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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
＊

—近代 中 国 所得税开征进程 中 的 官 民 交 涉

魏文享

内容提要 晚清 至 民 初所得税一直在筹备试行 ， 然 频遭 民 间 反对未竟 完功 。 至 1 9 3 6 年 ，

国 民 政府为 筹备抗战财政 ，
强力 推行全面开征 。 在 此进程 中 ， 国 家 与 民 间 就税收 开征的合

法性及合理性不 断 交 涉 ，其 中 以 1 9 3 6 年 前后最 为 激烈 。 国 民政府通过党 政体制对所得税

进行立 法 ， 社会各 阶层 则通过报 刊舆论 、上 书请 愿 、 团体呼 吁等方 式表达诉愿 。 商 人 、 自 由

职 业者 等纳 税人阶层在职业 团体统 筹下
，
要求政府 暂缓征税或修 法减征 。 学 者 、媒体亦各

本立场 ， 发声参 与 。 行政 院 、 财政部及立法 院 等 官 方 机构对社会 予 以 正面 回 应和解释 ， 同

时 开动 宣传机器争取舆论支持 。 纳税人基于纳税义务而 生 的权利 意识 有 明 显增 强 ，
民 间

的税权表达对税法修改 和税政 实践有所影 响 ，但 官 方之 既定决策未 受 动摇 ，
依然 掌控着税

收 的开征权 。 在征税方 与纳 税人 以 法定职 业 团体和 舆论 空 间 为基 点 共构 的 交 涉机制 中
，

民 意表达 内化 的 制 度渠道仍 然缺乏 。

关键词 所得税 国 家税政 民 间 参 与 直接税 高秉坊 孔 祥熙

凡有国家 ，
必存税收 （

Ｔａｘ ） 。 税收是国家依据政治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 、获取国家机构运转

资源最为重要的方式 。 在国家立场上 ，税权 （
Ｐｏｗｅｒ ｔｏｔａｘ ） 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 ，通常包括

税收的立法 、执行和稽査诸层面。 国家多以法律形式颁行税令 ， 实现对纳税人强制无偿征税的 目

的 。 所谓
“

强制 、无偿
”

，是相对并非绝对 ，税 自 民 出 ， 自非全无前提。 在国家主导税政的情况下 ，纳

税人也应享有 同意 、监察甚至反抗的权利 ，获得因缴税而来的产权 、秩序保护和公共服务 。 换言之 ，

税权体现的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交换关系 ，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征收 、分配和交

换关系如何界定 ，因税而生的权利与义务如何划分 ， 均与
一

时之国家形态 、经济形势 、税收观念相

系 。 在
“

溥天之下
，
莫非王土

”

的时代 ，朝廷执掌税收开征大权 。 是轻徭薄赋还是严刑重税 ，取决于

主政者对财政需求及民力负重的判断 ，纳税人缴纳 皇粮国税并无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 。 在英法等

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 ， 国王和贵族 、新兴资产阶级之间 围绕税收的博弈是西方民主宪政产生 的重要

＊ 本文是 2 0 1 3 年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 碩 目

“

国家 与 民间互动视野下 的近代所得税研究
＂

（ 1 3 ＢＺＳ0 5 1 ） 的 阶段研究成果 。 文章

曾提 交第五雇 中 国近代社会 史 国 际学术研讨会 ，感谢王先 明教授提供宝 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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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之
一

。 近代中 国的情形不能以西方路径简单比附 ，但围绕征税与抗税的博弈 ， 同样也是国家与

民众利益关系调适的过程 。 在由农业税体系向工商税体系转型的过渡时期 ，裁撤不合时宜之旧税 、

开征适应时势之新税是其方 向 ， 政府及民众对于税收的认识也有所变化 。 但具体税种如何裁撤 、如

何开征 ，就受到税政体制 、纳税人态度及社会共识诸因素的影响 。

所得税源 自西方 ，在近代 中 国被作为
“

良税
”

引进 ，与遗产税 、 印花税等同列 为直接税 。 自 晚

清创设税法 ，到北京政府和南京国 民政府初期屡经修订 ，数次税旗高举 ，但受制于税收环境和商

人抵制 ，始终未能如愿 。 直到 1 9 3 6 年前后 ，
国 民政府面临 国防压力 ，在约两年的时间 内 完成所得

税讨论 、立法和开征 的全部程序 ，
正式对营利所得 、薪资所得和存款利息所得全面征税 。 税依财

富与收人高低累进征收 ， 涉及面极广 ， 纳税人反应强烈 ， 国 家与民 间 围绕
“

利
”

、

“

权
”

的争论较其

他税类更为 突出 。① 本文在回顾民初所得税交涉的基础上 ，
重点对 1 9 3 6 年所得税正式开征问题进

行讨论 。 问题的关注点并非在于所得税的政策结果或其是否
“

现代化
”

，而是期待通过对开征过程

的探究 ，来理解政府征税行为及民意表达间的交涉方式 ，
以期于简单因果之外略得税权演进的 内在

逻辑 。
？

一

、 民国初年的所得税筹议与商会之反对

所得税系针对个人或公司 、行号法人的薪酬 、营利或其他财产性收人进行征税 。 此税制源 自西

方 ，英 、法等国在 1 9 世纪初期筹设 ，
至 2 0 世纪初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设立的税种 ，在国家财政中

所占 比例极高 。 因多根据所得分级累进征收 ，税负不易转嫁 ，故而又被视为直接税之
一

种 。 在以农

业税赋为主体的中 国传统税收体系 中 ，
工商税收仅占极少部分 ，

且多是流转税和行为税 ，极少对收

益和财产征税 。 晚清时期 ， 内忧外患 ，筹划新政 。 厘金为地方督抚掌控 ，关税及传统商税也不敷所

用 。

一些官吏学者主张引进西方所得税 、印花税 、营业税 ，拓展新财源。 据林美莉的研究 ，
此时

“

直

接税
”

与
“

间接税
”

的观念亦由 日本传人 ，
且已有 良莠之判 。

③ 当时认为印花税简单易行 ，
1 9 0 2 年先

行试办 。 所得税启动稍晚 ，度支部在 1 9 1 1 年拟订 《所得税章程草案 》 ，未及推行。

至民国初年 ，政府着力改革财政体制 ，直接税备受关注。 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要职的熊希龄 、

周学熙 、梁士诒等均把开征所得税 、印花税 、遗产税列为新税改革 内容 。 熊希龄说 ：

“

新税之当改

者
，
以印花 、所得税为大宗

，
然亦非可猝办

”

，注意到新税引进 ，不可急切 冒进 。
④ 梁启超在 《 中 国财

① 在近代所得税初创期 ， 就有官 员 、 会计师及财税学者著文论述 ，
如高 秉坊 《 中 国 直接税 史实 》 ， 重庆财务部直接税处经 济研

究室 1 9 4 3 年版 ；朱锲 《所得税发达 史》 ，上海正 中 书局 1 9 4 7 年版 ；
陈英竞 《所得税之理论与 实际 》 ，澄 园经济丛刊 1 9 3 3 年版

；杨 昭智

《 中 国 所得税》
，
商务印书 馆 1 9 4 7 年版 ； 潘序伦 、 李文 杰编箸 《所得税原理与 实务》 ，商务印 书 馆 1 9 3 7 年版

；
刘 振 东 、 王启华 《 中 国所

得税 问题》 ， 中央政治学校 1 9 4 0 年版等 。 近年 史学界关于所得税的研究成果 ， 可参见林美莉 《 西洋税制在近代 中 国 的发展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 2 0 0 5 年版 ；何家伟 《 南 京国 民政府时期个人所得税制度略论 》 ， 《 武汉 大学学报 》 2 0 0 8 年 第 1 期
；
陈 勇 勤 《所得

税与 南京 国 民政府 的关税行政改革 》 ， 《学术研究 》 1 9 9 6 年 第 2 期
； 韩昌 盛《抗战 时期 四川 所得税的征收及影响》 ， 硕士 学位论文 ，

四

川 师 范大 学历 史文化学院 ，
2 0 0 9 年

；等 。 近代之讨论主要是侧重评估税制 的利 弊得失 ，近年对制度及 实务的研究较 多 。
从税制现

代化的视角
，
基本肯 定 由间接税向 直接税过渡 的 方向 。 不过在 国 家与 民间 的税政关 系 方 面 ，主要关 注强征与 抗税

，
缺乏 自 纳税人

视角 的研究 。

② 税政属国 家掌控 ，本文所言民间参与 ， 并非 严格从政治意 义上去划分 国 家与 社会 、 国 家与 民 间 ，
而是强调相 对于 以 公权 力

进行征税的 国 家机构 （ 国 民党 、财政部 、立 法院及所得税征收机构 ） 而 言 ，
包括商人 、 自 由 职业者 、 学者 、报社在 内参与 者的 民 间 角

色 。 其 中 ，
商人与 自 由职业者主要是以纳税人的 身份表达 己见 ， 学者与报社 多 强调其学术和公众立 场 。 有些观点立场 可能与 政府

相近 ，但 出发 点不 同 ，
不一定是代表政府发声 。

③ 林 美莉 ： 《 西洋税制在近代 中 国的发展》 ， 第 1 8
—

3 1 页 。

④ 《各 国务 员之政见 》 （ 1 9 1 2 年 5 月 1 3 曰 ） ， 《 东方杂志》 第 9 卷第 1 号 ， 1 9 1 2 年 7 月 ， 第 3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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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革私案 》 中也提出 ， 中国应裁撤旧税 、开征十大新税
，
以所得税列为第

一

 ’称
“

所得税 ，财政学家

皆以此为最良之税则 ，各国皆行之 ，将来我国亦当采行 ，惟现在情形 ， 尚办不到
”

