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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年。
严格地说，是农村改革三十年，因为农村开了中国改革的先河。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今天的乡镇，名称还是那个名称，牌子还是那个牌子，但是，其生存方式，其运行机理，甚至于其组
织架构，都已经迥异于从前了。
改革初期，关于基层政权曾经有比较明确的建设方向，现在，对照原来的设想，虽然不能说南辕北辙
，但确实事与愿违。
乡镇改革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管理农村的基层政府究竟应该怎样设计？
或者说，今后的基层政府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还横亘在我们面前。
上个世纪末，三农问题陡然凸现。
有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上书高层，惊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个时候，高层和社会似乎幡然惊觉，发现状况堪忧：农业生产徘徊，土地撂荒剧增，农民负担
扶摇直上，基层政府常有横征暴敛，农民进城谋生频遭打压，社会冲突事件经常发生。
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经济危机，并且有演进为政治危机的势头。
此时，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
人们在疑惑，也在探讨：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
或者说，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的探究，目前仍在过程之中。
从根本上，三农问题缘何来，乡镇政府向何处去，属于同一个问题。
三农问题突显于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
诸多讨论都将乡镇政府指责为祸首，将改造乡镇政府作为出路。
这样的思路并不能说错，因为，研究问题总要从特定现象入手，而突出的现象是，农民集怨于基层政
府。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乡镇何以成为祸首？
在乡镇和村庄、政府和农民的互动乃至对立中，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是什么，乡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是
什么？
这些行为逻辑是怎样生成的？
为什么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发出“这样的”号令，而基层干部却发生出“那样的”行动？
所有这些问题，是总结以往改革所必须探究的，同样，要研究今后如何改革，也需要从探究这些问题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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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财税关乎国计民生，更与每一个公民的权益休戚相关。
国家财政的“阳光化”和“公共化”，是政府体制改革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必由之路。
    一个普通的北方小镇，三十年间，围绕着政府的钱和老百姓的钱，上演了若干故事，揭示了中国财
政的“隐秘性”。
    本书将带你走进这座小镇，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揭开鲜为外界所知的隐秘的税收流
动真相。
作者历时8年，访问上百人，取得众多第一手账本、档案、私人日记等未公开材料，通过乡镇这个小
小的窗口，描绘出一幅国家三十年财政史的宏大画卷。
    乡土之税，将是我们重新踏上这三十年当代中国道路的一份独特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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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毅，现供职于《第一财经日报》，并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曾在财政机关、新华社、《21世纪经济报道》等单位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转型社会公共政策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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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楠被免1990年，平城镇书记何楠不情愿地离开故乡，调任邻近的花南乡任乡长。
4年多后，他被县政府就地免职，又回归平城直至退休。
虽然这段故事并不发生在平城，但却是无法回避的一部分历史。
花南乡没平城古老，但位置和名声不差。
它距县城仅20公里（平城约40公里），南临兴远河，为县南部交通要道。
整整90年前——1900年夏——“保清灭洋”等口号在此纷起，教堂与大户占地使几位农民被害，由此
引发了义和团运动，农民们化名孙大圣、张飞、关公等攻打教堂，不久失败。
花南一直是周边的中心村，1950年和平城一样首批成立了供销社，1958年成为人民公社，1984年建乡
。
何楠踏上这片土地时，教堂对面的供销社最热闹，葵花收购点前人满车挤，社办糖业烟酒、土产、五
金等9个门市分列四周。
众多农家土坯房之中，供销社那水泥房很醒目，门框上清晰地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西边信
用社、邮局一字排开。
此时，通向县城的还是沙石路，扭成个“z”字，路宽不足几米。
两旁零星有四五家饭馆，多的五六张饭桌，还有三四家私人烟酒杂货铺，这些铺子一般前店后家，窗
外都有块木板，营业时以木棍撑起。
与何楠一起被免职的还有他的搭档——乡委书记吴融汇和副乡长胡亮，那是1995年6月，而此事的关键
却是一年前的县财税会议。
1994年的这个会上，新来不久的县长和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当年工商税比1993年增长30％，并让乡镇领
导当众表态。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完不成啊！
”何楠这样表态，多数干部则以“尽力”和“争取”应答。
私下里干部们叫苦不迭。
“我们就那么几个小卖铺和饭馆，没钱没人没技术没资源，企业也不可能一下发展起来！
但人家考核你的是5项硬指标：财政收入、乡镇企业产值、人均收入等，其中财政收入最硬了！
”花南乡书记吴融汇就这样说。
“核定收支、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超收全留、短收或超支不补”是现行财政体制，县里殷切希望所
有乡镇3年“财政自给”，每年提高自给率30％。
何楠的表态当然不是负气，而是根据实情。
工商税来自企业，花南乡也有几个。
何楠一来这里就和书记吴融汇、副乡长胡亮“四处乞讨，找领导”，最后上级拨款和贷款40多万在镇
北边办起个造纸厂。
他们一如李宝台砖窑，请来市造纸厂技术员，又拉来设备，不久纸生产出来了，但质量差，半年就关
了门。
还有个小砖窑，每年倒能上缴乡里几万元利润。
其余的“乡镇企业”就剩下那50个大小铺子，平均面积不足50平方米，100人经营着200多个柜台。
1993年，花南乡上述买卖产生的工商税加起来才7万多元，如果增长30％就必须达到10万元，任务不小
。
之前连续3年财政总收入都在15万元上下。
