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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学界的教材竞争也在日益加剧。
在国外，不少大学教材是由经济学大家撰写的，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再版十余次，被翻译成各
国文字，行销全球，堪称成功教材的典范。
不过，国际知名的经济学教材往往是介绍经济学原理的，一旦涉及应用经济学领域，就需要结合各国
国情编写，以便更紧密地贴近学生所处的时空。
这就是我们推出这套财税系列教材的初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财政学科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财税学院的几代学人推动了学院的发展，也形成了重视教学和教材建设的良好传统。
多年来，学院的课程建设成绩斐然。
2002年，财政学科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4年，该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财政学”被教育部列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同年，主讲财政学的刘京焕教授荣获“湖北名师”称号。
庞凤喜教授主讲的“中国税制”、王金秀教授主讲的“国家预算管理”、刘孝诚教授主讲的“中国财
政史”也陆续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一批优秀教师和精品课程的涌现，为学院的教材建设搭建了一个高标准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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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财税史》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学界的教材竞争也在日益加剧。
在国外，不少大学教材是由经济学大家撰写的，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再版十余次，被翻译成各
国文字，行销全球，堪称成功教材的典范。
不过，国际知名的经济学教材往往是介绍经济学原理的，一旦涉及应用经济学领域，就需要结合各国
国情编写，以便更紧密地贴近学生所处的时空。
这就是我们推出这套财税系列教材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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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黄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国家政权的萌芽，开始设官分职，建立起了
初步的行政管理体系，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①，“
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②，对不纳贡的诸侯、部落以武力征伐，相传：“轩辕（黄帝名）之
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
而神农氏弗能征。
于是轩辕乃习用于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③
。
可见当时已有了天子的称号，便利用其权威对诸侯进行一种强制的索取，否则会带军队征伐。
也就是说，财政是在家庭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统治阶级凭借其力量，以公共需要的名义向被征服
的对象索取人力、物力和财力。
到尧、舜、禹统治时期，已经产生早期的王权，国家制度也已初具雏形。
尧、舜、禹的手上除了握有军政大权外，还掌握着统一的宗教神权，带有浓重色彩的巡狩制度为他们
所独专，他们都通过不断的祭祀天地、山川和巡狩四方的活动来扩大影响，强化政权，体现王者至高
无上的权威地位。
据《尧典》，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由四岳、十二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并有以司空为首，包括司徒、
后稷、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在内的行政组织，还有了较为严密的刑罚和强大的
军队等专政工具。
可见，为了维持他们既得的利益，镇压其他阶层、部落的反抗，实现他们的阶级统治，就需要掌握强
有力的统治工具，包括军队、监狱、刑罚、民政、教化等机构，随即形成了国家——奴隶制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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