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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炜光兄结识多年，在几乎所有公共问题上，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听京戏。
最近刚到天津，在炜光兄的地界上听了一场原生态的《搜孤救孤》。
余音绕梁之际，炜光兄就来信，命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著作序。
    论年岁，炜光兄长我一轮，论学识，我有何德何能？
只是，这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长幼尊卑颠倒，多我一个僭越，似也无妨。
更兼以，这些年一直阅读炜光兄的论著，深感炜光兄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善治之达成，对于国家之转
型，至关重要。
其间有若干感想，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亦不失为一桩快事。
    我在不同场合观察过或者接触过国内若干顶尖的财税学者，然而颇为失望。
也看过一些财税方面的论著，实在陈旧乏味。
至于活跃于大众媒体上的财税专家，大约是各学科专家中获得“砖家”美誉比例最高的。
他们的发言基本上是在论证，政府的加税决策是很正确的。
他们通常还会不失时机地补充一句：加税空间还很大——这分明是在找骂，而专家学者们似乎蛮委屈
：中国的税负水平就是低于欧洲啊。
    可以确定地说，相比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在过去三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财政、税务学理论的变化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在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中，财税理论肯定是最为陈旧的了。
    导致这种状况的最直观的原因是财税理论的实用性。
由事物的性质决定，财税理论的理论性必然是比较低的，它一诞生就是政府的理财学。
从这个角度看，活跃在公共空间的绝大多数财税专家学者在忙着解释政策，为政府的财税活动提供论
辩，似乎也蛮正常。
    然而，这样的专家为什么每每遭到公众的嘲笑？
原因可能很多，或许最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要求一种超越于技术层面的财税视野
，尤其是财税制度大转型的理论言说。
公众期待这样的理论和专家意见，而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却与此需求擦肩而过，甚或供应完全相反的
言说，也就难免被人“板砖”伺候了。
    容我稍微详尽地作一点解释。
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了一场大转型事业，迄今仍未完成。
此一大转型的目标，乃是构建现代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它的核心制度包括正义的法律之
治，内含民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制度，市场主导的财富生产与公正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及与
古典保持了连续性而又具有足够开放性的文化、精神秩序。
    财税制度当然也是这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它横跨财富、法治、宪政等多个领域。
炜光兄在本书相关篇章中，对于现代财税制度的基本特征，有非常精准的论述。
比如，税收须以公民的认可和同意为前提，税收法定，预算由民众的代表审议制定，财政资金应当主
要用于提供民众需求最为紧迫之公共服务，等等。
这与前现代的财税制度是大不相同的。
实现财税制度之转型，乃是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显然，中国的财税制度仍然没有完成这个大转型，虽然这个过程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炜光兄在本书中论述了梁启超的宪政主义的财税思想，也讲述了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
制度进展。
但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伴随着集中计划体制的建立，财税制度出现了大倒退。
相应地，财税理论也出现了大倒退。
炜光兄在本书第一章列举了那个时代形成的主流税收学说，即所谓“税收三性”：无偿性、强制性和
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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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主流财政理论也突出了政府对于预算的全面控制，以及建设财政、吃饭财政等等。
    8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集中计划体制坍缩，市场部门不断扩大
，大量人口就业于非国有部门，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具体而言，国民普遍具有了权利、法治、民主意识。
但是，财政制度、财税理论却具有巨大的惯性，因为保持原来的集中控制状态合乎政府及其官员的利
益。
因而，财政制度远没有摆脱原来的制度框架，只不过在旧框架内加入了一点新元素。
财税理论同样保留着原来的范式，同样只是勉强塞入了一点新词汇。
这些新词汇与原来范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与冲突，但财税学界几乎无人理睬这些。
这个学科因为实用性比较强，人们忙于为财税法律、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作解说，几乎无人关心更高
层次上理论范式的转换问题。
    这样，在社会经济格局、民众观念与财税制度、理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
政府财税部门的做法固然无法令公众满意，专家学者们的话语体系也无法让形成了新常识的公众接受
。
这些专家学者们提出的建议，几乎总是要么令公众失望，要么令公众愤怒，因为旧有的财税理论范式
使他们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说问题的角度，经常偏离公众的期待。
    具体些说，最为根本的偏离乃是：专家学者基本上还停留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静态地对财税问题
进行技术性讨论，公众期待的却是一种超出技术层面的财税制度大转型言说和相应的制度变革方案。