，期望颇高 。
？ 按社

会经济发展程度 ，时机并未成熟 ，但当时面临财政窘况 ，财政部还是勉力 推进 。
1 9 1 4 年 ，北京政府

在原有草案基础上 ，制订《所得税条例》 2 8 条 。 到 1 9 1 5 年 8 月
，财政部拟订所得税第一期施行细则

1 6 条。
② 1 9 2 0 年还设立筹备处实际开征 ，除公务人员薪俸所得稍有所获 ，成绩乏善可陈 。

在税法 由讨论进人试行阶段后 ，征税方与纳税人的矛盾也直接触发 ，作为纳税人主体的商人反

对尤烈 。 如果说 1 9 3 6 年所得税全面开征是双方交涉高峰的话 ，

2 0 世纪 2 0 年代政府与商人间的争

议可称为序幕 。 在政府设立所得税筹备处后 ， 商会就联合各界社会团体 ，迅即展开强烈的公开抗议

活动 。

1 9 2 0 年 1 2 月 ，吉林省议会 、总商会 、省农会 、工会 、教育会等 1 4 团体致公函于上海南 、北商会 ，

吁请各界一致反对所得税 ， 电请中央收回成命。 电文称 ：

“

《所得税法 》虽通行于欧美各邦 ， 然施之

于 中国则为创举… …中国税率纷繁 ， 人民 负担已重 ，如施行此税 ，
必将其他苛税

一

律免除 ，方昭公

允 。 否则税上加税 ，
民力几何 ，焉能胜此 。

”

函 电中还认为 ， 所得税法是由袁世凯政府颁布 ，

“

未经国

会通过 ，未发生法律上之效力 ，
决难责人民 以服从

”

。
③ 严格来说 ，

所得税是根据
一

定起征点开征 ，

收入达标才会开征 ，社会团体的反对也并不代表全体民众的意见 ，但指称税法
“

未发生法律上之效

力
”

却并不为错 。 社会团体以此为据 ，强调未得民意机构法定程序同意政府不应征税 ，
可以说是政

治上 民主民权观念在税权方面之延伸 。 原本为国家垄断的税收开征大权出现分化 ，纳税人开始谋

求通过民意对 国家征税权加以制约 。

商会抗议
一直持续 。 在 1 9 2 1 年 1 1 月 1 0 日 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临 时大会上 ，

江苏省商会联合会

提议否认所得税案 ，且得到太原 、汉 口 、杭州 、重庆等地总商会 、商会的支持 。 经议决 ，
呈文北洋政府

国务院 、财政部 、农商部请准缓办 。 所提理由如下 ：

（
1

） 所得税本身 上不公平之 点 ，
须切 实 改正 ； （

2
） 须于 一切 恶税废止并 实行保护 工商 政策 ；

（
3

） 所得税法之 用 途 ，
须确 实 予人 民 以监察之权 ； （

4
） 须 实行登 记法 ， 改 良警政 ，社会有 精确 的

统计
； （

5
） 声 明 不 以所得税抵借外债 ，将政府举行之新税应 列入合法之预算案 ； （ 6 ） 政府未 实行

裁 兵及节省各项糜 费 以前 ，
人 民 不 能承认 此新税 ， 以供无 谓之浪 费 。

④

所列理由 ，
除第一条是批评税法不完善之外 ，

商界对税收的开征权和使用权都提出了要求。 须

废止恶税 ，否则不能开征
；
须予民监察之权 ，

以明税款用途 。 税权 向为 国家掌控 ，视为禁脔 。 商会以

此为条件 ，显示商人们已经认识到税 由 民 出 ，理应对税收用途有相应话语权 。 所列条款还涉及警

政 、废督裁兵等问题 ，
对国家行政成本和社会秩序都深切关注 。

在宪政体制下 ，
民意本应通过立法机构来发挥政治决策效力 。 在电文中 ， 商会强硬表示 ：

“

政

府如肯俯从 ，再由合法国会通过 ，
则人民有纳税义务 ， 自无反对之余地 。 否则我商民为 自救计 ，

万难

奉命 ，
虽有何等之压力 ，亦所不计 。

”

⑤此时商会的表现 ， 与
“

在商言商
”

之传统大不相 同 。 个中 变

① 梁启 超 ： 《 中 国 改革财政私案 》 ， 《
饮冰 室合集 》

文集之八 ， 第 1 册 ， 中华书 局 1 9 8 9 年版
，
第 1

5 页 。

② 《所得税第 一期施行细 则 》 （
1 9 1 5 年

） ，
江苏省 中华 民 国工商税收 史编 写 组 、 中 国 第 二历 史档 案馆编 ： 《 中华 民国 工商税收

史料选编 》第 4 辑上册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丨 9 9 4 年版

， 第 7 5
，
8 0 页 。

③ 《吉林各公 团 函告反对所得税》 ， 《 申报 》 ， 1 9 2 0 年 1 2 月 1 8 曰
， 第 3 张 第 1 0 版

。

④ 《商联合会否认所得税之呈 文》 ， 《 申报 》 ， 1 9 2 1 年 1 1 月 1 1 曰
， 第 5 张 第 1 8 版 。

⑤ 《商联合会 否认所得税之呈文》 ， 《 申报 》 ，
1 9 2 1 年 1 1 月 1 1 日

，
第 5 张 第 1 8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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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需结合晚清以来的政治与经济情势加 以理解 。 斯时初显力量的商人群体在商会之整合下 ，对社

会及政治事务已有广泛参与 ’在 自 治及宪政运动 中都有鲜明 的意见表达 ，这 已为 3 0 年来之商会史

研究充分揭示 。
？ 商会强调税收须经合法国会通过 ，其实质是强调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开征要经民

意机构同意 。 这
一

主张依民国共和政体并不为错 ，但在军阀专政情势下 ，指望国会来制衡政府征税

并不现实 。 较之立法程序 ，
商会作为纳税人团体代言人的抵制行为可能更令政府顾虑 。 学界过去

在讨论商人的政治参与行为时 ，往往着眼于商会抗议活动本身 ，
强调商会的政治参与在

“

国家一社

会
”

关系 中的典范意义
，
较少关注商人藉由所掌税源增加 自 身话语权的情况 。 国与 民之间权利与

义务的对等与交换观念 ，正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核心 。 由税权而及于国政 ，
既是商会交涉的策略 ，

也未尝不是商人对由税而生的
“

公民
”

权利的主张 。

所得税因被列为中央税 ，地方上也有反对声音 。 吉林省的社会团体中 ，除商会外 ，还有省议会

和其他社会团体 。 在致函上海商会前 ，
还函电 2 2 省和省内 3 9 县的各团体 ，声势浩大 。 在 函电中 ，

对政府不无
“

威胁
”

之语 ，

“

所得税实行之 日
，
即协济 中央各款停纳之时

”

。
？ 商界的抗争还得到学

生界的响应 。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 1 9 2 1 年 4 月 1 3 日致函各地商会 ，表示声援 ，批评税法不

合法 、奖励征收是敲勒之举 、官民纳税不平等 、挪用税款等 ，共计八条。 呼吁各界贯彻江苏商会联合

会的决议案 ， 以所得税用于振兴教育 。
③ 学生要求政府规范税款用途 ，

不可乱加挪用 。 此外 ，所得

税要求对华洋商人
一

体征税 ，但当时情境下 ，
对租界内 的外 国商人及侨民征税难以实现 。 所得税 、

印花税 、 营业税均遭外商抵制 。 外侨 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 ’
在关税及子 口税外

，
不愿再向 中 国 中央

及地方纳税。 华商也以 内外有别 ，批评税法有失公正。
④

迁延数年后 ，

一些省份又试图推行 ，依然遭到商会和同业公会的反对。 1 9 2 6 年 ，安徽省财政厅

拟从典当业开征 ，全省质业 （典当业 ）

“

反对甚烈
”

。 安徽各县实业代表聚集芜湖 召开临时会议 ，认

为财政厅征税独 以质业为尝试 ，

“

誓死不能承认
”

。 公决呈请财政厅准予暂缓 ，并续开大会讨论 ，
又

通电各县商会请
一

致力争 。 全省质业公会质疑 ： 《所得税条例 》 自 1 9 1 4 年公布未经 国会通过 ，

“

商

民本无必遵之义务
”

。 后来税法历经修订 ， 志在必行 ，但终于停顿 ，其根本原 因在于
“

厘金恶税未

除 ，
虽有 良税 ，时机未至

”

。 现在 以质业为首先尝试 ’有违平允 。
⑤

政府的可取之处是将公职人员薪俸所得征税列于首先开征 目 录 ，但商会等纳税人团体和其他

社会团体的抵制使所得税始终难以完全落地 。 从抗议者的职业及收人来看 ，其实超出 了所得税起

征点以上纳税人的范畴 ，社会各阶层本来对政府的不满因 为纳税问题而激发出来 。 同时 ，所得税征

收程序繁杂 ，而政府税务行政混乱 ，推动极为乏力 。 诸多原因使所得税流于空转 ，公务人员薪俸税

款数额寥寥 ，难臻大用 。 政府还有更重要的关税 自 主和裁厘问题有待解决 ，对所得税原本热烈的斯

望也就黯淡下来 。 政府强调公民义务 ， 民众强调纳税前提 ， 在政府与商会等社会组织的
“

隔空交

战
”

中 ，征税者与纳税人难以形成共识 。 最后 ，所得税 、 印花税和遗产税三者 中 ，
只有印花税

“

最便

于民而所收至广
”

， 易于实行 ，勉强小有所成 。
？

① 冯筱才 ： 《 中 国 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 反思》
，
《 历 史研究》 2 0 0 1 年 第 5 期

；
马敏 、 付海晏

： 《近 2 0 年 来的 中 国 商会史研究 》 ，

《近代史研究 》 2 0 1
0 年 第 2 期 。

② 《 吉林各公团 函告反对所得税》 ， 《 申报》 ，
1 9 2 0 年 1 2 月 1 8 曰

， 第 3 张 第 Ｗ 版 。

③ 《 学生总会反对所得税函 》 ， 《 申报 》
，

1 9 2 1 年 4 月 1 3 曰
， 第 3 张第 1 1 版 。

④ 关于华 洋纳税问题 ， 笔者 另 撰有 《 华 洋如何 同税——近代 中 国所得税征收 中的 外侨纳税 问题》

一文 ，待刊 。

⑤ 《綻省质业反对征收所得税 》 ， 《银行周报》 第 1 0 卷 第 1 5 期
，

1 9 2 6 年 4 月 2 7 日 ， 第 1 0 页 。

⑥ 李 向 东 ： 《 印花税在中 国 的移植与 初步发展 （
1 9 0 3
—

1 9 2 7 ） 》 ， 博士学位论文 ， 华中师 范大 学 中 国近代史研 究所 ，
2 0 0 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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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南京政府时期所得税的政策导向与立法争议

时局轮转 ，政府扩张财源的意图并未稍减 。 南京国 民政府在推行关税 自主及裁厘加税方面取

得突破 ，但并没有放弃直接税这
一

财源 。 在报刊上 ， 介绍欧美所得税的文章也时常可见 ，在
“

国际

惯例
”

