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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20202020
中国古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

概述：生产力的发展迟早会引起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这里应注意：

（1）在封建社会中，所有制关系主要指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的重点）。

（2）产品分配形式主要是指赋税、摇役、兵役、地组等。

（3）人们生产中的地位主要是阶级关系．

本专题概况（土地所有制形式）

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构成封建生产关系和

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史上，土地制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原始社会：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

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际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重形式）。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我国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私有制。

一、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

1、性质：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它是土地私有制不发达的表现。

2、兴衰：

它始于商朝，完备推广于西周，春秋后期逐渐瓦解。

3、内容（权利与义务）：

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能世代享用，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果实

4、特点

5、瓦解原因

春秋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封建剥削制度确立起来

二、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

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战国确立。商鞅变法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政府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封建地主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这种制度是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土地制度。

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国有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三者

的地位：

1、农民土地所有制虽不占支配地位，但却广泛而分散，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同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

存在的基础，但由于经济力量薄弱，往往被兼并。

2、国有土地是封建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封建杜会整个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一般作为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出现危机

时的后备补充。

3、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产生关系的基础，它的发展导致土地兼并。如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东汉

豪强地主占有大量肥田沃土，唐后期土地兼并，明后期土地兼并。

1111、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三种形式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它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阶级正是凭借对

土地的垄断，迫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

发展，社会经济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明清

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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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有王田制（新）、屯田制（三国）、均田制（北魏至唐中期）三种形式：

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势力也会日渐恶性膨胀，土地兼并就随之加剧。农民失去

土地，无以为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揭竿起义，以求生存。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增加财政

收入，采取某些措施遏制土地兼并，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如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和清前期的“更名田”等，这有

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1）王田制（如王莽时实行）：

·性质：

形式上表面上似乎是奴隶制阶段井田制的恢复，但性质仍为封建土地所有制。

·目的：

是托古改制、限制兼并，缓和阶级矛盾，

·内容：

把全国田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规定一家不满 8 个男子，占田不准超过 900亩，多占的要分给族人或乡里；没有土地的农民

按一夫一妇 100 亩的标准分给。

·结果：

王莽企图以此抑制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但由于遭到贵族官僚的反对而废除了。

（2）屯田制：

·起源：

屯田古已有之，汉代实行过，当时主要是为了戍边和保证军需。

·推行情况：

不少朝代都实行过，如西汉、东汉、曹魏、蜀、金朝、元朝、明朝、清初都实行过。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农民

背井离乡，土地荒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推行屯田。后来，魏、蜀、吴也都实行屯田。

·基本特点和具体做法：

屯田制是封建制的土地国有制，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

含有兵农合一成分

·方式：

这是政府或统治者组织的农民或军队的开荒种地。屯田有军屯、民屯。军屯：由士兵屯垦；民屯则招募流亡农民

进行屯垦；屯田农民要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政府设官管理；屯田民要分别不同情况按比例向官府交纳收获物，但他

们不再负担兵役。

·作用：

屯田制的推行，安置了大批流亡农民，有利于稳定了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曹操推行屯田，保证了军粮供应，为统一北方提供了物质条件。

（3）均田制：

·实行情况：

均田制是我国古代影响很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始于北魏（485 年），流行隋唐，且被日本借鉴、吸取，其影响深

远。

·背景：

这两种形式，往往是在经历了一场战乱和社会动荡之后，国家控制了大量无主土地的情况下实行。

·目的：

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前提条件：

政府掌握大量的无主荒地。社会上存在大量无主荒地和劳动力，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这种制度不触

及贵族地主利益，农民对国家承担租赋徭役，贵族地主无此负担。

·内容：

A、国家将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给农民一定数量的田地。奴婢、耕牛也相应受田；——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地主利益也都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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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土地不得买卖；——对土地兼并有所限制。

C、官吏得给公田；——其利益得到了保障

D、农民对封建国家的租、调、役负担。（贵族、地主却无此负担。）

“均田令”规定：15 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开始向政府领种土地，到了不能劳动或者身死时，再把土地还给政府。

