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收与民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税收与民生》

13位ISBN编号：9787509524381

10位ISBN编号：7509524385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

作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编

页数：2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税收与民生》

前言

　　民生是个古老的话题，备受古代仁人志士之推崇。关注与改善民生，乃中华民族传统治国之重要
理念。“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等文献论
述中所蕴含的民生理念，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优秀因子和社会各界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
。同时，民生又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主题词”，它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每个时
代民生的内涵和重点各不相同。近几年来，我们党立足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将民生问题摆到了
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赋予了民生新的时代内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并
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推出了一系列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
。　　毫无疑问，“民生”已成为我们国家当今最为鲜明和亮丽的时代标签，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一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解决得怎
样，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更关系到能否构筑起新的社会发展引
擎，进而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Page 2



《税收与民生》

内容概要

《中国税收政策报告2010:税收与民生》内容简介：民生是个古老的话题，备受古代仁人志士之推崇。
关注与改善民生，乃中华民族传统治国之重要理念。“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民者
，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等文献论述中所蕴含的民生理念，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熠熠生
辉的优秀因子和社会各界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同时，民生又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主题词”，它
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每个时代民生的内涵和重点各不相同。近几年来，我们党立足
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将民生问题摆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赋予了民生新的时代内涵，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上升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并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推出了一系列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
毫无疑问，“民生”已成为我们国家当今最为鲜明和亮丽的时代标签，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解决得怎样，不仅
关系到我们的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更关系到能否构筑起新的社会发展引擎，进而
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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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民生》

章节摘录

　　如果结合民生问题的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即经济层面的问题属于一个集合，而社会层面的
问题属于另一个集合，则两个集合之间存在一个交集，即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消费。这个交集可能
隐藏了解决经济层面问题和社会层面问题的一把共同钥匙。基于民生与消费的密切联系，对民生的理
解可以从消费延伸到收入、财富，进而延伸到就业、收入分配、消费风险与消费安全等方面。　　2.
民生与基本消费的平等化　　在现实中，民生问题的突出源于经济不平等，这种经济权利的不平等，
必然造成消费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处于三个不同的
层次。从不平等程度来说，只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那就是“财产不平等>收入
不平等>消费不平等”。但从对于人的重要程度来衡量，却是相反的序列：“消费>收入>财产”。以
消费、收入、财产对于人的重要程度不同这一点延伸开来，从社会角度来观察，就会产生如下关系：
消费的平等性要求远大于收入和财产的平等性要求。因为从生存l的角度来观察，基本消费的不平等最
为重要。基本消费包括保障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这“四个基本”是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基本内容，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当平等享有的。改善和保障民生，也就是要推进消费权利的
平等化，减少财产、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消费不平等。　　从民生的差异性特点也可以知道，民生问
题的真正主体是中低收入者或体力劳动者，仅靠体力劳动为生的人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才是民生问
题的真正主体。改善和保障民生，也就是要推进消费权利的平等化，减少财产、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
消费不平等。因此，实现基本消费的权利平等化，是民生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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