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盛与衰-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盛与衰-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0287

10位ISBN编号：7562030286

出版时间：2007-3

出版时间：政法大学

作者：张中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盛与衰-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

前言

一、缘起本书带有命题的性质，但本文是笔者一直想写的文章。
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启动“211”工程，“中华法系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被立为本学科建设项目。
在讨论项目分工时，学科组认为我以前做过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经济分析，[1]所以布置给了我这方面的
任务，希望我能从经济法制角度联系中华法系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问题，因此这多少有些命题作
文的味道。
后来课题组扩大，由我和郑显文教授、宇培峰副教授三人组成。
由于时间和积累方面的原因，我承担了本书的主要部分（具体分工参见本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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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了断代史性质的专题研究，而且集中在汉唐。
本书着眼点在汉唐经济法制与盛世的关系，但随着历史真相的展开，作者发现汉唐社会不只是盛世，
还有由盛转衰的历史，而且在这种转变中，经济法制也与此有关。
面对新的问题，着眼点从与盛世的关系延伸到了与由盛转衰的关联，这就有了《盛与衰——汉唐经济
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研究》的书名。
这首先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为了从经验与教训两方面来研究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
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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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中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10部，其中专著5部。
获教育部和国家级学术研究奖4项，其中个人奖2项，合作奖2项。
研究方向为法律文化，有系列著作出版。
曾应邀赴美、德、法、日、韩等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参加学术活动和讲学。
主持的项目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和《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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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代赋役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赋役包括赋和役两项。
赋主要是指租税，包括田租、财税和各项杂税；役主要是提供劳动服务，包括各种徭役、兵役和杂役
。
赋役是传统中国财政的主要来源，赋役法制是保证赋役实施的法律制度，同时又是传统中国官方调整
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有力杠杆。
赋役法制制定的是否合理，实施中能否得到贯彻，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盛衰，甚至决定一个王朝的
兴亡。
这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和经验，我们在汉代史中可以看的很清楚。
一般认为，汉代的赋役由田租、算赋与口赋、户赋与献赋、更赋（徭役与兵役）以及其他赋税杂役所
组成。
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项目的岁人都应属于皇帝个人，这是从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所引申出来的必
然结论。
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形成政府的或公有的财政和皇帝宫廷私有的财政两个
范畴。
西汉时期，这两个财政系统分别由两个具有独立的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掌管，它们是大司农和少府。
大司农一职起初沿用秦制称治粟内史，公元前143年改称大农令，公元前104年改为大司农。
在整个西汉时期，大司农所掌管的政府财政逐渐而稳步地扩大，终于与由少府所掌管的宫廷财政的比
例大体相当。
到东汉时期，汉光武帝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将少府的全部收入转给大司农。
公元40年以后，少府变成了只是办理宫廷杂务的一个行政机构，并且日益为宦官所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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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中国政法大学“211”工程“中华法系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之一种，主持人为张中秋教授，作
者有张中秋教授、郑显文教授、宇培峰副教授。
其中，张中秋教授负责全书的提纲和统稿，并承担本书代序、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撰写；郑显文教
授承担本书第三部分中“新发现的汉唐经济法制资料研究”的撰写；宇培峰副教授承担本书第三部分
中“汉代经济法制思想述要”的撰写。
作为作者，我们特别要感谢审读杨育棠教授，正是由于他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和辛苦的劳动，本书才得
以现在的面貌面世。
当然，书中的不确之处，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担。
以上诸况，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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