土地有两种，无主的荒地称露田，按规定还给政府，不能买卖。已经耕种过的土地称桑田，按规定不必还给政府，可

以买卖。政府规定，一夫一妇要向国家纳租粟二石，纳调帛一匹，产麻的地方纳布一匹（不交帛）。此外，农民还要向

政府承担一定的徭役杂调。

·作用：

授田时，既不触动地主的土地，又能使农民得到一定土地，因此，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和北方民族大融合；

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封建土地制度。（比较完备）

·瓦解原因：

唐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严重，政府没有可分土地，均田制则无法继续实行。

（4）清前期的“更名田”

333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

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不占主要地位，但人数众多，春秋时期，一部分奴隶和平民以及没落贵族自己垦种的这部分

土地，使他们成为小块土地所有者，成为一家一户的自耕农。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存在这种自耕农土地所有制，这种

小农经济同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样，是对封建生产关系内容的重要补充，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共同构成封建经济基础，

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主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这种土

地所有制不断破产。

特点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认识：

古代土地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实质

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兼并是最大特征：

A：土地兼并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阶级力量增加的表现，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封建社会无

法克服的经济现象；

B：当土地兼并严重时，两种矛盾突出起来；一是农民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国家同地主的矛盾。这两种矛盾的发

展，将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使兼并得到一定的缓和，二是导致农民起义的

爆发。

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建立初期比较有远见的统治者，往往运用政权力量对土地占有状况进行整体。

A：调整的原因：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地主阶级矛盾激化，封建统治的危机爆发，广大农民为反抗压迫，求得

生存，揭竿而起。封建国家由于统治力量削弱，在农民起义打击下，迅速消灭。

B：调整的基本点：一是确保国家控制一定数量土地以保证维护强大的国家机器所必需的赋税和财政收入；二是安

定农民，使农民获得一定土地，以恢复生产，稳定统治。

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土地制度

旧中国的广大农村，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不足农村人口总数 1%的地主富农手中。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给

广大农民造成极痛苦，阻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改革。因此，土地问题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问题，变革土地制度，成为中国民

主革命的一项重要标准。

（1111）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土地政策

AAAA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大朝亩田制度》，核心内容就是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是几千年来农民

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BBBB 资产阶级革命派 ：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中，“民主”的含义就是平均地权，但未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革

命胜利后，国家用“核定地价”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最后达到“国民共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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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 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政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如

年的土地政策，1947 年的<<中国土地大纲>>，195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但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是个例外。

由于终日民族矛盾尖锐，当时采取“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抗日。

（2222）建国后农村经济落后的四次调整

A 第一次：土地改革

原因：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核心内容：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结果：解放了生产力，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B 第二次：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核心内容：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并实行集体经营

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C 第三次：人民公社化

原因：党的主要领导人主观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核心内容：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规模

结果：严惩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D 第四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原因：党中央总结了合作化的经验教训，作出正确的决策

核心内容：坚持土地国有制，改革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

结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去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练习：

下列对均田制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实施的根本原因是先进经济形态的迫使

B.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C.破坏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制度

D.破坏的直接原因是封建经济的停滞

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结合有关知识回答 1—2 题。

1、“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对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井田制的形象描述，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①奴隶社会实行土地国有制 ②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私有制 ③井田制是私有制不发达的产物 ④随着井田制结

束，分封制也消失了

A．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2、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国有土地、地主土地和自耕农土地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下表述不正确的是 ①地主阶

级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社会一直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②农民土地所有制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长期存在的基础

③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重农抑商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础 ④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上述土地所有制形式在中国

逐渐消失

A．①④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②

均田制是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结合有关知识回答 3—5 题。

3、促使北魏实行均田制的根本原因是

A.汉族地主的建议 B.南北对峙的形势

C.民族融合的趋势 D.先进的经济形态

4、唐朝均田制与北魏均田制所起的作用的不同之处是

A.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B. 使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