    或许可以把财税理论区分为常态的财税理论与非常态的财税理论。
当一个国家处于制度相对稳定状态时，需要常态的财税理论，它当然会集中于讨论税收和财政的技术
性问题；当一个国家处于制度大转型时期，则需要非常态的财税理论。
这种财税理论的使命是剖析旧制度不合理之处，构想新制度之基本要素，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要探讨
财税制度转型之合理、可行方案。
    这就是构建现代国民国家时期所需要的财税理论。
或许可以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最后一篇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处于从皇权专制到民主宪政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梁启超的财税理论，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的财政理论，也是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政治经济大变化的脉络
中，探讨财税制度转型理论的结果——尽管这种转型的深度，不及梁启超及当今中国。
    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财税制度转型理论。
原因很简单：当代中国正处于大转型中，这其中的重头戏正是财税制度大转型。
近些年来，进入公共场域的财税热门话题，无不与此有关，舆论、公众已经向学界提出了诸多命题：
人大应当主导税收立法；税制结构应当调整，从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的计征方式
应当调整；预算应当公开，财政开支应当转向公共服务等等。
所有这些命题都不是财税的技术性问题，而牵涉诸多层面的根本性制度调整，属于财政制度转型问题
。
    公众迫切希望实现这样的制度转型，一些中央政府部门或者地方政府也有推动这些领域制度变革的
意图，那么，财税理论也就应当面向这些真问题、大问题，替公众解惑，向政府提供既具有远见、也
具有可操作性的财税制度调整、变革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财税学者回避这些严肃的问题；即便有所涉及，也浅尝辄止
，明显地缺乏有效、连贯的理论支持。
这个时代面临着普遍而严重的理论匮乏症，而在财税领域，也许表现得最为严重。
    炜光兄则是财税学界的异类。
他本来治中国财政史，90年代后期，他敏锐地意识到财税大转型才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于是转向这
方面的思考、研究。
　他提出“治税权”概念，恐怕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此后，他的研究迅速超出了财税的技术性思考层面，对财税的政治经济学、财税的政治学、财税的法
学和社会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甚至还思考了财税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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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他的财税史学训练也给了他一个宽广的比较视野。
他尤其关注西方和中国20世纪初期宪政主义观念下的财政制度变迁过程。
由此，炜光兄对于税收的政治与伦理“正当性”渊源，对于合理的征税权架构、公共预算架构，提出
了诸多平实而深刻的看法。
    通过这些思考，炜光兄有效地回答了困扰公众的诸多疑惑，因此而获得了公众的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炜光兄这些年的努力，一个财税制度大转型的理论已经初步浮现。
它是跨学科的，具有足够的理论深度，足以通往一种全新的财税理论范式，为告别形成于上世纪50年
代、显然已经千疮百孔的陈旧财税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替代性方案。
它在中国当下政治、社会与经济脉络中，对现代财税制度的框架和诸多细节性制度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
这种财税制度有助于人的自由与尊严，是正当的，明智的立法者、决策者必然会看出这些构想、设计
的重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炜光兄是这个时代罕见的财税问题之“思想者”。
思想不同于学术。
学术在任何时代当然都是珍贵的，但大转型时代尤其需要思想。
学术只适合于技术性思考，思想才能够引导制度变迁。
当代中国处于大转型时代，就需要思想家，也包括财税思想家。
我不能说炜光兄现在已经是财税思想家了——以炜光兄的谦逊，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过誉。
但我敢说，炜光兄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
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是，他正准备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传统中国的财税理念，挖掘其中的宪政
主义精神，从而为宪政主义的财税制度转型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论证。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有了共通之处。
所以，我仓促写下以上粗糙的文字，至少希望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我愿与炜光
兄同行，思考这个国家、民族不能回避的最为重大的制度与伦理问题。
此为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炜光兄身上，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责任感，而思想正是由这种看起
来有点不理性的责任感催生出来的。
    秋风（独立学者）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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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过去大众普遍对税收和财政预算漠不关心、一无所知，到现在“税痛指数”成为人们关心的热
门话题，可见我们已进入税感时代，财税知识的普及势在必行。
本书作者李炜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财税学者，致力于将历史与当今、学术与现实、思想与实践联系起
来观察和思考，为读者还原税收的真相，为实现民主法治的“阳光预算”出谋划策，力争将
财 税 制 度 和 政 策 写 得 通 俗 而 带 有 汉 语 美
感。

