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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炜光教授即将出版他的著作，从天津发来短信，盛情邀我为之作序，虽有些惶怵，还是欣然从命。
在财政学、税学，尤其是在财政史，税法学方面，李炜光教授均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在经济学和政治
学方面，李炜光教授也是真正的专家里手。
近些年来，我搜读了李炜光教授的许多文章，在一些学术观点以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上，我们几
乎完全一致。
但是。
自己毕竟在财政学、税法学方面是外行。
要一个外行给财政学、税法学的真正专家里手的巨制作序，焉能不打怵？
尽管如此，考虑到这部专著所讨论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事关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未来走向，因而
为这部重要的“税理学”（炜光兄在本书中曾这样说）的扛鼎之作作序，呐喊几句，当是应尽之责。
基于这些考虑，下面谨借此机会谈一些浅见，狗尾续貂。
与炜光兄和读者共同思考。
时下已是2009年岁末。
李炜光教授新书的出版，适逢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
一两个月前，我们的共和国刚好庆祝过了自己的60华诞；1978年启动的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也大致
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
不管如何评价前30年中国计划经济的试验以及后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问题，但站在2009年的岁末，
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未来30年中国将如何走？
30年后的中国将是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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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炜光教授是中国最具有思想力的财政学者之一，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财
政税收对一国的兴衰、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一点，至今仍有待人们的发现和重
视。
     他的这本著作给我们展示，宪政问题在抽象层面主要表现在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利的平衡上，但在具
体层面则表现在私人产权保护和财政税收上。
中国知识界以前对宪政的关注，以抽象政治权力为主，以为只要有权力制衡架构，即成。
李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实际不然，到最后，一国的具体财政才是决定宪政是常态还是昙花一现的基
础。
学习李教授的著作，是掌握宪政的具体基础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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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炜光，男，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財政史专业
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全国高校财税法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学报学会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天津市财政学会理
事等职。
 
    曾获得天津市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天津市“十五时期立功奖”，被授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优秀主编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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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税理学：未来中国法治国建设的理论准备  韦森(序)　自序第一部分  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历史　第一章  
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历史　  一、政府力量对商业发展是双刃剑　  二、古代中国，商业被扼杀在政府的
黑暗力量中　  三、国王们穷得成了臣民嘴上的笑柄：公共财政怎样在西欧“黑暗年代”诞生　  四、
“经过同意才征税”　  五、中世纪国家财政怎样支持商业活动　  六、不能不提的重商主义　  七、鲜
为人知的工业革命的幕后推手：公共财政　  八、美国怎样产生了巨额的财政赤字　  九、社会保障：
从摇篮到坟墓都管　  十、公共财政要义　第二章  为什么富裕的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财税　  一、纳税人
至上、王在法下的宪政精神　  二、缺钱的英国国王与征税权　  三、抗税的法国人　  四、美国独立起
因于纳税的痛苦　  五、中国皇权专制长期延续的秘密在于无限制的征税权　  六、税收的宪政精神　  
七、中国宪法对税收缺个说法　  八、私人财产权优先于国家征税权是人类社会一大进步　  九、有效
率的税制未必是好的税制　  十、反思中国的税收基本问题第二部分  惊心动魄财政史　第三章  法国大
革命的财政原因　  一、“14日，星期二，无事”　  二、纳税人成为立法者　  三、点燃“干柴堆”的
改革之火　  四、惊心动魄财政史　第四章  改朝换代与赋税之弊　  一、皇权专制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走
上了毫无生机的绝路　  二、“扁平化”的赋税体制　  三、“农民反抗地主”不过是以讹传讹　  四、
无限政府　  五、无限赋税　  六、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与财政危机相关　  七、怎样走出治乱循
环的怪圈　第五章  中国近代预算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一、敢抢皇上的“钱袋子”的资政院　  二、起
步于民国初期的中国近代预算制度　  三、以“共和”的眼光看政府预算　  四、具有共和精神的预算
体制改革　第六章  看不见的左手：财政视角下的权力游戏规则　  一、奥尔森和他的“共容利益”　  
二、为什么黑手党控制的社区犯罪活动少　  三、从流寇到坐寇再到国王的“进化史”　  四、看不见
的左手　  五、政府怎样在市场经济中起作用　  六、国家应当怎样征税　第七章  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
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一、土改的突发性——战时财政动员的关键性举措　  二、掌控乡村财政经
济资源　  三、战争奇观：“小车推出来”的胜利第三部分  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第八章  写给中国的纳
税人　  一、应该给“税”一个什么称呼　  二、什么是“税”　  三、税收的“三性”成立吗　  四、
是“纳税人”还是“纳税义务人”　  五、纳税人交的税是国家的，还是纳税人的　  六、是“交税”
还是“缴税”　  七、税收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　  八、我国宪法在税收问题上
有什么明显的欠缺　  九、纳税人应当拥有哪些基本权利　  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税收文化　第九章  
还利于民，还税权于民　  一、税制的公平正义比税负轻重更重要　  二、“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
逆向调节　  三、不能只是国家一头捞足“好处”　  四、还税权于民　第十章  大财政必导致大政府　
 一、政府大小看财政　  二、过大的财政养出可怕的官僚主导体制　  三、亡羊补牢犹可期　第十一章 
你可以从财政支出看政府的公共服务　  一、财政支出更能说明问题　  二、财政“不差钱”，政府责
任在身　  三、加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别忘了自身职能　第十二章  预算民主：一道绕不
过去的“坎儿”　  一、什么是预算民主　  二、对预算的外部控制不可缺失　第十三章  预算民主精神
的缺失是大问题　第十四章  人人都关心的政府“钱袋子”问题第四部分  中国历次盛世均与减税有关
　第十五章  减税是转型社会正在进步的标志　  一、究竟有多少人在支持减税　  二、为什么一定要减
税　  三、减税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明显效果吗　  四、减税需要秉持什么原则　  五、减税可以增加财政
收入吗　  六、应当减主题税种，还是减一般税种　  七、减税的同时可以增税吗　  八、减税是构造中
