法律价值观 　第一节 法律价值观概述 　第二节 近代财税法
学中的目的价值 　第三节 近代财税法学中的工具价值 第七章 近代财税法学方法论 　第一节 法学方法
论概述 　第二节 近代财税法学方法论(一) 　第三节 近代财税法学方法论(二) 第八章 总结 　第一节 近
代财税法学的成就 　第二节 近代财税法学的特征与不足 　第三节 启发与思考 附录 近代财税法学成果
及大事编年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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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宣布采纳西方优良政治，改变治国方略，开始新政建
设。1902年，清政府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两人为修律大臣，成立修订法律馆，开始新政中的主要工作
——修订法律，制定新法。1903年4月，清政府设立财政处，统筹全国财政事宜。1905年，政府派遣载
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五大臣归国，建议朝廷效仿英日，实行君主立宪。8月，清
廷御前会议决定“预备仿行宪政”。9月1日，慈禧宣布“预备立宪”开始。11月，实行官制改革，宣
布将户部改为度支部，负责全国财政事务。1907年8月，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研究
制定宪政制度。次月，决定筹设资政院，作为日后设立议院的基础。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钦
定宪法大纲》，宣布自该年起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1909年10月，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各
省作为代表民意的谘议局相继成立。1910年10月3日，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
常年会。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21日，宣统帝下诏退位，清王朝正式结束，清末新
政也不了了之。在11年的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非常重视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主张“以清理财政为预
备立宪第一要政”①。为此，朝廷先后设立了财政处（1903年）和度支部（1906年），作为财政改革
的领导机关。1909年1月11日，清廷发布上谕，公布由度支部负责制定，宪政编查馆予以增订的《清理
财政章程》，希望以此“截清旧案，编订新章，调查出入确数，为全国预算决算之预备”。1910年11
月，清政府开始第一次编制国家预算。1911年1月28日，由度支部负责制定的，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国
家预算方案——宣统三年预算案正式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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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8月，我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转入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任教。财经类院校以财税、会计等专业为
主，法学教育理所应当与财税主流相结合。为兼顾大局和自己过去的学业，我选择做近代财税法史研
究。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王鸿貌教授无私的帮助。王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良
师益友。谨借此处对老师聊表谢忱！2006年4月，我有幸投入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
研究。我向导师提出，希望将“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或“东吴法学院历史研究”作为自己博士
后阶段的主攻方向。在我提出请求的次日，即得到何老师的回复：“作财税法学史研究。”于是，我
就定下了博士后期间的方针大计，开始了近三年的忙忙碌碌，有了眼前这份草就的文稿。感谢何老师
的接纳和栽培。不足之处，实是缘于我自己的愚钝和固执。2008年4月，在出站报告答辩会上，何老师
提议将报告纳入华政的出版系列。出站后的一年间，我与何老师没有任何联系，连逢年过节的一声问
候都没有。然而，当2009年3月，我再次突然找到何老师，征求出版意见时，老师又毫不迟疑地答应予
以出版支持，并且立即联系出版社，安排相关事宜。每次回想与老师不多而亲切的见面，总如春风化
雨，心灵为之触动。老师的长者风范和当年圣约翰校园的静谧典雅永留学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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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晚清财税祛学民国财税法学近代财政法学近代税法学近代财税法学方
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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