的引导之下 ，社会对所得税作为
“

良税
”

的制度认识可能有所增强 。
？ 1 9 2 7 年 ， 国 民党 中央党

部因党员抚恤金急需款 ，创设政府机关服务人员所得捐 ，采累进税征收 ，推行尚算顺畅 。
？ 到 1 9 2 8

年 1 月
，政府将 1 9 1 4 年的所得税条例和细则加以修订并拟订推行步骤 。 在 1 9 2 8 年 6 月 的全国经

济会议上 ，夏光宇提 出
“

实施所得税 、遗产税计划案
”

。
③ 在 7 月 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 ， 财

政部将拟订之税法草案提交讨论 ，意在试探民意 ，营造舆论 。
④

国民政府聘请美国财政学者甘末尔主持调查与设计中 国之财税改革方案 ，
所得税亦为考察内

容之一 。
1 9 2 9 年 9 月 ，甘末尔设计委员会针对所得税问题提 出说帖 ，认为此税虽可采行 ，但基于所

得税的性质及中国私人账 目 的现状 ，在初期应是局部的及试验的 ，
不应普遍开征 。

⑤ 依西方经验 ，

所得税须社会经济有相当程度发展 ，方有力承担 ；商家簿记规范健全 ， 方有据可査 。 中 国无论经济

发展程度和簿记状况 ，均相去甚远 。 上海商会等虽在推动商家簿记改良 ，
但进度较缓。

？ 说帖所言

中国经济程度 、社会认知及簿记状况 ， 均为实情 ，其见解
“

很得国 内一般人士之 同意
”

。 政府不得已

暂将问题搁置 ，专注于关税 自主及裁厘加税问题 ，
关于所得税之举办 ，

“

鲜有人提及
”

。
⑦

到后来重议所得税时 ，亦有媒体刊文对北京政府时期所得税开征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 。 《东

方杂志 》上刊文指出 ，
此症结在于

“

政权之未统
一

”

、

“

工商业之不发达
”

、

“

法治之混乱
”

、

“

民众势力

之薄弱
”

、

“

帐簿组织之不健全
”

、

“

外人之阻梗
”

六项 。
⑧

《 国 闻周报 》载文指 出原因在于政局混乱 、

工商幼稚 、会计不全 、人民缺乏 国家思想 、平时生活艰难 、财务行政效率低 。
？ 社会评论与说帖意见

大体一致 ，反映出所得税征收之社会时机并不成熟。

政府债台高筑 ，认识角度 自有不 同 。 1 9 3 3 年 ， 中央岁人 6 2
． 2 亿元 ，岁 出 7 6 ．  9 亿元 ， 赤字 1 4 ．  7

亿元 。 1 9 3 4 年 ，岁 人 7 4 ． 5 亿元
， 岁 出增至 9 4 ． 1 亿元 ， 赤字达到 1 9 ． 6 亿元。 到 1 9 3 5 年 ， 岁人 6 7 ．  4

亿元 ， 岁 出 1 0 5
．
 7 亿元 ，赤字增至 3 8 ．

 3 亿元 。 赤字基本是 由公债和银行垫款 ，同时通货膨胀也在加

① 自 2 0 世纪 2 0 年代后期 、 3 0 年代初 ，报刊 中介绍外国 所得税情况的 文章渐有增多 ， 强调所得税在欧美財政 中比例增 强 ， 税

制优 良
， 为

“

模范税制
”

，

其视野相 当
“

国 际化
”

。 可参见刘 仲廉 《论各 国所得税之构造 》
，
《钱业 月 报》 第 丨 5 卷第 1 1 期

，

1 9 3 5 年 1 1

月 ；
老彭 《 美 国所得税收入之分析 》 ， 《银行周报 》 第 1 3 卷 第 1 3 、 1 5 期 ， 1 9 2 9 年 4 月 9 日 、 4 月 2 3 日

； 《
各 国征收所得税之 良好 立法

例 》 ， 《新汉 口 》第 1 卷第 4 期 ， 1 9 2 9 年 4 月 ； 马全鳌 《 英国模 范税制所得税的优点》 ， 《 国闻 周报》 第 7 卷第 1 8 期 ， 1 9 3 0 年 5 月 1 2 曰
；

等 。 这些文章 多从税制角 度论其优劣 ， 未必是为推广政府意 旨 而有意 为 之 ，却 可能营造出 所得税为
“

国 际惯例
”

的舆论氛 围 。

② 《 所得捐征收条例 》 （ 1 9 2 8 年 ）
，
财政部 财政科 学研 究所 、 中 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馆编 ： 《 国 民政府财政金 融税收 档 案 史料

（
1 9 2 7

—

1 9 3 7
） 》 ，

中国 财政经济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1 1 7 5 页 。

③ 全 国经济会议秘 书 处编 ： 《全 国经济会议专刊 》 ，
上海商务印 书馆 1

9 2 8 年版 ， 第 3 1 9 页 。

④ 全 国财政会议秘书处 ：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 》 （
2 8 8

）
，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第 1 页 。

⑤ 《財政部甘末尔设计委 员 会税收政策意见书 》 ， 《 东方杂志 》 第 2 7 卷 第 2 1 号 ，
1 9 3 0 年 丨 丨 月 ， 第 1 0 9 页 。

⑥ 近代簿记改 良不仅 涉及 西式簿记引进 与 中式簿记 变革的 问题
，

还 与公 司 制度 、企业的财务管理等 问题相 关 ， 是政府 、公 司

和会计师都共 同 关注的 。 在会计 史及近代 史领 域 都有学者 关 注 ， 可参见杜 恂诚 《近代 中 国鉴证 类 中介 业研究 ： 上海的 注册会计

师 》 ，
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魏文享 《 上海商会 与 1 9 3 0 年代的改 良 中式簿记运动 》

， 《 浙江学刊 》 2 0 1 0 年第 2 期 。

⑦ 高 秉坊 ： 《 中 国 直接税的 生长 》 ，
财政部直接税处经济研究室 1 9 4 3 年 印行 ； 《 中 国直接税创始人 ：

高秉坊 》 ， 《博 山 文 史资料

选辑 》 第 5 辑 ，政协山 东省淄 博市博山 区委 员 会 1 9 9 3 年编 印 ， 第 4 8 页 。

⑧ 陶 羡敏 ： 《吾国所得税施行之症结及其 对策》
，
《 东方杂志 》 第 3 2 卷第 1 6 号

，

1 9 3 5 年 8 月 ， 第 2 7 页 。

⑨ 麦健 曾 ： 《 新订所得税条例评议》 ， 《 国闻周报》 第 1 2 卷第 2 7 期 ， 1
9 3 5 年 1 2 月 ，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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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
？ 在税收结构方面 ，据张嘉辙的统计 ，在 1 9 3 2

、
1 9 3 3 年间 ，关 、盐 、统税 占政府年度税收总额的

9 1 ％
 ，

1 9 3 4 年至 1 9 3 6 年间 占 7 7 ％ 。
② 困境之下 ，政府将直接税特别是所得税视为新的税源 。 1 9 3 5

年 4 月 ，髙秉坊就政府开征所得税的主旨有所说明 ，表示
“

在养成每个人民对于国家应负义务之认

识
，绝对不在开辟财源 ，增进收人 ，课税范围特别注重不扰民 ，就社会环境人民财力所能办到者为

限
”

。
③ 此语重在以 国家之需宣传征税正义 ，但并不能掩盖其财政原因 。

1 9 3 6 年 9 月 ，财政部部长

孔祥熙指出 ，

“

吾人处此非常时期 ，要想救亡图存 ，
思患预防 ，便不可不未雨绸缪 ，

尽早奠定财政基

础
”

。
④ 高秉坊后来担任直接税筹备处主任 ，他在 回忆中的说法更切合实际 。 自第二次财政会议之

后
，
国民政府正式启动所得税程序 ，

“

以要求人民负 担的公平为动机 ，更因着时势的需要 ，外患的煎

逼
，
预作着战时财政未雨绸缪的准备

”

。
⑤ 政府在筹备起始 ， 即将时局危机 、 国 民义务 、

“

良税
”

学说

作为争取 民意之宣传重点 。 国家视纳税为国 民的义务 ，纳税人也会对国家提出权利要求 。

具体立法程序由财政部负责推进 。 1 9 3 3 年 4 月
，孔祥熙取代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 ，他对推行

直接税抱有热情 。 认为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关 、盐 、统税十 占其九 ，
且均为间接性的消费税 ，应改良间

接税 ，开征直接税 。
？ 直接税有负担公平 、纳税普遍 、收入确实三大优点 ，

“

尤以所得税为 中坚
”

。
？

孔祥熙任用高秉坊作为直接税的筹办人 ，并 以所得税作为首要突破 口 。 高为孔之亲信 ， 在 1 9 2 1 年

后初随孔在实业部任职 ，
后孔调任财政部部长 ，亦随任赋税司司长 ，兼任直接税筹备处主任 、直接税

署署长 。 财政部制定所得税条例及细则的具体推动者 ，实际上是高秉坊 。
⑧

财政部对北京政府时期 的所得税法条例进行修改 ，
迅速形成新的草案 。 到 1 9 3 5 年 5 月 ， 在财

政部主持下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 ，通过整理地方财政 、改 良税制 、取消苛捐杂税等决议 。 同

时议决创办所得税 ，提交财政部参考 。
⑨ 全国财政会议主要 由财政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参加 ，并非 民

意或立法机构 ，财政部主导通过此项决议 ，实际上是为该税开征开辟先声 。 草案 由财政部所得税研

究委员会筹议 ，委员会包括财政部官员及
一些财政学者 ，财政部赋税司司长高秉坊负责组织 。

1 9 3 6

年 6 月 ，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将征税提案 和税法草案提交行政院 ，再 由行政院提交 中央政治会议审