国新型税收组合的第一步　第十六章  税收超增长谁人受益　第十七章  对“从严征税”的思考　第十
八章  积极的财政计划：增支不如减税第五部分  税收怎样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第十九章  环境税　第二
十章  不动产税　第二十一章  利息税　第二十二章  土地增值税　第二十三章  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四
章  政府收费第六部分  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中的财税密码　第二十五章  中国从社区自治到皇权专制的
演变史　  一、早期的社区自治传统　  二、社区自治传统为何发生异变　  三、军事革命时代的税制变
革　  四、秦以后社区自治传统的彻底消失　  五、孔子们维护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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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你在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之前就必须取得公民的理解和同意。
如果一个税种在征收时未经或者无需经过财产主体的同意，等于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处分可以为所欲为
，这就意味着，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可以征收多少，只要它愿意。
承认国家征税的“纳税人事先同意”原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能够制约政府征税这个权力之手的制度
，宪政民主对政府的限制首先就体现在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限制上。
所谓宪法上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首先就是私有财产不受来自于政府的非法税、非法费的侵犯。
因为只有政府的征收才可能对私人财产权构成不可抵御的威胁。
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就变成了政府是在给自己收税，财政支出是政府用自己的钱，跟纳税人没什么关
系，甚至无权说三道四，就会在理论上出现极大的误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把税收看做是国家单方
面为了自身需要而对纳税人的无偿征收，就会强化人们对税收的厌恶心理，于是逃避交税就很容易成
为这样的社会里难以抑制甚至不可抑制的现象。
现在可以回答了：纳税人交的税是“谁的钱”？
它本来就是纳税人的。
征税之后，它的所有权也并没有发生转移，因为拥有对税收的处置权的从根本上说还是纳税人，纳税
人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最终决定着这笔钱的去向，监控着它的使用效果，它的用处归根到底是为纳税人
服务。
所以，如果一定要问“那是谁的钱”，我说是纳税人的。
六、是“交税”还是“缴税”一般的回答是：“缴”在法律条文中用得多。
依法必须“缴纳”的，就用“缴”，“缴税”比“交税”更规范。
我感觉这个回答还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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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前几年曾发表过几篇探讨宪政民主与税收关系的长篇大论。
除了学界内部，社会上没几个人关心的。
现在全然不同了，税收已经成了人人关心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甚至是“敏感”问题。
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感到欣慰——中国的确是在进步。
对于税收，我们既很熟悉（因为大家都是纳税人），又感到陌生（因为太过专业）。
求教于教科书，上面写着，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征取财政收入
的一种分配形式——老师这么教.学生这么学，我们很少想过，税收的定义原不应该这样简单。
在现代社会，公民与政府在法律和道义上是平等的关系，这与传统社会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有着天
壤之别，所以纳税实际上是公民在与政府交换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公民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很难生产
出来的，所以要把自己创造出的财富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从国家的手中交换过来。
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之所以大家要向它交税，是因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是公民个
人生产得出来的，市场在这个方面是“失灵”的，比如，失业救济、义务教育、养老、公共医疗等等
，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公共服务”的范畴，这些事关系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福祉，而有力量做这些事
的，只有政府，或者说，主要是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人人都离不开税收，人人都需要交纳税收。
所以，为社会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让国民福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需
要“养活”政府和官员们的理由。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理由。
其他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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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炜光提出应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列为财政立法的宗旨和重要的法律原则，重点设置纳税人的立法权
和监督权两项基本权力。
他还对财政史、公共财政的起源、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及减税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浅出的探讨，读来令
人获益良多。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夏业良李炜光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财政学者之一。
他的这本著作给我们展示，宪政问题在抽象层面主要表现在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利的平衡上，但在具体
层面则表现在私人产权保护和财政税收上。
中国知识界以前对宪政的关注，以抽象政治权力为主，以为只要有权力制衡架构，即成。
，李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实际不然，到最后，一国的具体财政才是决定宪政是常态还是昙花一现的
基础。
学习李教授的著作，是掌握宪政的具体基础的第一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本书讨论税收和政治的关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经济学家 茅于轼我作为一个宪法学者，一直想好好研究宪政制度的源头——财政税收与公民
权利和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
我认为最好限制政府权力的办法是税收和预算支出。
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我对税收和财政问题的了解有限，炜光教授这本书将有助于弥补我的这一缺陷
，也将给公众提供这方面的重要理论和知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蔡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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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炜光说财税》：财政一国最大的秘密，懂财政才能懂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希望在哪里？
对“国家大事”稍微留心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中国财政收入的连年巨幅增长。
这两年闹金融危机，税收收入照样高速增长；4万亿投资加上各地方政府投资号称18万亿遍地开花，人
们感叹，中国政府太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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