C. 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封建化 D.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5、实施均田制的直接受益者和最终受益者分别是

A. 地主、国家 B.农民、地主

C. 农民、国家 D. 国家、地主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无法克服的经济现象。结合有关知识回答 6—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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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政府无田可授。其根源在于

A.封建经济受到破坏 B. 封建地主力量增强

C. 封建地主力量削弱 D.封建经济得到发展

7、土地兼并贯穿封建社会始终，国家的任何抵抗政策都不可使之逆转。其根本原因在于

A.生产力的发展 B.重农抑商的支配

C.农民起义的打击 D.土地私有制的存在

赋税是为了维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对劳动人民强制征税。结合有关知识回答 8—10 题。

8、在我国古代，赋税随着每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各有其特点。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①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是我国征取土地税的开始 ②北魏租调制中的“调”指户税，以户为单位征收 ③唐

朝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转折 ④明朝一条鞭法是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的标志 A. ② B. ②

③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9、北宋王安石变法规定农民缴纳赋税的标准是

A.土地的数量和质量 B.财产的多少 C.成年男丁数 D.按户收取

10、以下各项未触动大地主的利益的是

A.租庸调制 B.方田均税法 C.一条鞭法 D.地丁银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结合有关知识回答 11—13 题。

11、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和中期实行两税法的相同实质是

A.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手段 B.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

C.对农民剥削程度的降低 D.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12、自汉唐至清前期，我国赋税制度发展的总趋势中不包括

A.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松弛 B.逐渐解除农民对土地和地主的依赖关系

C.在客观上既反映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D.赋税缴纳形式和内容趋于简化和货币化

13、明朝中后期，从根本上冲破了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是

A.一条鞭法的实行 B.农民起义的爆发

C.民主思想的产生 D.手工工场的出现

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结合有关知识回答 14—15 题。

14、租庸调制在唐朝中后期逐渐难以维持。其原因在于

A.农民阶级的反对 B.均田制的破坏

C.自然灾害的侵袭 D.国家政策的调整

15、上述关系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

A.阶级斗争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B.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C.物质决定意识 D.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二、非选择题：40 分

１6、以唐都长安、宋都东京为例，说明唐宋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并指出由此引起的当时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

和城市布局的变化。

参 考 答 案

一、选择题：

1.A 2.A 3.D 4.C 5.C 6.D 7.D 8.D

9.A 10.A 11.D 12.B 13.D 14.B 15.B

二、非选择题：

16、

表现：

①唐都长安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城内有东市、西市，市内店铺林立。

②北宋东京居民有 20 万户；出现夜市、晓市和瓦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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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①土地制度。唐朝中期以前，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此后，由于土地买卖加剧，封建国家不再拥有大

量土地，均田制遭到破坏。北宋统治者不抑兼并，承认了土地自由买卖和大地主占有土地的合法性。

②赋税制度。以人丁为征税标准的租庸调制被两税法取代，两税法是建立在大地主庄园经济基础上，以土地和

财产的多少为标准的赋税制度。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也属同类性质的税法。

③城市布局。唐代城市商业区、住宅区分开。北宋时，封闭型的城市被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冲破，工商业者临街而居，

随地经营

赋税制度

赋税是中国古代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强制征收的。赋税制度是随土地制

度或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

赋役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

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攫夺。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含义很广泛，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

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其他苛捐杂税。

贡：是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主；赋：原指军赋，即君主向臣属征集的军役和军用品；税：由“禾”“兑”两字组成，

“禾”指农产品，“兑”即送达，其本意是社会成员向国家送交农产品。

1111、赋税制度的变化（沿革）

夏商周（奴隶社会）：实行贡赋制度，这是赋税制的雏形。当时还没有土地税或地租

（1）春秋初税亩

从春秋末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 、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井田）和私田，一律按实际亩数征税。这是

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它承认私田合法，这就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