　　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几年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财税类时评、随笔文章和接受的一些媒体访谈，
延续了作者平实严谨的行文风格和人文视角。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能感受到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的实质性进步，了解与我们切身相关的财
税制度，从而积极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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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财政学者之一，其论文《公共财政
的宪政思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研究的开风气之作，2010年出版的《李炜光说财税》一
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李炜光教授的学术立场是一贯的，即主张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及其运作原理与公共财政学体系的有
机融合，强调在确认和尊重纳税人权利的前提下推进国家财税体制改革。
他创意在中国建立一门“税理学”，以阐释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良序运作之基础，并为此而不懈努力，
近年来在《读书》、《书屋》
、《 中 国 改 革 》 、《 南 风 窗 》 、《 财 经 》
、《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时评和随笔文章。
李炜光教授之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作用，正如熟知其为人、为学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
森教授所说：“历史会记得李炜光的工作和努力。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税收的逻辑>>

书籍目录

序：构建大转型的财税理论秋风
自序：愿税收宪政的思想之花遍地开放
上篇　　筹众人之钱，　办众人之事
　第一章　纳税人的权利
　　01税收“三性”再认识
　　02税收与道德的脉动
　　03倾听来自纳税人的声音
　第二章　谁来决定税权？

　　01让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
　　02国家立法机构应当怎么授权？

　　03治税权的法理逻辑：100年前中国人达到的思想高度
　第三章　什么是“阳光预算”？

　　01公共预算的真谛
　　02公共预算：联结政府与国民的纽带
　　03中国百年预算启示录
　第四章　“阳光预算”需要依靠法治
　　01“阳光预算”：须走法治之路
　　02预算公开大戏开锣，关键在法治和民主
　　03修订《预算法》需要纳税人广泛参与
　第五章　政府花钱干什么？

　　01公共支出应归宿于国民福利
　　02政府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03没有权力制衡，政府就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第六章　他山之石
　　01预算拨款：财政资源包上的最后一道拉链
　　02无可奈何的特首
　　03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
　第七章　公民社会需要公民意识
　　01工商文明的基因在哪里？

　　02我理解的现代民主政治
　　03人没有自由，一切都无从谈起
　　04走近胡适
下篇　税感时代，　何去何从？

　第八章　我国税改刻不容缓
　　01内地税制非改不可——与《香港商报》记者的对话
　　02“两税”合并之后我国税制改革的走向
　　03将税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九章　减税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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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呼唤轻税政策
　　02为了中国的未来，减税吧！

　　03传统经济智慧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求解
　第十章　什么才是合理的个人所得税？

　　01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大方向
　　02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应该具体化
　　03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第十一章　如何面对财产税？

　　01财产税给国人提出崭新课题
　　02物业税开征的前提
　　03怎么出了个“遗赠”税？

　　04土地增值税“清算”了谁？

　第十二章　如何认识隐蔽的间接税？

　　01间接税是个局，直接税是个梦
　　02增值税改革释放三大信号
　　03消费税调整应防止税收的“替代效应”
　第十三章　不可或缺的新税种
　　01环境税呼之欲出
　　02煤炭资源税前途不定
　第十四章　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如何解决？