查 ，正式进人立法程序 。 所得税的立法进程基本是由财政部主导 。

在社会层面 ，财经及法律学者对此明显关切 。 学者所关注者 ，并非 自 身的纳税 问题 ，
而是着眼

于税收的财政与社会效应 。 在南京 ，
经济学人组织经济财政聚谈会 ，

每月 召开例会讨论中国征收所

得税问题 。
⑩ 1 9 2 7 年 ， 中 国经济学社理事部由北京迁至上海 ， 其中 的著名经济学者如马寅初 、陈长

蘅 、刘大钧 、卫挺生等也加人 国民政府财经部 门或立法院财经委员会任职。 基于此身份 ，他们对所

得税的学理认识对立法程序产生影响 。
？ 在 1 9 3 5 年 6 月 ，

马寅初发表关于所得税与预算案文章 ，

① 贾士毅 ： 《 中华 民 国财政史 》 ，

上海商务印 书馆 1 9 4 6 年版 ， 第 1
6 页 。

② 张公权 ： 《 中 国通货膨胀史 》 ，

文史资料 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第 7 5 页 。

③ 《财部 开办所得税之主 旨 》 ， 《 申报》 ， 1
9 3 5 年 4 月 1 1 日 ， 第 1 张第 3 版 。

④ 孔祥熙
： 《所得税的特点及政府筹 办情形 》 ，

刘振 东编 ： 《孔庸之 （ 祥熙 ） 先生演讲集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 国 史料丛刊 》

（
8 2 0

） ， 台 北 ， 文海 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第 1
7 6 页

。

⑤ 重启所得税正式公开是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 ，相关草案在此前 已在筹划 中 。 参见高秉坊《 中国直接税的 生长》 ， 第 1 0 页 。

⑥ 孔祥熙 ： 《所得税的特点及政府筹 办情形 》 ， 刘振 东编 ： 《孔庸之 （ 祥熙 ）
先生演讲集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 国 史料丛刊 》

（
8 2 0

）
，
第 1 6 9 页 。

⑦ 孔祥熙
： 《十年来中 国 的财政与金融 》 ， 秦孝仪主编 ： 《

抗 战前 国 家建设史料——财政方面 》 ， 《革命文献 》 第 7 3 辑 ， 台 北 ，

“

中 央文物供应社
”

 1 9 7 7 年版
， 第 1 5 7 页 。

⑧ 高 秉坊著 ，
张元彪整理 ： 《 生平 自 述初稿 》 ， 《 中 国 直接稅创始人 ： 高 秉坊 》 ， 《博 山文史资料 选辑 》 第 5 辑

， 第 7 页 。

⑨ 《 第二次全国 财政会议 》 ， 《
经济 旬 刊 》 第 2 卷 第 1 6 期 ，

1 9 3 4 年 1 1 月 2 5 日
， 第 9 页 。

⑩ 朱锲 ： 《所得权暂行条例 草案之批评及其修正意见 》 ， 《 东方 杂志 》 第 3 3 卷 第 1 3 号 ， 1 9 3 6 年 7 月 ， 第 4 7 页 。

？ 孙大权 ： 《 中 国经济学 的成长 ： 中国 经济学社研究 （
1 9 2 3
—

1 9 5 3
） 》 ，

生活 ． 读书 ■ 新 知三联 书店 2 0 0 6 年版
，
第 8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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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所得税为财政解困之
一重要途径 。

？ 在立法院讨论草案之前 ，
马寅初又数次发表关于所得税

的意见 。 1 9 3 6 年 4 月 3 日
，
他主张以开办所得税为主要收入 ，促进 国家财政合理化 。

② 4 月 1 1 日
，

他再次发表意见主张早办所得税 ，使纳税者养成纳税习惯 。
③ 朱锲在 《东方杂志》上发文赞同财政

部所订的所得税开征原则 ，认为所得税合乎租税普遍 、公平原则 ，为均贫富之重要手段。
④ 财经及

法律学界对于开征所得税多持支持态度 ，但希望政府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各方利益平衡 ，实现其
“

良

税
”

本意 。 政府的征税意图在
一

定程度上得到部分学者 的支持 ，公共财政的需要及所得税法的公

平原则使征税的合理性得到增强 。

较为意外的是作为纳税人的商人群体 。 在北京政府时期 ，商人以商会为 中心 ，
对于税法有着坚

决的抗税主张 ，
但此时商人似对政府征税的决心缺乏预判 。 在筹议阶段 ，

商人运用商会表达意见较

少
，
远不如北京政府时期主动 。 在财政部提 出草案进人立法程序之时 ，

工商界期望能够暂缓征收 ，

减轻税负 。 直至条例 由立法院通过之后 ，各省市商会 、 同业公会方才如梦初醒
，
开始与政府交涉 。

国家税权包括税收的立法 、开征 、执行和监察等权力 ，其中 以开征最为重要 。 在纳税人的层面 ，

也本其公民权利 ，希望能够影响开征程序 。 依照国 民党的党政体制 ， 中政会对中执会负责 ，其职责

不在党务 ，
而是作为党政之间的联系机关 。 在全面抗战之前 ， 中政会在事实上掌控着最高立法权 。

中政会并不直接颁行法律 ，其决议要成为国法 ，
还要经过立法院 的程序表决 、 国 民政府公布才能实

现由 党的决议向 国家立法 的转变 。 依据立法程序 ，决定所得税法令是否通过的关键在于中政会和

立法院 。 在层级上 ，立法院的立法不可违背 中政会决议 。 依此 ， 财政部拟定的所得税草案需先交由

行政院提交中政会审查 ，次转由立法院审议 ，俟由 国 民政府发布 ，方才完成立法程序 。
1 9 3 6 年 6 月

1 7 日上午 ， 国民党中政会举行第 1 6 次会议 ，讨论所得税是否开征 。 会议毫无悬念地
一

致决定开征

所得税并通过所得税原则八条 ：
所得税为中央税 ，就三类所得征税 ’对应免税者免税 ，课税 以累进制

为主 ，
所得税应税款之决定 ，采取 申报 、调查 、审查三种程序等 。 会议还决定当年就将所得税列入下

年预算 ，按 5 0 0 万元计算 。
⑤ 中政会决议是以财政部草案为预案 ，

体现出 以所得税来强化中央财权

的制度设计方向 。

争议出现在立法院 。 1 9 3 6 年 7 月 7 日 ，立法院 召开第 6 7 次会议审议 《所得税暂行条例 》 。 在

审议过程 中 ，
与国 民党中政会内意见高度统

一不同
，
立法院 内争论十分激烈 。 负责审议的财政及经

济组 的委员中 ，有相当部分是财经及法律界学者 。 在所得税是否开征 、条件成熟与否 、所得税与财

政 、
所得税如何实现税收公正等问题上 ，委员们发生激烈争议 。 立法委员程 中行要求说明原定税率

过高 的问题 。 张志韩委员提出 ，所得税确是 良税 ，
不过现在国 内农村破产 ，

百业凋 敝 ， 商店倒 闭甚

多 ，
因此主张重付审查 。 委员萧洁宇认为 ， 营利事业所得似不能照所得征收 ，

应扣除开支 。
？ 著名

法学家 、立法委员杨公达认为立法院
一贯精神

’应站在人民立场说话 ，
此案似有加重人民负担之嫌 ，

主张缓议。 罗鼎 、 吕 志伊强调应按总所得征收 ，草案未将人 民必需生活费用剔除 ， 殊失公允
，
主张重

付审查 。 林彬认为第三类有重复征税之嫌 ，史维焕 、卫挺生均相继发言 ，
主张再付审查 。

？ 这些学

者出身的委员并不是完全从政府财政角度来考虑税案 ，其立场相 当多元化 。 既有从财政合理化角

① 《 马 寅初谈所得税与 预算案 》 ， 南京 《 中 央 日 报》 ，
1 9 3 5 年 6 月 Ｍ 日 ， 第 3 版 。

② 《 马 寅初谈非常时期财政政策 ，
以开 办所得税为主要收入 》 ， 南京 《 中央 日 报 》 ， 1 9 3 6 年 4 月 3 日 ， 第 3 版 。

③ 《 马寅初 续谈非常时期財政 ，早 办所得税俾养成纳税者 习惯 》 ， 南京 《 中央 曰 报》 ， 1 9 3 6 年 4 月 1 1 日 ， 第 4 版 。

④ 朱锲 ： 《 中 国今 曰 征收所得税问题 》 ， 《 东方杂志 》 第 3 2 卷第 1 1 号
，

1 9 3 5 年 6 月
， 第 5 页 。

⑤ 《 中政会通过创 办所得税原则 》 ， 《 中 央周报》 第 期 ，
1 9 3 6 年 6 月 1 1 日 ， 第 1 6 页 。

⑥ 斛泉 ： 《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条例案经过 》 ， 《 东方杂 志》 第 3 3 卷第 1 5 号 ， 1
9 3 6 年 8 月 ， 第 8 7 页

。

⑦ 《
立法院审议所得税案 》 ， 《 申报 》 ，

1 9 3 6 年 7 月 8 日
， 第 3 张第 9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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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征税予以支持的 ，也有认为税法未尽合理 ，
主张缓议和重付审査者 ，整体上 比较关注社会的经

济承受力 。 所论并未考虑本身的税负问题 ，倒是体现出社会与公众的立场 。 换而言之 ，在立法进程

中纳税人参与缺位的情况下 ，立法委员的批评意见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呼声 ，也反映国家财政

需要与民众税负能力 间的冲突 。

按照立法程序 ，所得税原则既 已 由 国民党 中政会通过 ，确定开征无可避免 。 如果立法院拒绝通

过 ，就有违训政方针 。 委员刘振东直言 ：

“

税率均 中央规定 ，
原则有此约束 ， 再审查亦无益 。

”

他主

张 ，

“

如需变更 ，须更向中 央建议
”

。 立法院经表决 ，
以 4 8 对 1 5 票决定重新审查。 到 7 月 9 日 下午 ，

立法院第 6 8 次会议上经财政 、
经济两委员会及委员 吕 志伊 、林彬 、罗鼎 、程中行 、杨公达等报告审査

情况 ， 《所得税暂行条例》予以通过 。
① 较之草案 ’立法院有几条重要修正 ：将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纳

入其 中 ；
营业所得以纯额计算 ；

降低薪资所得税的增级比例 ；职工储金利息所得免税 ；等 。
② 委员批

评的意见在修改案中得到部分体现 ，税收公平及税负程度有所改善 。

1 9 3 6 年 7 月 2 1 日 ， 国 民政府公布 《所得税暂行条例》 。 同年 1 0 月 1 日 ，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

得税率先开征 。
1 9 3 7 年 1 月 1 日 ， 营利事业及存款利息所得也将全面开征 。

③ 税法公布 ，表明所得

税的立法程序基本完成 。 与条例配套的 《所得税实施细则》也由财政部直接税筹备处拟定 ，与暂行

条例同 日 施行 。 在征税机构方面 ，直接税筹备处在 1 9 3 6 年 7 月成立 ， 由高秉坊任筹备处主任 、直接

税署署长 。 国民政府之所以建立直接税征收机构 ，是准备全面开征所得税 、遗产税。 后因遗产税筹

而未征 ，直接税筹备处改为所得税事务处 ，在各省市同步筹设办事机构 。 在发布税法之后 ， 国 民政

府外交部即照会各国驻华使馆 ，
要求各国转饬在华侨民 ’

