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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在中国历史上必将是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从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到5月份的汶川大地震，给中国人民，乃至于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痛楚
、无限感慨和萦绕不断的回忆。
“多难兴邦”，中华民族也因此进一步得到凝聚和升华；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奥林匹克
运动会，即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中国再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一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第30年。
在30年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波澜壮阔，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全球所瞩目。
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快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我国理论和实际部门将掀起一轮回顾、总结、反思和
展望的热潮，为改革历程留照，为开创未来献策。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特殊年份里应邀编撰而成的。
值此继往开来之际，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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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以低价统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制为条件，财政收入得以“超常”扩大20世纪50年代，国家先后
颁布的《关于粮食的计划统购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奠定了
我国实行农副产品统购销和城镇职工低工资制度的基础。
这种制度，为国家财政集中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可能。
在农副产品统购销制度下，农民要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将剩余农副产品统一卖给国家，由国家按计划统
一供应给城镇工商业部门和城镇居民消费。
它使政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的低价统购和低价统销，从农业中聚集起一大批资源，并转移给城镇工商
业部门和城镇居民。
低价的农副产品，不仅降低了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及商业营业成本，也使城镇居民获得了实物福利
并降低了工商业的劳动投入成本。
由国家统一掌管国有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的工资标准，统一组织这些单位职工工资的升级，政府可
以通过压低工资标准来控制工商业的劳务投入成本。
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工商业获得较高的利润。
政府通过财政上的统收，将工商业部门的高利润集中到国家手中，形成了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使财
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保持在30％以上（1978年为37．2％）的高水平。
在为期近30年的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所提供的超常水平的
财政收入，政府的职能才得以正常履行。
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20多年间农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价格暗税”。
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
在1957年至1977年的20年间，只有1959年、1963年和1971年进行了小范围、小幅度的工资升级。
其中，1959年的升级面仅有2％；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
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在1952-1978年这26年中，年平均工资总共才增加了170元，年均增长率为1．3％
。
而且，其中有13年还是较上年下降的。
至于农民的收入，到1978年，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也只有133．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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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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