　　01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才能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
　　02脱轨的列车：中国央地财政关系之审视
　　03坐实县财政：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点
　　04推进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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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纳税人的权利税收与道德的脉动在以往的理解里，税收是体制，是法律，像一堵墙，
冰冷、坚硬，有人把税收的形式特征归纳为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作为税收的形式特征写进教科
书里。
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见得完全正确。
税收作为一种制度，既然是由人来创设的，就应该有生命力，有情感。
比如税用于社会保障，救济弱者，就体现着税收的情感，由人赋予它。
税收与道德间，必定有着我们目前还不十分熟悉的奥秘，所以要进一步研究它。
国内外相关研究我国税收道德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材中没有设相关内容，少量的中
文文献，也是从加强财政税务人员征税、用税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方面谈的，如尊重纳税人、勿行贪贿
等。
但国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少，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本诺·托格勒近年就出版了《税收
遵从与税收道德：理论和经验分析》。
他的研究表明，从人性上说，没有哪个人真正喜欢往外掏钱，所以各国政府通常采取强制手段课税。
但他发现，在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信任等因素在确立税收道德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道德规范的影响力比经济处罚手段的影响力大得多。
托格勒认为，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与税收道德问题直接相关。
他说，在澳大利亚，由于自我评估申报课税制度的推行以及公共管理透明度的增加，纳税人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据1981年的调查，有48%的受访者认为逃税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2%，而且有
继续上升的趋势，说明澳大利亚公民依法纳税的信念日益坚定，税收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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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过去，老百姓对税收基本上不太关心，对财税知识也几乎一无所知。
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财富的增加，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了。
在税收日渐影响百姓生活，个税起征点调整引起广泛关注的今天，我们开始关心我们交的税了，但对
税收的基本知识和主要问题却依然不甚清楚。
    李炜光老师是少数能将专业知识用通俗语言讲述的学者。
李老师反复强调政府的财政预算信息要用通俗易懂的汉语表达，才是真正的预算公开。
对自己的文章，李老师也有这样的要求——“力争把艰涩的财税文字写得通俗而带有汉语美感”。
李老师所写的财税知识因此有别于普通读者印象中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更像是为每一个识字的中国
纳税人写的普及读本。
    近几年，李老师活跃在各大报纸、杂志、网络、电视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财税类时评和言说，
为普及财税知识、唤醒纳税人权利意识、推动国家的税制改革进程而努力着。
    本书就是由近几年李老师为满足老百姓对基本财税常识的需要而写的文章重新编辑而成。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的主旨是阐释财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税权、财政预算的真相；下篇则致力于通过税制改革、减
税、收入分配等话题分析我国现有的财税制度，并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间接税等方面探讨与普通
纳税人切身相关的财税现状。
从基础概念的阐释到外国先进做法的介绍，从现状分析到未来展望，书中不乏生动有趣的案例和令人
会心一笑的类比，不乏真诚的肯定，也不乏尖锐的批评。
    其实，李老师的态度是温和的，他只是从不回避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独立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
任。
他敢于发出“中国人难道是政治的看客而不是国家的主人么”这样的疑问，敢于为中国税制改革谏言
，身体力行他自己说的“不置身于事外，积极参与，敢于言说，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公民行为准
则。
    对于自己做的工作，李老师始终谦虚地认为只是尽了责任，正如他在某一次访谈中说：“只是希望
尽量多做一点事情”。
作为出版者，我们也希望通过出版这本书，为财税常识的普及和启蒙起到一点小小的作用。
    最后感谢李国盛先生积极促进本书的出版，秋风先生为本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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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于现代财税制度的基本特征，有非常精准的论述。
比如，税收须以公民的认可和同意为前提，税收法定，预算由民众的代表审议制定，财政资金应当主
要用于提供民众需求最为紧迫之公共服务，等等。
这与前现代的财税制度是大不相同的。
实现财税制度之转型，乃是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秋风（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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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收的逻辑》纳税人有哪些权力？
政府拿税收做了什么？
什么是“阳光预算”？
个人所得税怎样征收才合理？
你交了多少隐蔽的间接税？
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如何解决？
《税收的逻辑》是中国纳税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财税常识。
是当代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财税学者之一李炜光为纳税人正知，为财税正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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