何楠知道，当然也可以通过增加农业税来弥补工商税。
这里土地条件不错，按1990年本县每亩平均农业税计算，花南乡应收农业税约12万元，但实收到仅七
八万，加上本年这里遭水灾，再摊派难度太大。
何楠忧心忡忡：“我是庄户人出身，我还不知道（地里有多少税）啊？
！
花南乡这时可能比平城强点，但也没这么多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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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终了，何楠他们只完成了4万元工商税，与任务差6万元，还比上年下降了。
县里给他们考核记了个“平”（为末等），于是3位领导“下马”，何楠回平城任镇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吴融汇到县老干部局任副局长，而胡亮就此退休。
不过，他们3个已经知道，这一年，个别本来完不成财政任务的乡镇开始向信用社和银行贷款，甚至
去借高利贷垫税！
何楠听说：“一个乡书记从亲戚那得知完不了任务可能真会被撤职的消息后，赶紧贷款借钱完了税，
才没受影响。
”花南乡没完成的6万元财政任务其实还与书记吴融汇个人有关。
何楠听说1993年亚麻价格好时，吴融汇人股私人亚麻种子买卖，结果亚麻厂来乡里要钱，为大家所知
。
何楠估计就因为这个，吴融汇有些意见，顺势按“乡长管企业管财政，书记管党务”的书面原则行事
，也就不太积极配合完成税收任务了。
胡亮后来则说：“何楠也和我说‘今年你完成了，明年还要增啊！
差点也没关系’。
”对此何楠则说那也确实是完不成，从数字上看也确实如此。
乡干部们都觉得何楠有本事、实干，与谁都合得来，甚至没和他说过话的农民多年后还记得何楠的小
名“三小子”。
从何楠在平城的言行，大家也知道他是个公道而聪明的干部，不过此时的他也许对这个剧烈变迁的时
代估计不足。
“优、良、平”1994年县财税工作会议上。
除了何楠，还有一人向县长“叫板”。
“我们也完不成啊！
给定下33万工商税任务，实际连3万也没有，现在全靠八九万的农业税。
”说话者周长江，金乡乡长。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去！
”县长说。
这之后县长在大会小会上经常点周的名字。
不过1995年他被免职，除了未完成税收任务，还牵扯着复杂的乡镇内部关系。
其实会议上周长江嘴上强硬，但心里还在不停地想办法。
夏粮入库完成时，10月份，乡里33万元，工商税任务就差3万元了，但怎么都收不来，周长江突然想起
完成农业税后县里给的奖金，一直存着没花，就让会计把这三四万元拿上到县里交税。
不巧税务局那天不知怎么不营业，会计只好先把钱存进银行。
周长江从乡里提这几万元钱时，恰巧被乡党委书记马文彬看见了，马怀疑周挪用公款，随即向县政府
反映。
11月13日，周被停职，他庆幸自己让会计去交钱，否则就说不清了。
几乎同时，周长江因为不熟悉签字程序，重复两次给一辆摩托车签字入账，被查后继续停职。
但这样一来交税的日子可过了，任务只差那3万元没完成。
马文彬书记告周长江的还有两条：独断专行和不执行党委会决定。
周长江则向县领导解释说：马文彬比我大十多岁，他调到本乡时我已在这很久了，干部农民有什么事
就来找我。
找他的少，他可能有些意见。
我工作时间长也难免得罪一些人，这些人说你一手遮天，当然还有人说你有魄力。
本来书记和乡长天生就是一个矛盾，最好就是一肩挑，按职责分工，书记管党务、管干部和思想建设
，乡长抓生产、经济和财政。
如果书记就要抓财政，有的乡长“硬”一点就不买他的账，就像我一样。
有的乡长“软”一点就和书记商议，但也许书记还认为你在捞什么油水呢，无形中慢慢就对你有了意
见，很多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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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领导要求组织部下去“一个乡一个乡地定目标责任制”，而1994年，全县9个单位被评为“平”，被
评为“优”的28个单位，“良”的有63个单位。
两年间县政府拿出15万元奖励得“优”单位的领导和干部。
1994～1996年间，县先后降免了28名领导干部，多为乡镇领导，另“有68名实绩突出、事业心强的干
部被提拔使用”。
县对乡镇领导关键考察的是“两个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和财政收入，要求分别年增100元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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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
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的程度。
——温家宝我特别赞赏田毅和赵旭的《他乡之税》。
这本书立足现实问题，描述现实生活，通过改革演进过程的考察来透视基层政府的生计活动，研究资
料丰富，刻画手法细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意味深长的乡镇政府三十年生活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书稿感觉好极了！
现在学界和政界都需要《他乡之税》这样的好东西，而不是无病呻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从一定意义上说，小乡镇即大中国，乡镇财政是理解中国农村政权运行状
况的核心。
作者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和扎实的实地调查，以客观、生动的笔法展示了一个乡镇的起起伏伏，农民和
干部的命运、基层政权的定位探询、政权间财政和行政的复杂关系。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方面让我们有“接地气”的痛快感，另一方面又引发我们对农村发展的忧思。
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基层真实运行的不可多得的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守英在过去的几年里，田毅数十次跑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想要
揭开一个秘密，那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北方乡村经济运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
他的书稿一拖再拖，可能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好作者”，不过，我喜欢这样的作者。
——“蓝狮子”出版人、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是一本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非常有启发性的书
。
作者通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实地探访和私人日记，力图给我们描绘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基层政治生活
变化的轨迹以及背后的逻辑。
我想，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许会更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基层政治，特别是基层官员的生存逻辑。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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