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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
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苍坡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苍坡古村落的个案研究报告，报告以全息的方式揭示了苍坡古村落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
、建筑、文化、政治、民俗等，其中重点叙述了经济变迁、村落建筑格局、耕读文明等。
通过这些研究，寻找出苍坡古村落特有的文化价值，如古村落“文房四宝”的总体设计具有独一无二
的传统文化意蕴，古村落繁荣的传统“耕读文化”也极具特色；也试图寻找出古村落未来经济社会发
展的合适路径，强调保护传统和走向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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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之后，根据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互助合
作的开展等情况，制定了农业税的总原则：农业税只征收农业生产税，其他“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
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农村中的交易税也“只是对于比较大量的货物交易采取征税”。
应该说，建国初期的农业税负相对比较轻。
到了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简称《农
业税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税税法。
《农业税条例》对条例制定的依据、宗旨、纳税人、征税范围、农业收入的计算、税率、优惠减免、
征收管理、处罚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条例明确规定实行比例税率，从而废除了累进税率。
其对纳税人的规定是：“（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兼营农业的其他合作社；（二）有自留地的合作社
社员；（三）个体农民和有农业收入的其他公民；（四）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和公私合营农场；
（五）有农业收人的企业、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和寺庙。
”条例还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 ％，同时授权地方有关机关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
况制定平均税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
《农业税条例》体现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原则，坚持了统一领导同
因地制宜相结合的方针，继续采取“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尽量简化征收。
由于条例切合实际，并且规定灵活，适应性强，因而得以长期沿用，在新中国农业税制史上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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