照章纳税 ，
以期内外平等 ，实现完整的所得

税权 。 各国大使或推或拒 ，
外侨缴纳所得税问题

一时陷入困境 。

在立法决策程序上 ，所得税的开征权仍完全由 国 民党及政府所掌控 ，具体由 中政会决策开征 ，

财政部拟定税则 ，通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来获取法律之合法性。 在 民间 的意见表达上
，
以财经 、法

律学者为主的学术界对此有较多研究 ，主流意见是支持开征 ， 同时对条款不合理处也有所批评 。 因

不少财经及法律学者同时担任立法委员 ’他们在立法院内坚持己见 ，部分反映了民意要求 ，在促使

立法院修改及通过暂行条例方面发挥直接作用 。 作为纳税人的商人及 自 由职业者在此阶段反而缺

少参与 ，在立法委员与纳税人之间 ，
也缺乏连接沟通的制度渠道。

三 、 开征初期的民意表达与政府 因应

在正式立法之后 ， 所得税的具体开征可分为部分开征 、全面开征两个时期 。 在税法颁布至

1 9 3 7 年 1 月 ，公务人员薪酬所得率先开征 。 在这一时期 ， 民间参与范 围扩大 ，纳税人 、学界及新闻

媒体都在表达各 自 立场。 商人及 自 由职业者作为纳税人主体 ，表现尤为主动
，
其议题主要围绕暂缓

征税和修改条例展开 。
1 9 3 7 年 1 月后为全面开征期 ，

此时讨论的议题和方式都有重要转变 。

与政府强调所得税的 良税品性 、学界强调税制合理化的远景相比 ，商人和商会更重视所得税所

带来的沉重包袱 。 面对既成事实 ，在未全面开征的过渡阶段 ，商会提 出暂缓征收 、修改条例两大诉

求 ，希望实现对税权的 自我救济 。

1 9 3 6 年 7 月 条例颁布后 ，
上海市商会及鄂 、鲁 、苏 、浙 、粤 、籍 、豫七省商会联合会 ，

还有南京 、青

① 斛泉 ： 《
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条例案经过》 ， 《 东方杂 志》 第 3 3 卷 第 1 5 号 ，

1 9 3 6 年 8 月
， 第 8 7 页 。

② 《 所得税暂行条例 》 （
1 9 3 6 年 7 月 2 1 曰

）
，
《 中华民 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 第 4 辑上册

，
第 9 0 页 。

③ 《所得税暂行条例 》 （
1 9 3 6 年 7 月 2 1 日

） ， 《 中华民 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 第 4 辑上册 ， 第 9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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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汉 口 、济南 、镇江 、广州 、南昌 、开封 、长沙 、 太原 、芜湖 、杭州等十四市县商会集会讨论协助缉私及

修改商会法 、公会法 ，专门集 中讨论了所得税问题 。 吴县商会要求缓征所得税 ，

“

商业难支 ，倒闭频

闻
”

，批评当局不思休养生息之计 ，

“

更进而摊税于所得 ， 并严定处刑之律 ， 以遂其专欲之图
”

， 务请

缓行。 汉 口 商会亦要求暂缓征收 ，

“

所得税虽为良税 ，但举行良税 ， 同时即宜废止苛税
”

。 在政府明

令裁厘之后 ，各地仍有不少变相的厘金 ，
工商负担仍重 。 在营业税开征后

，
因查账问题及簿记未能

划一 ，

“

时常发生査账罢市风潮
”

。 在治外法权未解决的情况下 ，租界难以征税 ，

“

可知将来所得税

之开办 ，非但不能征及外侨 ，并恐不能征及租界之商人 。 其结果徒足为渊驱鱼 ，助长租界之繁荣 ，促

成资本之逃避
”

。
？ 外侨纳税如不能对等征收 ，

不仅有损中 国税收主权 ，且损害税收公平。 汉 口商

会同时要求上海商会
一

致行动 ， 向政府表达意愿 。 同样表达诉求的还有其他经济团体和行业公会 。

7 月 1 9 日
， 中华 国货维持会发表意见 ，认为 国货艰难 ，利润微薄 ，

要求缓征所得税 。 同时提出 ，所得

税推行前宜先将与所得税相 同性质之捐税
一律裁减 。

？

汉 口商会的意见得到各商会
一致同意 ，决定呈请行政院 、财政部要求暂缓征税 。

7 月 2 3 日 ， 各

省市商会联合会议在沪召开完毕 ，
即 由联席会议主席 团率各省市商会代表到南京向各机关请愿 ，南

京市商会代表亦 中途会同参与 。
2 4 日 上午 ，

代表团先后到国 民党 中央党部 、行政院 、财政部 、实业

部等党政机构请愿 。 请愿是以到访洽谈方式进行的 ，各机关均 临时派员接见 ， 于 1 1 时即请愿完

毕 。
③ 面对 2 1 省市商会代表的联合请愿 ，政府也不敢轻视

，行政院 、立法院和财政部都派员面见请

愿团 ， 同时通过媒体解释说明税法条款 。 直接税负责人高秉坊在接受 《 中央 日 报》访问 时表示所得

税已经确定征收 ，各地商会之所以请求缓征 ，是因 为对条例规定有所误会 。 他解释说 ：政府此次举

办所得税 ，对各地商会顾虑各点 ’均已事先顾及 ，
业经设法救济 。 所以在条例 中才有规定凡公司商

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 2 0 0 0 元 以上之净利所得方才征税 ， 税率也极为轻微 。
④

这
一

解释还不足让商界信服 。

一些地方商会或直接上呈 ，或联合请命。
1 9 3 6 年 7 月

， 常熟县

商会致电行政院 、财政部 ，认为所得税与营业税有冲突 ，应 以撤废苛税为先决条件 。
⑤ 8 月 ，常熟县

商会致函吴县商会 ，请一致主张暂缓征收所得税。
？ 汉 口市商会为请修改所得税率并暂缓征收亦

呈财政部 ， 以资本 2 0 0 0 元之营业及月薪 3 0 元以上起征 ， 起征额实属过低 。
⑦ 1 9 3 6 年 8 月 初 ，

上海

丝业公会以丝业经营凋敝为由 ，请免征所得税 。
⑧ 9 月 中旬 ， 天津商会也致电财政部和冀察政务委

员会 ，请免征所得税并呈请转行政院收回成命 。
？ 同 月下旬 ，天津商会再致电中 央 ， 以津市生意萧

条 ，请缓征所得税 。
⑩ 在银行业方面 ，

上海银行公会表示 ，
证券存款所得按 5 ％课税 ，

也要求延至次

① 《各业对所得税意见 》 ， 《银行周报》 第 2 0 卷 第 2 8 期 ，
1 9 3 6 年 7 月 2 1 日 ， 第 4 页

。

② 《 国货维持会请缓征所得税 》 ， 《 申报》 ，
1 9 3 6 年 7 月 2 0 日

，
第 3 张第 1 2 版

。

③ 《各省市商会代表昨来京请愿 》 ， 南京 《 中央 日 报》 ， 1 9 3 6 年 7 月 乃 日
， 第 3 版 。

④ 《 高 秉坊谈各地 商会请求缓征 ， 实 因 对该条例规定有所误会 》 ， 南京 《 中央 日 报》 ，
1 9 3 6 年 7 月 2 4 日

， 第 4 版 。

⑤ 《常熟县商会 为解释请缓行所得税理 由 四点事致行政院 、财政部 电 》 （ 1 9 3 6 年 7 月 ） ，华中 师范大学 中 国近代史研究 所 、 苏

州 市档案馆编 ： 《 苏 州 商会 档案 丛编 》 第 4 辑下册 ， 华 中师 范大学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1 7 3 5
—

1 7 3 6 页 。

⑥ 《 常熟县商会为请一致主 张暂缓征收所得税事致吴县县商会 函》 （ 1
9 3 6 年 8 月 3 日

） ， 《 苏 州 商会档案丛编 》 第 4 辑 下册 ，

第 1 7 3 4 页
。

⑦ 《 汉
口 市商会为请一致 劝财政部修 改所得税税率并暂缓施行事致吴县县商会函 》

（
1 9 3 6 年 8 月 3 1 日

）
， 《 苏 州 商会 档案丛

编 》 第 4 辑下册
， 第 1 7 3 6

—

1 7 3 8 页
。

⑧ 《 丝业公会请免征所得税 》 ， 《 申报》 ，
1 9 3 6 年 8 月 丨 3

， 第 2 张第 6 版 。

⑨ 《津商会请求缓征所得税请市 府转呈行政院 》
，

天津《 大公报 》
，

1 9 3 6 年 9 月 1
2 Ｈ

， 第 2 张第 6 版
。

⑩ 《 津商会再电 中 央请免征所得税》 ， 《 申报》 ，
】 9 3 6 年 9 月 2 丨 曰

， 第 2 张第 6 版
；
《 津商会再 电 中央请免征所得税》 ， 《 申报》 ，

1 9 3 6 年 9 月 2 1 曰
， 第 2 张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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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开征 ，

“

使有充分时间加 以探讨与认识
”

。
？ 1 0 月 2 6 日 《 申 报》载 ， 天津 、重庆银行公会呈财

政部表示 ，在外商未
一律奉行前 ，华商银行未便办理利息所得税。

？

在 申请缓征的 同时 ，
工商界也在寻求修改税法。 此类修改因不同行业诉求不同 ， 因此多 由 同业

公会出面组织。 在条例通过第二天 ，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即呈文中政会 、行政院 、财政部 ，表示
“

国 民

有纳税义务 ，
苟无害于民生而有裨于 国计 ， 自无不乐 于输将

”

