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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教授与经济学博士谈敏副教授合作的60余万字的专著＜＜ 中国财
政思想史» （以下称 “该书” )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在胡教授建立的中国
经济思想通史体系基础上研究中国财政思想史的一部专著， 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高到
一个新的层次，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

(1)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 对一些重要经济思想如土地思想、重本抑末思想、商业
思想、分配消费思想等的发展演变作专门研究， 这对充实、扩展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必要
的，而其中对中国财政思想的研究，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封建经济及大一统封建帝国
长期延续的历史背景下， 与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财政思想、财政政策、财政制度， 构成了
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内容极为丰富的组成部分， 形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 对千中国
财政思想史的研究， 以前有人作过尝试，研究者或对财政思想和财政制度进行一些分析，或对
一些历史人物的财政思想进行分别叙述， 却很少有这方面的系统著作出版， 而该书能从经济
学角度对中国上下三千年的财政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分析、 阐述， 这对学术
界是一个重要贡献。 本书纵贯古今， 上自夏商、下迄20 世纪30年代， 对历代的财政政策、制
度以及所有著名思想家和历史人物的财政思想均作了研究， 其历史跨度之长、包罗内 容之
博、论及人物思想之众， 实可称空前之作。

(2)<＜中国财政思想史＞ ＞的著者，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在广泛翔实的资料基础上， 对
中国财政思想的演变作了深入研究， 揭示了中国财政思想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 该书在体例
上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先秦财政思想， 主要对西周以前及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
的财政观点、财政思想、财政政策进行分析论述， 并对先秦时期儒家的财政思想、 ＜＜ 周礼＞＞
及 ＜＜ 管子＞＞的财政思想作了重点研究。 第二部分为封建地主经济前期的财政思想， 主要对秦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财政思想及政策制度进行广泛研究。 第三部分为封建地主经
济后期的财政思想， 论及的朝代有宋、元、明、清。 第四部分为鸦片战争到 “五四” 运动时
期的财政思想，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财政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 在对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
思想、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广泛研究的基础上， 作者指出中国财政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是，
先秦和封建地主经济前期， 是中国财政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先秦思想家所提出的许多财政
概念如量入为出、贡土之宜、开源节流、什一而税、衣业单一税制、培养税源、减轻课税、
盐铁专卖等措施对后代有着深远影响。 而汉代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 在许多方面具有首创
意义， 如专卖、均输、平准或常平制度等对以后历代的财政都起了指导作用。唐代后期出现
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杨炎的 “量出为入“ 原则以及 “两税法 ” ， 体现了简化财政征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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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桉丁征课为按各户贫富征税、 以货币定税额等观点， 亦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 至千封
建地主经济后期财政思想发展的特点， 主要是对先秦以来财政思想中一些不合乎时代要求的
措施进行批判， 并将一些合乎现实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思想加以深化， 而在理论上少有新的
发展。 宋代以后财政思想的发展， 大抵可概括为以下三种趋势1

一是对先秦以来的某些重要

财政观点进行批判；二是国家专卖和经济干预政策的倾向日渐削弱， 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
及商业资本渗进封建财政的状况日益增强，三是这时期的财政论述多侧重在具体财政措施方

面， 故而在漕政、 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 到了近代， 中国财政思想史
的发展又有大的变化， 传统的封建财政思想逐渐为输入的西方近代财政学说所取代。20世纪
初以后， 中国财政思想和财政制度在理论体系、 表述方式、 具体内容及形式上均与中国封建
传统样式迥然有别， 已属千近代经济学范畴。

(3)在系统阐述的基础上，该书在许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例如，著者对《周礼＞＞

和＜＜管子＞＞中所蕴藏的丰富、珍贵的财政思想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指出＜＜周礼»是一部以论

述封建财政为主题之一的文献，其特点一是将经济事务提高到国家决策水平，二是在所设计的
一整套政治纲领和政策原则中， 几乎每一种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 其中如 “九职” 、 “九
赋 ” 、 “九式” 、 “九贡” 则全是讲的财政问题。 ＜＜周礼»中包涵的财政体系成为以后封建

财政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而＜＜管子＞＞则主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其财政论述的核心， 对财政

与经济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精到的观点， 如反对强制征籍， 主张在财政
上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收入， 提出利用财政这一分配工具对社会生产与消费进行宏观调
节以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等。 «管子＞＞中所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财政观点成为后世财政政
策的重要思想渊源。 又如，著者从财政学角度对一直受到历代史家非议的西汉时期的“算缗＇，

政策作了深入研究， 指出具有工商资产税性质的 “算缗钱” 是我国古代税收政策的一 次重大

变革，o 再如， 该书对唐宋以来日渐发展的会计、审计制度进行了分析， 指出这是封建专制统
治强化、 封建财政日益集中的表现。 此外， 该书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 观点、 制度均作

出了不同一般的评价， 使人耳目 一新。 尤值称道的是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两个突出特点1

是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对同期中外财政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二是本着古为
今用的原则， 既重视分析传统财政思想对后世的延承关系， 又注意提炼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以

为现实经济服务， 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上接第33页） 了 “一国两制 ” 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 人口问题， 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
问题等， 大大丰富和充实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对前几年曾在我国流行或引起争论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 许涤新同志在本书中表

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 例如， 关千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股份

化问题， 他是坚决反对的。 许老还反对所谓 “高消费” 的理论， 认为 “提倡 ｀高消费＇ ， 不
但加重国内市场供应的压力， 而且增加了生产部门在奖金、 补贴和工资等问题上的压力。 这
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难道不是一种破坏吗？ ”

许涤新同志一生心血的结晶一— <＜广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十分丰富，我今天只谈学习第
三卷的点滴体会，不可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今天，我们纪念许涤新同志逝世两周年，学习他的
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 一定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继承他未竟的事

业， 沿褚他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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