特征：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

（2）秦汉赋税：编户制度

政府把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

成。是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兵役的依据。

编户齐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

秦朝由于赋税繁重，导致短命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西汉的编

户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汉代田租较轻而人头税较重。

特征：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交纳粮食。从景帝二年（公元 155 年）起，

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

人头税。赋交钱币（在历史上，租、赋、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

影响：这一赋税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汉代统治者轻徭薄赋，迅速恢复发展了社会

生产；其二，加剧了土地兼并，引发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其三，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或托

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政府的户籍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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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

是为“户调”。户调又何以纳绢或布帛而不纳货币?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曹魏时

将调以固定的赋税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按户征收，遂形成“户调”。

（3）北魏，租调徭役制。

孝文帝改革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户税）帛或麻，还必须

服徭役和兵役。

特征：调指户税（财产税），以农户为单位，它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

（4）隋唐租庸调制

  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

收方式，有所变化的是隋唐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开始征收“庸”，故又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

进一步加以完善。

原因：A、吸取隋亡教训；B、唐初政局混乱，经济衰败，财政困难。——因此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成为当务之急。

目的：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封建剥削，巩固封建统治

指导思想：轻徭薄赋

内容：

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指服徭役的期

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无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特征：“庸”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作用： A、保证农时，减轻负担，开垦荒地；

B、保障了政府赋税收入，巩固了府兵制。

租庸调制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1）以庸代役，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封建赋税形式，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

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形式。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

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

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2）剥削量减轻，有利于社会经

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主要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

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诚如太宗所说：“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有矣。”

（《贞观政要·论务农》）

租庸调制的局限性：租庸调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自然受到封建国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从阶级局

限看，封建国家兴革赋税制度，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对劳动者的更多榨取。因而，轻徭

薄赋是有限度的，每当经济转机，生产发展之后，统治者的剥削也随之加重，结果阻碍了经济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

从历史局限性看，它不可能超出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水平，并要受封建土地管理体制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

体制的变化，租调制这一赋役制度就失去了历史作用和存在价值。

有关唐朝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的史料：

“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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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

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见《唐六典》卷三）郑樵在评价唐朝这

种赋役办法时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

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见郑樵《通志·货一》）思考：唐朝的租

庸调制与前代租调制有无本质区别?其主要不同在哪里?有何积极意义?从郑樵的评价材料中找出该制度对农民有益的

证据。租庸调制自唐高祖李渊颁布，始成定制，后经唐太宗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承袭。开元之后，租庸调制赖

以存在的基础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随之破坏，被两税法取代。

以上制度的共同点是以人丁为主要收税标准。不同点是，唐朝开始有了纳绢代役。

（5）唐中后期两税法。

唐中叶产生的两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土地（均田制）关

系变化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丁口转移、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的新情况。

原因：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政府手里无地可分，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入

减少。这种变化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的结果，是由土地兼并造成的。（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

遭到极大破坏，这样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脱离户籍到处流亡。安史之乱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实际上建

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按丁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也已无法执行下去。这种状况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造成了严重的

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结果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并造成了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混乱，

唐朝财政面临崩溃。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建中元年（780 年）唐朝政府颁布两税令，实施两税

法。）

目的：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改行两税法。

内容：780 年，宰相杨炎建议

（1）课税对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两税法将课税对象由过去的主户扩大到客户，并对商人重新规定税率。

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变化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扩大征税面，保证财政收入，这是制定

两税法的目的之一。

（2）征课内容：包括户税和地税。唐代征赋名目繁多，除租庸调外，后又有地税、户税、青苗钱等各种杂税。两

税法则“置两税以总之”，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这两税中，“以一其名”，并规定，若有“此外敛者，

以枉法论”。

（3）课税标准：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杂税、杂役。“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租庸调以丁为计算单位，贫富负担不均。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

其税多”。

（4）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相对集中并节省了征收时间。

（5）征课形式：“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租庸调制是“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缮纩布麻”。还有各种杂

税杂役。两税法则先“定税计钱”，交纳时再“折钱纳物”，即所谓“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