。 总联合会的意见是 ，公司股票利息

应请不再征税 ；雇佣从事于各工厂之职员按期在薪给报酬 内提存之储蓄金应免征税 。
③ 上海的仪

器文具业 、新药业 、书业同业公会则联名致函上海市商会 ，要求将薪酬所得起征点提升至 6 0 元
，免

除股票利息所得税 ，
此外著作人所得报酬 、薪资提存储蓄金 、保险所得赔款应予以免税。

④ 上海银

行学会先后两次召开会议 ’ 提出利息免扣 、同业存款免税 、股息免税等诸多问题 ，希望税政部门予以

解释。
⑤ 条例中免税条款还不完整 ，各行业情形千差万别 ， 同业公会将此视为 自救机会 。 这一阶段

工商界以缓征及修法作为主要诉求 目标 ，各团体巳有初步的联合行动 ，但尚未全面统筹 。 政府的态

度可以归纳为
“

积极解释 、消极对待
”

，
即保持与商人 、 自 由职业者团体的沟通 ，对其上呈请愿耐心

解释 ，但对于暂缓征税 、 申请减免的诸多要求多进行留中搁置的冷处置 。

各团体群起请愿 ，
显见工商界对政府仓促推 出所得税极其不满 。 所谓缓征 ，实际上就是反对 。

在杂税依然繁多 、经营恶化的情况下 ，
工商界不愿承担新税 。 华洋税负不公平也影响工商界的积极

性 。 直到 1 9 3 6 年底 ，税法公布 已近半年 ，
工商界仍在要求暂缓征收 。 在政府方面 ， 面对汹涌舆情

，

只是尽量做解释的工作 。 高秉坊说 ：

“

反对开征所得税 ，实系绝大误会 ， 因政府对不能生财及所得

不合法定条件者 ，根本上即不致征其所得税也 。

“

？高秉坊还专门赴上海与商界交流 ，为所得税全面

开征做准备。
⑦ 1 9 3 6 年 9 月

，上海市长吴铁城设宴招待上海新闻记者 ，高秉坊也在会上报告了筹备

所得税的经过 。
⑧ 财政部派驻各地的所得税事务所也与当地商会 、 同业公会主动进行沟通 。 在上

海 ，政府派梁敬鎿负责督办 。 梁在 1 9 3 6 年 9 月 2 0 日左右到达上海后 ，就与各方接洽 。
？ 经与上海

银行公会沟通 ，拟由公会代征所得税手续费 。
⑩ 实际的税务行政仍在循序推进。

自 由职业者是薪资报酬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 按照国 民政府的分类 ， 自 由 职业者包括会计

师 、律师 、记者 、医师 、
工程师及教师等职业 。

一

般工农尚未达到征税标准 ，并未参与发声 。 自 由职

业者多以团体方式表达减免的诉求 ，唯会计师因所得税可 以扩展其业务来源 ，在期待减税的 同时 ，

也积极参与所得税会计事务 。

各 自 由职业 团体既有独立的税法研究活动 ，
也进行联合请愿活动 。 上海律师公会、会计师公

会 、医师公会均对税法进行过会商 。
1 9 3 6 年 1 0 月 4 日 ，全国律师协会开常务会议 ，认为条例在职

业薪酬所得方面税率过高 。
1 9 3 6 年 1 2 月 2 9 日 ， 中华 民国会计师协会 、上海市律师公会 、 中国工程

① 《所得税开征应慎重将事 》 ， 《银行周报 》 第 2 0 卷第 3 8 期 ，
1 9 3 6 年 9 月 2 9 日

， 第 2 页 。

② 《请缓征存款所得税经财部批复不准 ，希图 漏税逃避资金政府 自 当执法以绳 》 ， 《 申报》 ，
1 9 3 6 年 1 0 月 2 6 日

， 第 1 张第 4 版
。

③ 《各 业对所得税意见 》 ， 《银行周报》 第 2 0 卷第 2 8 期
，

1 9 3 6 年 7 月 2 1 曰
，
第 4 页 。

④ 《各 业对所得税意见 》 ， 《银行 周报》 第 2 0 卷第 2 8 期 ， 1 9 3 6 年 7 月 2 1 曰
， 第 4 页 。

⑤ 《对于所得税研究之结果》 ， 《银行 周报 》 第 2 0 卷第 5 0 期
，

1 9 3 6 年 Ｉ 2 月 2 2 曰 ， 第 1 7 页 。

⑥ 《 高 秉坊谈对各商顾虑各点均 已见到 》 ， 《银行 周报》 第 2 0 卷第 2 9 期
，

1 9 3 6 年 7 月 2 8 日
， 第 6 页 。

⑦ 《所得税事务所 ， 本月 底可成立 ， 高秉坊崔唯吾昨返京 ， 沪银钱业昨分 别开会 ，
讨 论征收所得税 丨 题 》 ， 南 京 《 中 央 日 报》 ，

1 9 3 6 年 9 月 2 6 曰 ， 第 4 版 。

⑧ 《 高 秉坊报告筹备所得税经过 ，委托代收所得税办法已 商定 》 ，南京 《 中央 日报》 ， 1
9 3 6 年 9 月 2 4 日

，
第 3 版 。

⑨ 《 梁敬缚等抵沪 ， 与 各方接洽 ，代征所得税》 ， 南京《 中央 曰 报 》 ， 1 9 3 6 年 9 月 2 1 曰 ， 第 3 版 。

⑩ 《所得税开征在 即
，
财部派 员 接洽指导 ， 梁敬諄昨返京不 日 出发 ，银行公会拟定代征所得税手 续 》 ， 南京 《 中 央 日 报 》 ，

1 9 3 6

年 9 月 2 5 曰 ， 第 4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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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会 、中 国建筑师学会 、上海市 国医公会 、上海市医师公会 、中华 国医学会 、神州 国 医学会等 自 由

职业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就所得税进行公议 ，要求降低税率 ，按每年 1 2 个月平均计算缴纳 ，并就免税

问题进行讨论。
？ 会议推定奚玉书 、施济群为代表入京请愿 ，

呈书立法院 、行政院 、财政部 、实业部 ，

要求修改税法 。
② 自 由 职业团体的请愿活动较商会请愿稍 晚 ，但同样被政府婉拒 ，

没有取得直接

成效 。

就会计师而言 ，在关心本身税负得失 的同时 ，更为所得税开征带来的
“

无限商机
”

而喜 。 会计

师李鸿寿撰文说 ，

“

所得税条例暂行条例将于十月
一

日施行 ，余不禁为吾国会计前途喜
”

，

“

盖所得

税施行以后 ，
我国会计定可趋于正确也

”

。③ 会计师们对税收新政期望甚高 ，
纷纷精研税法 ’ 以为迅

速到来的税收业务奠定学术基础 。 在所得税法颁布及正式开征的 1 9 3 6 、
1 9 3 7 这两年 ， 会计师发表

的研究成果极多 。 在 《立信月 报 》 、 《会计学报 》 、 《会计杂志 》 、 《银行周报 》等会计及金融学术期刊

上
，相关论文宏富 。 撰文者有著名的会计师潘序伦 、徐永祚 、李鸿寿 、谢霧 、袁际唐等 。 其中 ， 以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为主体的会计师群体关于所得税的讨论最为集中 。 无论是改 良中式簿记和西式簿

记 ，在此时都迎来扩展 良机 ’改良簿记 、代办税收等业务活动都明显增加 。
④

财经及法律学者在这一 Ｂ寸期的意见与筹议期相似 ，主要是基于税制学理分析 ，强调所得税在调

节贫富 、促进税制合理化方面的 良税功用 ，在客观上支持了政府的开征政策 。 李权时对通过暂行条

例表示肯定 ，他说 ，

“

此次所得税暂行条例之得成为法律 ，
无论如何具有偏见之人 ，均不得不认为系

中 国在财政机构上之
一

种明显的进步
”

。 因此以后不必讨论是否采行 ，
而是着 眼于技术上如何有

效率 。 要达到这
一

目的 ，需要征收人员
“

能干清明
”

的服务 ，使所得税得 以公平推行 。 重点是要防

止有意逃避所得税 。 除了加强监督外 ，他还强调要激发国 民 的爱 国心 ，

“

欲防止逃避 ，最要者须激

发其爱 国天良 ，假使 国 家因 财政破产 不免于灭 亡 ，
亡 国之后 ， 吾人所逃 税下来的财产究有何保

障 ？

”

⑤刘树东认同立法院通过暂行条例 ，有助于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 。 他提到 ，

“

财政当局 以及
一

般财政学者多主张开征所得税
”

。
？ 马寅初 、刘振东在立法院也是持支持态度 。 在支持开征的 同

时 ，相应也强调国民 的纳税义务 。 从社会舆论上讲 ，
主流财经及法律学者的意见对政府扩大征税的

社会合法性是
一

大助力 。

学者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税法细则 。 祁之晋认为课税所得分类 ，与 日本近似 ，大体来说在所

得税的普遍性方面 ，

“

似不容再事苛求矣
”

。 但在宽免规定方面 ，薪酬所得起税点太低 ，
政府应接受

6 0 元或 5 0 元的标准
；
未除去赡养家庭费用 ；未除去债务负担 。 在税率方面 ，他认为营利事业及财

产所得税率稍低 ，最好按劳动所得 、营业所得 、财产所得及不劳利得次序 ， 渐次加重税率 ，方合公平

原则 。
？ 相较政府注重直接的财政收入 ，学者注重税收的公平性 。 此类意见不少在立法院讨论时

也有反映 ，最终促成了草案的部分修改 。 至于免税 、统计等方面问题 ，在当时统计条件下 ，极难达到

如此细致的程度 。

针对在立法初期工商界和 自 由 职业者要求暂缓开征或减免的要求 ，政府多通过 回 函和面谈的

方式予以直接回应 。 除同意对少数减税条款加以斟酌外 ，对缓征的要求及请愿基本予以拒绝 ，开征

① 《 沪 自 由职业团 体讨论所得税事 ，
昨举行联席谈话会》 ，

南京 《 中央 曰报》 ，

1 9 3 6 年 1 2 月 3 0 曰
， 第 4 版 。

② 《 自 由职业请 减低所得税 》 ， 《 医界春秋 》 第 1 1 9 期 ，
1 9 3 6 年 1 1 月 1 5 曰 ， 第 3 3 页 。

③ 李鸿寿 ： 《 所得税之 实行与会计改进之关 系 》 ， 《 立信 月 报》 第 2 期 ， 1 9 3 6 年 9 月 1 5 曰
， 第 1

一

2 页 。

④ 参见魏文享 《近代 民间会计师与 所得税法的推进 （
1 9 3 6
—

1 9 3 7
） 》 ， 《人文杂 志 》 2 0

1
3 年 第 2 期

。

⑤ 权时 ： 《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后之感想》 ， 《银行周 报 》 第 2 0 卷第 2 8 期 ， 1 9 3 6 年 7 月 2 1 日 ， 第 1 页 。

