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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国税”的终结》

前言

　　近些年来，唐仁健同志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国家实施这一重大改革举措
的过程中，他既是参与有关决策的政策咨询者，又是对农村税费制度的历史、现状和前瞻做潜心研究
的思考者。《“皇粮国税”的终结》并不是一部纯学术的著作，而是一个参与了这项改革决策的实践
过程的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者的亲身经历、体验和思考的结晶。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提供了有关我国农
业、农村税制的历史沿革、国际比较、现行我国农村税制的理论和体制基础等较多理论分析色彩的内
容，更提供了关于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实际进展情况的大量前沿信息，以及作者从特定国情和发展阶段
出发所分析得出的关于我国农村税制继续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的思考。《“皇粮国税”的终结》实际上
也并不是一部关于税制问题的专著，它更多的是在剖析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农业、农村、
农民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因此，阅读这部著作，对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
问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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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国税”的终结》

内容概要

《“皇粮国税”的终结》内容简介：西方谚语说，人的一身唯一确定的事情是死亡和税收。这表明了
赋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亚当·斯密称，财政乃“庶政之母”。我国唐代著名理财家杨炎也讲过，“
财赋者，邦国之本”。这又表明了赋税制度对国家、对政府的极端重要性。
由于对中国农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客观上有一个过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今后较
长一个时期还必须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加之他们又处于弱势地位，研究农业赋税制度，提出切实可
行的改革方案，堵住伸向农民的各种“黑手”，对农民实在是一个“福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
“德政”，是新阶段农村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怎么估计作用也不过分的一项重大变革。
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有交“皇粮国税”的习惯。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现行农业
赋税制度与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太多的相似性和传承性。于是，本文一开始把目光伸向了“远古”。
通过“历史”的分析，我们发现了自“三代”（夏商周）以来农业赋税制度的基本线索：土地及其附
着产生的农业收入一直是国家税收的基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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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国税”的终结》

作者简介

唐仁健，198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农村组局长。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西南财政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
等刊物发表文章近100篇。与万宝瑞、黄佩民合著《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规律性问题研究》（农业出版
社1998的上6月第1版）曾主持部级课题十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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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国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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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国税”的终结》

章节摘录

　　明朝中期，封建王朝开始由盛转衰，土地兼并又趋剧烈。大量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里，他们千方
百计逃避国家赋税。明代仕宦和缙绅之家享有免役特权，无优免特权的地主和农民常将自己的田地寄
在这些人家的名下，以逃避赋役，称“诡寄”。一些大地主还将田产零星分附于亲邻、佃仆等户名下
，以逃避差徭，称“花分”。将田产请托缙绅冒认他们名下，以减轻赋役，称“投献”。这种情况，
严重影响国家田赋收人。同时，由于巨额军费和宗禄支出，以及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财政支出却与
日俱增。国家每年财政收入，不足财政支出的一半。明神宗时期，张居正任首辅秉政，为了抑制兼并
，均平赋役，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进行赋役改革，
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1）把明初以来分别
征收的田赋和力役合并到一起，如里甲、均徭及杂役等总编为一条，并入田赋一起征收。这样，一条
鞭法所征课额中，既包括田赋和各种杂税，也包括各种力役。（2）一条鞭法规定赋额一律按田亩计
征，占有土地多的要多征，少的就少征。这就必然要增加大土地占有者的赋税，而减轻少地和无地农
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完全以田亩这征课对象，比两税法更彻底地体现了以财力为基础，以贫富为差别
的征课原则。当然，一条鞭法在量地时也要计丁，没有彻底废除丁银，有丁无粮之户，仍纳丁银。
（3）赋税一律征银，由过去的银物兼课变为完全以银纳税，从而把实物税全部转变为货币税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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