样，相对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国家计算征收。

（6）征课原则：“量出以制入。”量出为入是中国赋税史上仅有的创见。两税法提出，“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

而赋于人，”即国家根据财政支出确立每年全国总税额，然后摊派各地征收。这种量出为入的原则可以说是创我国预算

原则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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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以资产和土地的多少作为纳税标准，即以资产税取代自战国以来的人丁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

为税产，这符合土地集中和贫富升降的社会现实。两税法替代租庸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奠定了唐

后期至明中叶中国古代赋税的基础。

作用（两税法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

A、两税法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面，保证了国家财政税收；两税法将唐中期以来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

地税两种，并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这样既简化了征税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

的财政收入；同时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乱摊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B、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惟资产为宗，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客户、

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这也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此外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

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

C、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

D 两税法将唐代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这样既简化了征课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确定。

从制度上避免官吏乱摊派的可能。

E、两税法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确定征税标准，较为公平。

F、两税法以货币计算和交纳赋税，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地位：两税法是赋税制度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土地财产多少为主，是我国

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和进步。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

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

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同时这次改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

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

局限性：A、土地兼并不再受限制，越来越严重，激化了阶级矛盾；

B、大地主隐瞒财产，转嫁赋税，政府又增加许多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对巩固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两税法不可能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因而不

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唐朝的统治危机。

（6）北宋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

内容：王安石变法实行募役法规定官僚也要交纳役钱，实行方田均税法，清查隐瞒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平均赋

税，使官僚地主无法逃避赋税。后因大官僚大地主反对被废除。

特征：交钱代役；清查隐瞒土地，使官僚地主不能逃税。

实质：是纳钱代役和按亩征税。

（7）明后期张居正一条鞭法。

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

历史的要求，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一些特点。

背景：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明朝中期，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

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旨在挽救明朝统治的张居正改革。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

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

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

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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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

A、明朝中期，农民赋税负担过重，阶级矛盾尖锐，国家财政困难；

B、旧的赋税制度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目的：为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化繁为简、平均赋役，

内容：1581 年张居正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直隶、广东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推行“一条鞭法” ，也称“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

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具体内容：（1）赋役合并，并部分“摊丁入地”。

即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之中，把过去按户丁出

办的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数摊派。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地方以丁为主，有的地方以田为

主，有的地方丁田各半，还有的地方全部摊入田亩中，但丁役摊入田亩的倾向是一致的。故称“一条鞭法”。（2）赋役

征银，由地方官征收。田赋中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仍收“本色”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一律折收银两。

差役把正德以来的力差、银差统一规定为以银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充当。赋役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管理，废除了

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的办法。（3）以州县为单位，把一切赋税、役法项合编起来，确定征收的总数。

意义：

A、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纳银代

役的规定，简化赋税名目和征收手续，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

B、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势力，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有利于

生产的发展；

C、赋役统一征银的办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适应了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

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对豪强漏税有一定限制作用。

结果：虽然由于大地主的反对，不久就停止实行，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

（8）清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征收地丁银。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但也开始着手整顿赋役制度。

原因：

A、旧的赋税制度使农民负担过重，影响社会安定，而且人头税

使隐蔽人口现象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B、的赋税制度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C、1712 年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为摊丁入亩提供了条件。

内容：A、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税收额，先是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永不加赋

使丁银额固定下来，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因为以丁之多少为课税标准，会逼跑贫户，隐匿人口，岁收并不能确

定；而丁银定额，就相对减轻了贫民的负担。这既减少了贫户逃亡，保证国家岁收，又给日后的“地丁合一”创造了

条件。

B、在明以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一直以土地和人丁为双重标准征税。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关系的

普遍化，土地买卖的加速，人口数量的激增及流民反抗的加剧，封建国家越来越难以束缚农民于固定的土地之上，直

接向农民征收人口税（丁役银）更加困难，旧的标准很难维持下去。在康熙五十一年永不加赋，停止征收新增人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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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雍正初年实行地丁合一，开始了单一的土地标准征税，正式废除了人丁税。地丁合一又叫摊丁入亩，丁随

