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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研究》

前言

杜树章博士的博士论文即将成书出版，他从新疆发来邮件，盛情邀我作序，即欣然应允。2007年4月，
笔者曾应邀在上海财大做了一场讲座。讲座后，杜树章博士走向前来，问了我一些在讲座中所谈及的
一些问题，并谈出了他时在上海财经大学所做博士论文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发现。这位思想
敏锐、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运用娴熟，且对经济学理论和现实中国问题研究乐于奉献且有些执着的年
轻人的观点和见解，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树章曾多次来复旦深聊，我也专门邀请他到我们近
两年一直在复旦举办的“韦森周六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在“周六晨会”上的学术演讲中，树章的
观点曾引起了参会青年学子的热烈讨论和高度评价。之后，树章把他的博士论文的主要章节乃至最后
定稿用邮件传给了我。粗读之后，我感觉其中的观点鲜明、思路清晰，且洞识甚多。更难能可贵是，
在整部博士论文中，树章较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来论述和检视被许多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税制史学家所洞察出来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一些基本制度问题及其经济
和社会后果。很显然，从这部学术专著中，读者可以深切地体感得出来，在近些年的学习、研究和思
考中，作者确实为中国经济学学术的发展和探寻未来中国发展的道路而博采众说、上下索求，并殚精
毕思地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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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研究》内容为：2007年4月，笔者曾应邀在上海财大做了一场讲座。讲座后，杜
树章博士走向前来，问了我一些在讲座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并谈出了他时在上海财经大学所做博士
论文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发现。这位思想敏锐、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运用娴熟，且对经济学
理论和现实中国问题研究乐于奉献且有些执着的年轻人的观点和见解，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
树章曾多次来复旦深聊，我也专门邀请他到我们近两年一直在复旦举办的“韦森周六晨会”上做了专
题报告。在“周六晨会”上的学术演讲中，树章的观点曾引起了参会青年学子的热烈讨论和高度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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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本书将张五常租金耗散模型从局部均衡模型扩展到一般均衡模型，用租金耗散一般均衡模型解
释了：中国皇权社会的法权结构必然导致全社会土地和劳动所创造的产值（租金）最终将被寻租活动
消耗殆尽，从而使社会陷入人人成为寻租者的霍布斯丛林状态；作为经济人的统治阶级必然会采取措
施使减少租金的无谓耗散，本书从这个角度解释了科举制的主要作用就是限制官僚的人数以及儒家学
说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原因在于其对意识形态的塑造有助于减少官僚间因无序竞争所导致的租金无
谓耗散。但在科举制下，由于当官有利可图，社会上很多人的时间精力都投入这项对社会毫无意义的
非生产性的寻利或寻租活动中去了，其租金耗散同样非常巨大，这是中国自宋代后逐渐落后于西方，
一直无法实现工业革命（即李约瑟之谜）的主要原因。本书将中国皇权社会的法权结构与同时代的欧
洲和日本以及古埃及等其他国家作了对比，用约翰·穆勒的“寻因果五法”中的“求同求异并用法”
，得出结论：君主拥有天下所有的财产、国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的法权结构是造成
赋税不断增加、最终突破国民生存底线的真正原因。最后，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本书用系统动力学
模型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平均税率等变量进行了仿真模拟，并通过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以及灵敏度
分析检验了模型的真实性。从这个仿真模型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周期性社会动荡、
经济大波动的根源就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其表现就是：国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缺乏有效保护、
对政府权力缺乏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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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研究》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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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08年的5月1日早晨（我当时刚结束大半年的博士论文写作，在北京大姐家休息）我拿起送报人放在
门口的新京报，报纸的头版消息就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与今日去世。当时心头一震，往事如潮
水般涌来。回顾往事，赫然发现：我这篇博士论文的最初源起竟然是二十年前柏杨先生所著《中国人
史纲》以及他翻译和点评的白话版《资治通鉴》。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读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
》时所带来的震撼，我当时是通宵熬夜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这是一次奇妙的阅读经验，我第一次发
现原来中国人的历史竟然是如此的黑暗血腥，与我们在中学教科书的内容相差甚远。在从秦至清长
达2100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隔两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天崩地裂般的改朝换代大动乱，和平时期所积累
的大量社会财富被摧毁一空，人口锐减（葛剑雄估计与秦汉之际相似的战乱时期，总人口的损失大都