⑥ 刘树 东 ： 《 所得税暂行条例的检讨 》 ， 《 中国 经济 》 第 4 卷第 9 期 ，
1 9 3 6 年 9 月 1 5 曰 ， 第 1 5 页 。

⑦ 祁之晋 ： 《评所得税暂行条例 》 ， 《钱业 月 报》 第 丨 6 卷第 1 2 期 ，
1 9 3 6 年 1 2 月 ， 第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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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未受动摇。 同时 ，政府还主动 出击 ，
运用媒体舆论 ，

对纳税人解释宣传税法 。

在《所得税暂行条例 》刚通过后 ，孔祥熙 、高秉坊等频繁接受报社采访 ，解释开征原因及立法精

神 ， 回应社会反映税率过高的问题 。 孔祥熙在接受 中央社记者的采访时说 ，相较英 、美 、德 、 日 等 国

的税率及起征额 ， 中国所得税的所定税率实际较低 。 他还表示 ，

“

政府之 目的 ，
不在税收之多少 ，

而

在厉行税制之革新 ， 纳税人应仰体政府轻赋薄征之意思 ， 忠实不欺 ’ 以表现其爱 国救国之真诚也
”

。

针对民众对征税过程的担忧
，
他提出 ， 办新税以新人才新精神赴之 ，强化监督 ，力求节省简便 。

？

1 9 3 6 年 9 月 ，在中央纪念周上 ，孔祥熙再次就所得税问题发表讲话 ，呼吁 国人拥护新税 。
？ 在面临

战争的情况下 ，政府既宣讲国 际惯例 ，又将纳税与爱国联系起来 ， 为所得税开征争取道义上 的合

法性 。

国民党中宣部及地方党部同步配合进行政策宣讲 。 1 9 3 6 年 8 月 ， 中宣部发表文章称 ，

“

本党政

府为革新税政 ，充实国力复兴民族起见
”

，
决定举办所得税 ，

以此
“

创立 良善税制基础 ，促进国 民经

济建设 ，
建筑 自力更生 的基础

”

。 中宣部还拟订宣传所得税的 口号 ，包括
“

实施所得税是国家最合

法公允的财源
”

；

“

实行所得税才能彻底废除
一

切苛捐杂税
”

；

“

实行所得税是刷新财政的第
一步

”

；

“

实行所得税是救亡图存的基础
”

；

“

实行所得税是实现总理的遗教
”

等 。
③ 口号除 了在国家财政 、

税制合理化方面加以宣教外 ，
还强调政治和民族的 因素 。 国 民党 中宣部召开记者招待会 ，请财政部

所得税处官员介绍所得税情况 。
④ 地方的党部及宣传机构也组织了政策宣讲活动 。

1 9 3 6 年 9 月
，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对所得税的开办精神及要义进行宣传 。
⑤

官方媒体连续发表社论 ，营造开征舆论。 《 中央 日报 》是 国 民党的 中央报纸 ，始终立场鲜明地

支持所得税开征 。
1 9 3 6 年 9 月 3 0 日 ， 《 中央 日报 》发表社论 ，从财政大计和政治大义的角度论证开

征之必要性 。 社论开篇强调 ，

“

所得税之征收 ，为 中 国币制 改革后之又一重大事件 ，在 中 国财政史

上及租税史上 ，
可称为划时代之创举 ，

于 国计民生 ，
两有裨益 ，举国上下 ，

亟应合力 以助其成
”

。 对

比英 、美 、法等国所得税在国家财政 中的重要地位 ，社论认为
，

“

政府于此时毅然开征所得税 ，
树立

直接税之 良规 ，为国家财政前途作永久打算 ，且以预防社会上贫富相差之过大 ，诚可谓能对症下药

者
”

。
？Ｋ） 月 5 日 ，

再发表《所得税与三民主义》

一

文 ，指 出 ，所得税为直接税之主干 ，在民族主义 、

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三个层面都具重要意义。 民族主义之要点 ，在于针对在华外侨征税 ，促进国际

平等 ；
民权主义之要点 ，在于

“

所得税 由纳税人 自行 申报缴纳 ’足 以养成人民对于国 家履行义务之

习惯 ，及增进其对于国家责任之观念
”

； 民生主义之要点 ，在于所得税采用累进制 ，
足 以调剂贫富 。

⑦

政府通过将征税与减少贫富差距 、实行民生主义相联系 ，
来增进所得税之税收正义 。 政府此种宣传

说辞与纳税人之实际感受显然还存在较大落差 。 商人和 自 由职业者的强烈反应说明 ，
此时征税关

键在于如何处理国 防财政需求与实际税负承受之间 的平衡 。

《 中央周刊》是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办的时事政论刊物 ，

1 9 2 8 年创刊 ，

1 9 3 7 年 6 月 停止发行 。

在 1 9 3 6 年第 4 2 9 期周刊上
，发表《 中央为举办所得税告全国公民 书 》 ， 强调所得税为复兴民族的需

① 《孔财 长谈所得税之推行 ，政府 目 的在厉行税制革新 ，
决 以新人 才新精 神办理之》 ，

南 京 《 中 央 日 报》 ， 1
9 3 6 年 7 月 2 3 曰 ，

第 4 版
。

② 《 昨晨 中央纪念周 ，
孔委 员报告所得税 问题 》

，

南京 《 中央 曰 报 》 ，
1 9 3 6 年 9 月 2 9 曰

，
第 4 版

；

1 9 3 6 年 9 月 3 0 曰 ，第 4 版
；

1 9 3 6 年 1 0 月 1 日
， 第 4 版

，分三次刊登 。

③ 中 宣 ： 《我们对 于所得税应有的认识 》 ， 《上海掌声 》 第 1 6 期 ，
1 9 3 6 年 9 月 2 0 曰

， 第 3 4 8
—

3 4 9 頁 。

④ 《 中 宣部招待记者 ，
报告 实施所得税意义

，
财部要 员报告筹备经过》

，

南京 《 中央 日报 》 ，
1 9 3 6 年 9 月 2 2 日

， 第 4 版
。

⑤ 《粵 党部 宣传 ，所得税真义 》
，
尚京《 中央 曰 报》 ，

1 9 3 6 年 9 月 3 0  0
， 第 3 版 。

⑥ 《 明 曰 开征之所得税》 ， 南 京 《 中央 曰报》 ，
1 9 3 6 年 9 月 3 0 曰

，

“

社论
”

， 第 3 版 。

⑦ 《 所得税与 三民主义 》 ，
南京 《 中央 曰 报》 ，

1 9 3 6 年 1 0 月 5 曰
， 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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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创办 ，

“

国人如果真诚爱国 ， 盼望国家强盛 ，
也就得努力推行这种 良税

”

。 公告中还说 ：

你纳 多少钱 ， 国 家完全知道 ， 而且你也 知道 你所纳 的钱 完全是 为 了 国 家 ， 并 不 白 费 ！ 并不

像从前 的 税 制 ，不 问你有所得无 所得 ，
或者 你有 力 量 出 钱 ，

没 有力 量 出 钱 ，

一律要纳 税 ， 其结果

是人 民 不知道 负 担 了 多 少 ， 而 国 家也不 知道每个人尽 了 多少 义务 。 所得税恰好 与 之相反 ， 而人

民 毫无 吃苦 的 地方 ， 此 其所 以 为 直接税 ， 所 以 为 良税 。
①

公告书文字平 白 ，说理清晰 ，
强调税制公平和国家需要 ，希望以此唤起人民的爱国心 ，

履行公民

的纳税义务 。 公告肯定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 区别
“

劳动所得
”

和
“

资本所得
”

，
以此强化道

德及政治上的税收正义 ，争取社会支持 。 在实际效果上 ，
也将公众与纳税人进行分解 。

官方以民族 、公众之利益 ，强调公民之纳税义务 ，争取开征的合法性 ，并以此应纳税人要求暂缓

征税的诉求 。 在抗战即将全面爆发 的关键时刻 ，商人 、 自 由职业者的纳税行为的确与公民责任紧密

相联 。 面对政府的说辞 ，商人 、 自 由职业者并没有否认作为国民 的纳税义务 ，
只能立足于经济发展

程度不足 、税负承担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予以辩驳。 商会在表达意见的过程中 ，甚至还以承认所得

税的 良税特征及纳税义务来换取舆论支持 。 与北京政府时期商会反对所得税时批评政府违法乱

征 、要求废督裁兵的气势相 比 ，
此时商人反对开征的要求并没有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 。 相较之

下
，财经法律学者 、报刊舆论总体上也支持开征所得税 ’其批评并不在于是否开征 ，

而在现有条例对

税收公平考虑不周 、薪酬税率过高而财产征税不足等方面 。 换言之 ，在临战的时局之下 ，政府开征

主张还是有其社会基础 。 所得税之良税法则将纳税人和未具纳税资格之公众区别开来 ，公共舆论

与纳税人的利益表达也发生分际 ， 同时国际局势之变化和国 防建设需要也增强了征税 的紧迫性 。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深明此点 ’
既以宣传方式来争取舆论 ，

也在因势利导 ’
因时成事 。

四 、 全面开征后职业团体的集体行动与税政推行

1 9 3 7 年 1 月 1 日
，所得税全面开征 。 商人和 自 由职业者眼见所得税开征 已不可避免 ，转而运

用商会 、行业公会的力量 ，成立所得税研究会 ，深研税制 ，
反映税负情形 ，谋求修改税法。 政府对职

业团体的税法研究活动 ， 也保持了参与和沟通 。 至学界和报界 ，对税收征稽状况继续表示关注 ，然

其重点与纳税人已有不 同 。

（

一

） 商会所得税研 究会及其与政府之互动

在全面开征前 ，商会主要是反映经营困难 ，
要求政府暂缓征收 。 在全面开征后 ，各地商会纷纷

成立所得税 问题研究会 ，
实行区域及跨区域的税法研究活动 ，

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及以汉 口为

中心的华中及华南区域最为突出 。

1 9 3 7 年 1 月
，上海市商会召集本地各业同业公会 、江浙其他地 区的商会举行联席会议 ， 共商税

法 。
1 月 2 0 日

，所得税研究会正式开幕 。 在商界方面 ，
上海 、镇江 、杭州 、吴县 、

江阴等 1 2 个商会 ，

南京商业税则研究会 ， 上海商会所属吴淞 、南市两分事务所 ，还有 1 0 7 个公会及 5 个商店会员 ， 合计

有代表 1 8 9 人到会 。 此外 ，还有政府税政部 门代表 。 会议推定钱孙卿 、王介安 、顾速明 、施春山及上

海市商会代表一人为主席团 。 2 0 日 至 2 5 日 ，代表集中讨论了 5 天 。
？ 会议之后 ，

所得税研究会后

① 《 中央为举办所得税告全 国公 民书 》 ， 《 中央周 刊 》 第 4 2 9 期
，

1 9 3 6 年 8 月 2 4 日
， 第 3 9— 页 。

② 《所得税研究会开幕 》 ， 《银行周报 》 第 2 ！ 卷第 3 期 ，
1 9 3 7 年 1 月 2 6 日 ， 第 4 1

一

5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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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研究长达半年之久 。