地起，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所摊数额，一般是纳一两银子的田赋，摊入一二钱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有助

于封建国家税收的稳定，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它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惟

一标准，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从而调整了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评价：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

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

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规则的简化，有利于政府征收，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以上四项的共同点是：以土地财产作为收税主要标准；纳税不再收取实物而收取货币。

思考：比较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异同：

同：（1）都收取银两，即货币地租，推动商品经济发展。（2）都以土地为主要的收税依据，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松弛。

（3）都因商品经济发展使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不足，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4）都增加了国家收入、缓和阶级矛盾。

异：（1）失败——成功；（2）人丁数和税额不固定——固定；（3）王朝中期——王朝初建时期；（4）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

—完全按田亩的多寡来分担

2222、特征分类（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四大税种）：

以人丁为主要征税依据的赋税制度：“人头税”，即丁税。编户制度、租调制、租庸调制；

以土地和财产（田亩）为主要征税依据的赋税制度：土地税，即田租。初税亩、两税法、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

征收货币的赋税制度：募役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

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

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以及其他苛捐杂税。

3333、税种分类

纳税主体：臣属（西周）、土地（春秋）、土地、人丁（秦汉）、户税（北魏）、人丁（唐前期）土地和财产（唐后期）、土地（北

宋王安石变法）、土地（明）、土地（清朝前期）

纳税形式：实物地租、力役地租、货币地租

纳税内容：土地税、人头税、徭役、兵役（西汉）、租粟；调帛或麻---户税、兵役、徭役（北魏）、租谷、调绢或布、纳绢或布

代役---庸（唐前期）、土地税和财产税（唐后期）、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赋税；征收役钱（北宋王安石变法）把田赋、徭役和杂

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明朝）、摊丁入亩，征收统一的赋税（清初）

3333、古代赋税制度调整的原因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王朝建立之初，吸取前朝教训而减轻赋税；

二是在国家控制大量无主土地而推行均田制时实行租庸调制；

三是为解决经济困难，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赋税制度；

四是临时加派的税款如辽饷。

特点

纳税主体具有多样性

纳税形式具有多样性

纳税内容具有多样性，以田赋、丁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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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沿革的五大趋势（演变特点）：

从秦到清，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1、由向国王的纳贡到国家征收土地税；

2、征收标准：由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到以土地财产（田亩）为主的征税标准，直至取消人头税的变化（以两税法为

变化的标志），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驰。

3、由赋役分征到赋役合征，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名目和手续的简化；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4、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劳役地租为主到货币地租为主（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5、征收时间：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6、税种：由繁杂多项逐渐演变为简化单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纳绢代役（以“庸”

为标志）；纳税种类由赋、役分征到赋役合征，反映了赋税的名目、手续简单化。

7、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税逐渐加重。

8、纳税形式由实物地租、力役地租发展到以货币地租为单一形式，反映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上述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种演变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

人身控制松弛；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自然经济中商品经济的

发展，封建统治者无法抗拒商品经济的发展等）

5555、赋税制度变化的原因

（1）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

（2）农民的反抗斗争；

（3）统治者顺应形势，调整政策。

5、不同的赋税制度产生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迅速改变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

第二种情况，扩大了国家税源，增加了政府收入；

第三种情况，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第四种情况，加重了人民负担，成为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4444、认识

（1）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

（2）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

（3）赋税制度的沿革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状况，实质体现了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律。

（4）赋税是封建国家生存的经济基础；赋税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社会进步与倒退，是评价历史人物和封建统治的依据之

一；赋税制度的变化主观上取决于统治者的素质，客观上取决于生产力的进步。

（5）反映的问题：

历史上，一些封建统治者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剥削，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

将来加重剥削。一般说，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刚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或长期战乱的破坏，社会比较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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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统治者总会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比较宽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以恢

