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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租税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

2005-4-22  龚继红 钟涨宝  阅读1832次

     

    毛泽东的租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毛泽东没有写过关于租税制度的专

题文章,但在他的多篇著作中却散存大量的关于租税问题的论述。他的这些光辉论述,既是毛泽东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结果,也是与他继承和发扬我国历史上传统租税思想中人民性的精华分

不开的。我们重温毛泽东的租税思想,运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视角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阐释毛泽东租

税思想,不仅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目前面临的“三农”问题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租税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租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大都散见于他的著作、言论、书信和电文中。仔细研读和归纳,我

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租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减轻人民负担不仅是毛泽东租税思想的起点,也是其终点。毛泽东认为,只有减轻了人民的租税负

担,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也只有生产发展了,政府财政收入充足了,才能进一步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

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因而,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就提出了主力红军筹款自给,以减轻人民

负担的方针政策。1931年1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颁布暂行

税则的决议》报告中指出:土地税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

对于被剥削阶级与最苦的阶层群众免除纳税义务。抗日战争时期,他与英国记者谈话时说,我们要改善人

民的生活,废除苛捐杂税。解放战争时期,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时重申:人

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建国初期,他又提出: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毛泽东不仅在制定政策上用“减租减税”来减轻人民负担,而且还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实

行自给自足,间接地减轻人民的赋税。在一次高干会议上,他说: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支军队要当两支使

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他还分析说:大生产后,部队、机关和学校既然已经解决了全部或大部分物

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一部分就增多

了。因此,他特别重视军队的屯田,在一次表彰大会上,他给晏福生的题词为:“坚决执行屯田政策”。他

还说,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机会,那么,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

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此外,毛泽东还提倡勤俭节约、精兵简政等措施,从而间接地减轻了人

民的负担。 

    

    毛泽东一贯主张减轻人民负担的税收观点,但他坚决反对单纯的税收观和单纯“仁政”观。因为单

纯的税收观是一种不顾经济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的负担能力,只考虑到政府税收,竭泽而渔的思想。这只能

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加重人民负担。而单纯的“仁政”观只考虑到人民的眼前利益,而没有深谋人民的长

远利益。他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应当适当增加税收。他批评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要施

“仁政”的错误观点。 

    

    2.政府的财政税收应当由全民合理负担。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苏维埃要实行税收合

理负担政策,根据收入的多少确定实际负担,照顾各阶层的实际利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经济,根

据地才能巩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他强调:一切有收入的



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负担国家税收,不应该将

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这就是说,在存在阶级的条件下,各阶级的负担也要合理。 

    

    对于公有制内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存在分配均衡问题,毛泽东曾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

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国家税收、合作社积累、农民个人收入这三方面关系,必须

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它们矛盾,国家和合作社要积累,但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

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3.培养税源 毛泽东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广人人民富裕了,才能从民众那儿取得充足的税收。他

认为,培养税源的关键不在于用什么办法从老百姓那儿多取得税租,而是在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创造更

多的社会财富。1942年,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时,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

政工作的总方针,把发展经济作为根本任务。他强调,经济无基础就不可能使财政充裕。他认为,忘了发

展经济,忘记了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不可少的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的。 

    

    毛泽东认为的发展生产就是开发财源。他说:对于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

不妨碍其发展为度。对于农业生产,他指出:应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用百分之十

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还强调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

衣足食,吃饱穿暖。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政府军队自身也要开展生产。他再三强调税收不能只取之于民,

还要取之于己。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总之,毛泽东的租税思想,既体现了战时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适应战时环境的合理

性。尽管毛泽东时代,社会是处在不稳定的战时状态,但是毛泽东的这些先进的租税思想及其所体现的相

应政策和制度却起到了稳定战时社会秩序的作用,并推动了这种秩序向更加稳定的状态演进,最终促进了

这一社会秩序的稳固,即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   

    

    二、毛泽东租税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毛泽东的租税思想产生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等

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里,毛泽东的租税思想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极其鲜明的特征。 

    

    1.继承性和发展性。在毛泽东的租税思想中,不但融进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承继了中国

古代思想家关于租税的精华,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思想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租税观。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强调只有发展生产(培养税源),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保障供给,使革

命取得胜利。他主张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吃饱穿暖,强调一切言行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这些正是

他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群众性原则)的体现。在他批判“单纯财政税收观”和“单纯‘仁政’

观”的论述中,体现了鲜明的马列主义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的租税思想还吸收了大量古代思想家关于租税思想的革命性精华。他继承了古人的“轻敛薄

赋”的思想,提出了减轻人民负担的租税思想。他提出的“负担虽重而民不伤”的思想观点渊源于墨子

的“民费而不病”。他吸收了汉朝的“修养生息”的政策经验,一贯主张减轻民负,给予休养生息,以宽

民力。他批判地吸收了古人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强本开源”等培养税源的观点,从而提出了

发展生产,培养税源的租税思想。在发展生产中,实行仿古屯田,军队生产自给。 

    

    2.阶级性和革命性。在减轻人民负担中,毛泽东坚持土地税收要把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依阶级的

原则来解决。在租税合理均负的思想中,他没有完全因袭传统的平均思想,他的合理均负带有明显的阶级

利益倾向。他主张减轻民负,而适当增加剥削阶级的税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提出了打土豪筹款

方针,没收地主劣绅财产并进行罚款以充裕红军财政收入。在中央根据地时,他认为税收主要向一切封建



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税的原则,且重担归于剥削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主张,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

没收汉奸的财产做抗日经费原则上。建国后,他又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认为资本主义和

私人经济应用税收政策加以限制,通过限制资本主义成分来扶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些可以看出,毛泽

东的租税思想不仅表现其阶级倾向性,而且有革命强制性。 

    

    3.人民性。毛泽东一生坚持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观点。他认为一切政策思想要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的租税思想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在其租税思想中,他认为减轻人民负担的

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能够发展生产,吃饱穿暖。在培养税源思想中,他认为发展生产的目的在于“民足”

而不在于“君足”。这一实质性区别正是毛泽东租税思想人民性的体现。毛泽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生

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他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

高标准。1946年6月,解放战争正处在紧张时刻,军费开支增加较多,有些地方单纯考虑军事行动,对人民

生活考虑甚少,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对邯郸等地区不顾人民负担造成极坏影响的事例发出了通报。毛泽

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在中央拍发给各地、各野战军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必须严格纠正这类问题,

务须从战争着眼,不能只顾眼前,忘记将来。只顾军队,忘记人民。 

    

    此外,毛泽东租税思想还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其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继

承和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不同时期的实

际情况和形式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不同时期的租税政策方针。这种来自于实践中的政策方针必

然是科学的。事实证明,正是在毛泽东租税思想的指导下,党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最后建立了新

中国,并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租税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承了传统思想精华,

对中国国情进行了科学分析,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提出了各个阶级的

租税政策,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逐步完善的一套科学的租税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

性、革命性和人民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毛泽东的租税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龚继红,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硕士 

    钟涨宝,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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