在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如两汉之际人口减少了约50%，自三国至隋期间的战乱多次使人口下降一半
或更多，金元之际北方的人口骤减80%，明清之际的跌幅也达40%；太平天国运动在14年的时间里使中
国人口净减少一个亿）。人口的增减与王朝的盛衰几乎同步，每一次改朝换代仅仅是江山易主,而皇权
专制的基本制度却异常稳定，始终不变。每个朝代的赋税、行政、军事制度及其变迁规律有着惊人的
相似，这在世界历史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被很多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周期率”。其中皇权专制王
朝的赋税与王朝的治乱循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规律性。各专制王朝的衰落基本上都是由于其末期的横
征暴敛、赋税沉重，这已基本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从历史的长河看，与人类其他文明社会相比，中
国皇权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无论在制度上、文化上还是在普通人的物质生活
水平上都没有什么重大进步，甚至更加保守、封闭、落后。用严复的话说就是：“（两千年皇权专制
历史）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梁漱溟(1986，第211-215页)先生更是把“历久不变的社
会，停滞不进的文化”概括为中国文化的“两大古怪点”之一，并且说：“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
中，后一大段（后两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现实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
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这一现象很明显就是诺思所说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而陷入了“
制度陷阱”所形成的“锁死”（Lock in）效应。柏杨先生的笔端之间充满了感情色彩，他使得历史不
再是干巴巴的“大事年表”。这次的阅读经历对我的冲击如此之大，从此以后我迷上了历史。为什么
中国人的历史如此悲惨？为什么我们一次次的犯同一个错误，而且连续犯了两千多年？我们会不会重
蹈覆辙？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历史周期率”之谜成了困扰我终生的一个情结。在大学时代我如饥似
渴的大量阅读，而且胃口很好很杂，精力充沛，好奇心十足，天文地理文化历史哲学等等，几乎无所
不涉。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不管再忙再累，读书的习惯始终没有放弃。多年以来，我一直努力学习
、如饥似渴的读书，后来放弃上市公司高管的位置去高校任教，去上海读研、读博士⋯⋯似乎一直有
一种力量在推着我前进，使我无法停下来，无法心平气和的去生活、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有时候我会
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直到我写完这篇博士论文我才明白，解开“中国历史周期率”之谜
就是我这么多年以来一个情结。这件事没有做完之前，我无法得到心灵的宁静。在上海读研和读博的
六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这篇博士论文做准备。当我定下来题目开始写的时候，论文的主要思路、观
点、模型等等都是我反复思考了很多年的，所以写起来非常顺。从准备资料到动笔写，到最后完成，
前后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08年一月到三月十三日（我的生日）这段时间，我进入一种非常激
情的写作状态，每天带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在上海财大图书馆里至少写十二个小时，直到两眼昏花看不
清为止。回到宿舍把音响开到最大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是在放寒假期间宿舍就我一个人，不会
影响到其他人）。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赋税原理及其制度后果》，运用新古典数理经
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演化博弈论、寻租理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等多种工具，对自秦至
清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各专制王朝平均每隔两百年就会发生的人口、税负、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的周
期波动做了解释；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宿命般的周期性大崩溃做了解释；对“王朝中期赋税暴增率”
的机制做了解释；对吴思先生所总结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新官堕落定律”、“淘汰良民
定律”、“白员定律”等现象用规范严格的经济学模型做了证明。博士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过程中获
得了答辩委员会的博导们的一致好评。尤其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韦森教授
给予本文高度评价，他专门邀请我去复旦做了一上午的主题讲演。得到了复旦学子的热烈反响。论文
也在2009年7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题目改为《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研究》。现实的种种证据
表明我一直以来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我们在走老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是我们
在历史上一再遇到的老问题：官僚集团不受制约的恶性膨胀。就像癌细胞一样的疯狂增长，不断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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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肥肥壮壮的扩展生存空间，挤占压榨机体的养分，直至机体崩溃死亡。我们一次次的轮回，单
调的故事重复了十几次。难怪黑格尔说中国无历史。辛亥革命一百年来，我们依然在宪政的道路上艰
难探索，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周期率”这一重要现象的注意，希望国人共同
努力跳出周期治乱循环，来打破这历史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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