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一当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财富有所增加，统治阶级就会重新加重对人民的盘剥。

（6）赋税制度演变的实质

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哲学思考：

朱镕基总理在 200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2001 年

将在安徽省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4 月 23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按照这

一方案，安徽省将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农民负担主要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和农业特产税及其

附加。

  当前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被誉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这从政治上给我们的启示是：（1）

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政治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决定；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给经济的发展以巨大影响。任

何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一方面反映了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将会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巩固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果。（2）

体现了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原则。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依法调整和

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3）体现了国家

的对内职能。一是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4）体现了党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国家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组织活动原则。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充分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广大农民的关心。这既是党的全心全意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集中反映，也是国家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组织

活动原则的具体体现。

  提示：农村税费改革，在经济学上可用税收的含义、基本特征和作用，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农业基础地位等知识分

析；在哲学上可用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普遍联系、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知识予以分析。

巩固练习：

概括古代封建政府对于赋税所进行调整的几种基本情况，举例说明，并分析赋税调整的社会作用

练习：

下列赋税制度中减轻了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是

（1）编户制度 （2）租庸调制（3）两税法 （4）一条鞭法 （5）摊丁入亩

A.（1）（2）（3）（4） B.（2）（3）（4）（5）

C.（3）（4）（5） D.（2）（4）（5）

1、从西汉到明清，赋税制度沿革发展的规律与下列历史现象有紧密关系的是（ABD）

A 农民起义深入发展，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 B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日趋活跃

C 历代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D 大地主经济力量壮大，土地兼并日趋激烈

2、西汉实行编户制度，唐实行两税法，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清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上述赋税制度的变革，表明（ABC）

A 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依附控制渐趋松驰 B 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C 封建国家征收手续日趋简单化 D 封建统治者的剥削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王安石变法设想“民不加赋而国自饶”的措施有（ABD）

A 政府向农民货款以获利息 B 向钱物特权的官僚地主征收

C 引种占城稻以增加粮食产量 D 清查为逃避赋税而隐瞒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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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代张居正改革赋税制度的最大影响是（D）

A 按财产多少收税 B 把赋税分摊到田赋上

C 用银两征税 D 使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

5、对清朝实施的“摊丁入亩”的评价正确的有（ABCD）

A 调整生产关系 B 废除了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人头税

C 相对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 D 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二、问答题

概述我国古代封建政府对赋税进行调整的几种基本情况；并举例说明。分析封建政府进行赋税调整的作用。

答：1、新王朝建立之初，经济凋敝或荒歉之年，减免税额。如西汉初年把赋税降为十五税、三十税一。

2、在政府掌握大量无主荒地，农民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政府授田给农民，规定受田者定额交纳租税。如唐朝的租庸调制

作用：这两种情况，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小农经济，经济上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政治上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

统治。

3、当政府直接控制的农业人口少，影响政府收入时，政府规定按土地、财产的多少纳税，使土地多者多纳税。如唐之两税法

作用：第三种情况有利于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减轻小农纳税负担，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驰了，但地主阶级设法把新增赋

税转嫁到农民身上。

4、封建政府这掠夺更多的财富，增加农民赋税，如明末加派“辽饷”。

作用：第四种情况对农民剥削过度，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激化矛盾，使封建统治出现了危机。

5、商品税日益繁重。如清政府在各地设关卡，征收重税。

作用：第五种情况不仅压制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且不利

模拟检测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唐朝后期，唐政府接受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从而推动我国赋税制度重大变革。据此回答第 1～4 题：

 1．唐朝两税法的实行表明

 ①租庸调制已无法维持 ②征税标准不再以人丁为主 ③遏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 ④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⑤封建经济的发展

 Ａ．①② Ｂ．③④⑤

 Ｃ．①②③ Ｄ．①②⑤

 2．唐朝实行两税法产生的作用是

 Ａ．缓解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Ｂ．缓解了均田制破坏造成的财政问题

 Ｃ．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Ｄ．削弱了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

 3．两税法与以往的税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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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统一税制

 Ｂ．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Ｃ．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

 Ｄ．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4．两税法实行后，地主阶级千方百计把新增加的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这里的“新赋税”主要是指

 Ａ．人丁税 Ｂ．土地和财产税

 Ｃ．兵役税 Ｄ．徭役税

 唐中期实行的两税法、明朝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初实行的地丁银制度都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赋税制度改革，产生

了较大影响，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据此回答第 5～９题：

 5．两税法、一条鞭法和地丁银制度的相似之处在于

 Ａ．都征收银两

 Ｂ．都损害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反对而停止

 Ｃ．不以人头为征税的标准

 Ｄ．都加强对土地和财产数量的征税

 6．上述三种赋税制度的演变反映出封建生产关系的趋势是

 Ａ．由征收实物税转变为征收货币税

 Ｂ．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

 Ｃ．由以人丁为主征税标准演变为按田亩征税

 Ｄ．阶级矛盾尖锐，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7．明朝时的一条鞭法和清初的地丁银制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特点是

 Ａ．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

 Ｂ．自然经济渐趋瓦解

 Ｃ．农业、手工业发展

 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8．一条鞭法遭到大地主反对，主要是因为

 Ａ．按实物征税

 Ｂ．把实物折成银两征税

 Ｃ．解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

 Ｄ．按田亩的多少征税

 9．清代征收“地丁银”是指

 Ａ．只征土地税，废除人丁税

 Ｂ．土地税、人丁税一律只收白银

 Ｃ．按土地与人口的多少征收白银

 Ｄ．将丁税平均摊入田赋统一征收

 中央决定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自治区选择少数县（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

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长期稳定。据此回答 10～1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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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目的是

 Ａ．通过增加税收减少国家财政赤字

 Ｂ．遏制“三乱”，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Ｃ．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

 Ｄ．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

 11．税费改革先试行后再推广的哲学依据是

 Ａ．税费改革是新生事物

 Ｂ．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

 Ｃ．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Ｄ．两点论和重点论是统一的

 12．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是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这说明

 Ａ．农村税费改革是当前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

 Ｂ．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归根到底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Ｃ．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

 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13．费改税之所以能够减轻农民负担是因为

 Ａ．我国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税收

 Ｂ．税收具有固定性，费改税能够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乱收费

 Ｃ．税收具有强制性，各种收费具有随意性

 Ｄ．国家征收的税收，可以返还一部分给纳税人

 14．针对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广大农民应该

 Ａ．利用税收杠杆，调节农村经济运行

 Ｂ．积极争取税收优惠，维护自身权益

 Ｃ．急国家所急，尽量多向国家交税

 Ｄ．增强纳税人意识，自觉依法纳税

 15．税费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

 ①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惟一形式 ②税费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 ③各种乱收费不利于经济和社会

的稳定 ④税费是由国家确定的，强制征收的

 Ａ．①③ Ｂ．②③

 Ｃ．③④ Ｄ．①④

 二、非选择题

 16．简述唐初至清前期赋役制度的演变，分析这种演变的主要趋势及其原因。

 17．清朝建立以前，我国赋税制度完成了两次重要转变：一是收税的标准由以人丁为主转向以财产为主；二是收

税的形式由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于唐朝，第二次转变发生于什么朝代?简述这次转变的原因

和影响。

 18．阅读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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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决定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市）自治区选择少数县（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这次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步骤。

材料二 这次税费改革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改善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举措。这次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简化农村税种，

将原来的一些行政收费项目统一改为税，并把原来按人口和地亩均摊税费的办法除农业税外，统一改为按真实发生的

经济活动征收。

 请回答：

 （1）我国古代史上赋税制度有过多次改革，简述清初税费改革的内容及其意义。

 （2）材料一中提到我国农村 1950 年起进行了土地改革，1979 年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试概括这两

次改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3）材料二中提到当前我国农村的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

途径。请你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4）从政治常识角度看，我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对改善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的稳定有怎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