在会议开幕时 ，
上海市商会代表金润庠介绍举办研究会之 目 的 。 他说 ：

“

所得税为最近举办之

事 ，商人对于
一

应纳税手续 ，素未谙习 ，
而其事涉及成本会计 ， 较之印花税依价额金额纳税者 ，复杂

殆不啻倍蓰 。

”

研究之 目 的
，
既在熟悉税政 ， 也在发现税制之不完善处 。 研究会讨论是开放式的 ，

“

商会有领导商人共同研究税制利弊之任务 ，故来会研究者之范围 ，并不限于本市各业公会代表 ，

凡京沪 、沪杭线之商会 ，有愿派代表参加者 ，

一律欢迎
”

。
？ 以研究为基础 ， 形成商界共识 。 较之开

征初期 ，
商人的立场有明显后退 ，

不再寻求缓征 ，而是研究如何应对征收 。 应对的方式并不是对抗 ，

更多是通过研究明其利弊 ，为修改税法和节约税款寻找方向 。 如由个体商家进行 ，
不仅专业程度不

足
，成本也极为高昂 。 通过集体行动既可扩大声势 ，

也可节约成本 。

所得税研究会没有排斥税政部门参加 ，相反还邀请官员参与研讨 ，官员也借此机会继续进行政

策解释。 在成立大会上 ，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委员翁之镛 、所得税驻沪办事处主任梁敬鋅均到会 。

梁敬鎿说
，

“

在国家的立场上说 ，所得税便是国难税
”

。 在抗战时是政府的重要税源 ，
课税方式公道

平均 ，

“

在理论上可 以养成国民爱国的观念
”

，希望商界予以支持 。 翁之镛说
：

“

吾国所得税法 ，虽非

近代国家最佳之法 ，
深信经过相 当程序 ，必有可观进步 ’此有赖于各业共同研讨 ，贡献意见 ，

政府莫

不乐于接受也 。

”

②翁 、梁二人的说词并无新意 ，
不过作为政府代表 ，能参加商会活动并表达开明姿

态 ’还是有助于舒缓商界的怨气 。 在商会方面 ，亦期望研究意见有渠道上达政府。

所得税研究会的具体工作 由商会秘书长严谔声和会计师徐永祚主持 ，研究分为四个部类 ：现行

所得税制度之部 ，所得税与资本之部 ，所得税与纯益之部 ，所得税与资产估价之部 。
③ 研究成果按

所得税的三大法规归类 ， 即暂行条例 、施行细则 、征收须知 。 条例为根本 ， 细则 、须知为辅助 。 在暂

行条例方面 ，研究会认为税率较重 ，程序复杂 ，要求按不同类别增加层级 ，提高 3 0 元的薪资所得征

税起点 ，
以示公平 。 在施行细则方面 ，

要求修改关于公积金及缴纳周期的条款 ， 同时增加免税范围

等 。 在征收须知方面 ，亦提出三条意见 。 联合讨论结果商会所得税专门委员会统一整理
，
形成决

议 ， 以商会名义致函行政院 、立法院 、财政部及所得税事务处 。 在呈请中 ， 商会认为
“

现在所定章

则
，
尚有力求改善之余地

”

。
④

财政部收到呈请后回复批示在案 ，但未置可否。 在此呈之后 ，上海市商会的所得税专门研究会

继续对条例进行研究 ，并向政府表达意见。 因须知草案尚在讨论中 ，商会又安排对第
一

、
二 、三类须

知草案分别予以细致研究 。 1 9 3 7 年 2 月 ，上海市商会将所得税第
一

、二、三类征收须知修改意见函

达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 ，希望政府部门能够
“

分别照改 ，
以利推行

”

，
也未获政府肯定囬复 。

⑤

上海各同业公会也有独立的研究行动 。 1 9 3 7 年 2 月 1 日 ，
上海各同业公会代表 5 0 余人举行

发起人会议 ，定名为上海各业所得税问题研究会 ，推定骆清华 、沈继挺 、罗素华等 2 1 人为委员 。 在

发起人会议上 ，上海市党部代表王愚诚 、朱养吾
，
社会局代表张达夫 、宋钟庆也代表部门与会 。 会议

由会计师公会代表何元明主持 ，报告所得税现行法令征收须知等 。 市党部 、社会局代表也就所得税

① 《所得税研究会开幕》 ， 《银行周报》 第 2 1 卷 第 3 期 ，
1 9 3 7 年 1 月 2 6 日

，第 4 丨

一

5 3 页 。

② 《所得税研究会开幕》 ， 《银行周报》 第 2 1 卷 第 3 期 ，

1 9 3 7 年 1 月 2 6 日 ， 第 4 1 

一

5 3 页 。

③ 《 各地 商会代表来沪参加 》 ，《 中 外经济情《 ＿

》
1 9 3 7 年第 5

1 号 ， 第 9 页
。

④ 《各地 商会声请修 改所得税各规定呈行政院 立法院财政部及致所得税事务 处 函》 ， 《信托季刊 》第 2 卷 第 2 期
，

1 9 3 7 年 4

月 1 日 ， 第 1 9 7
—

1 9 9 頁 。

⑤ 《上海市商会为请修政所得税 第
一类征收须知草案及资产估价方法致所得税事务处 函 》 、 《上海市商会 为请修改所得税第

二 类征收须知草案致所得税事务处 函
》 、 《

上海 市有会 为请修改所得税第 三类征收须 知草案致所得税事务处函 》 ， 《 商业 月 报》 第 1 7

卷第 3 期
，

1 9 3 7 年 2 月 ， 第 7 、 8 、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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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的形势及政策进行阐释 ，表示支持同业公会的税法研究 。 研究会定于 2 月 2 日下午召开第
一

次筹备会议。
？ 同业公会所设立的所得税问题研究会 ，既与商会保持沟通 ，但更专注于反映各行业

的不同意见 。 因所得税与会计息息相关 ， 各同业公会在 1 月 间 还组织起所得税会计研究会 。 会计

研究会向各业同业公会发 出通函 ，要求各业推派代表参与 ，
对会计制度预作准备 。

？ 行业层面的研

究更为细致具体 ，除关注税率 、起征点等基本问题外 ，对免税和减税条件差不多到了

“

锱铢必较
”

的

地步 。

华中 、华南地区的商会闻风而动 。
1 9 3 7 年 1 月 底 ，在上海商会和同业公会热烈讨论所得税的

时候 ，
粤湘赣鄂四省商会正在广州组织四省特产展览会 。 听闻上海成立所得税研究机构 ， 四省商会

立即筹议成立所得税研究会。
4 月 间 ，粤湘赣鄂四省商会推选代表到武汉 ，宣布所得税研究会正式

成立 。 1 9 3 7 年 4 月 1 6
—

1 9 日
，
该会共举行 6 次研究会议 。 参加的商会团体包括广东省商会联合

会 、广州市商会 、长沙市商会 、常德商会 、衡阳商会 、江西省商会联合会 、南昌市商会 、南昌钱业公会 、

湖北商会联合会 、武昌商会 、汉 口商会 、汉阳商会 ，到会代表共计 3 6 人 。 列席者还有汉 口商会代表 、

汉 口市各业公会主席代表百余人 ，
还有会计师雷迅 。 财政部所得税驻鄂办事处处长宁恩承 ，亦出席

参加 。 会议主席 、汉 口 商会会长黄文植在开幕时表示 ，

“

开会的意义 ，第一是要拥护 中 央实行所得

税
”

，所得税为现行之 良税 ，但此税创办之初 ，仍须加 以研究 ，

“

请示政府能体察商场之艰苦及实况 ，

酌为采纳改善
”

。 商会组织所得税研究会的最后 目 的 ，

“

在拥护所得税之实施 ，冀以研究所得 ，关于

例则条文 ，有严重重复之处 ，则拟呈请立法院予以修正 ，关于征收手续 ，有窒碍难行之处 ，拟呈请财

政部核准通融 。 至于商人之有怀疑误解者 ，则竭诚劝导 ，使其了然于非常时期之财政政策 ，得以推

行尽利
，稳 固税源 ，总期 民力 国课 ，两能兼顾

”

。

③ 从要求暂缓到表示拥护 ，商会无奈认可所得税 已

经开征的现实 ，在所得税交涉问题上 的策略也发生变化 。 会议最后形成总决议 ，
也分条例 、细则及

须知三部分议案 。 与上海相比 ，讨论主要也是集中在税率 、起征点及免税范围方面 ，
还提出 了增加

工商团体职员作为审査委员会委员 、修改公积金规定等要求 。

南京市也组织了所得税研究会 。 在全面开征后 ，
工商各业不知如何办理 ，纷纷咨请商会 。 1 9 3 7

年 2 月
，南京商会以

“

所得税为新兴税则 ，其应备手续 ，各商多有未 明了之处 ，加以 目前为营业开始

之期 ，头绪杂繁
”

， 申请展期 申报所得税 。
④

3 月 4 日
，南京市商会立 即成立所得税税则咨询处 ， 交

由 常务委员会办理 ，并发报通告 ，受到会员欢迎 。
⑤ 1 9 3 7 年 3 月 2 4 日 起 ，南京市商会与各业同业公

会主席委员商议所得税 申报手续问题 ，
还邀请会计师谢霖 、周旭初等出席作为顾问 ， 解答疑难 。 各

业同业公会积极参与 ，并要求成立所得税研究会 ，得到响应 。 发起公会包括扇帽业 、树木竹业 、古玩

玉器业 、戏院业 、绸布业 、 印刷业等近 5 0 个同业公会 。
？ 5 月 4 日 ，南京市商会所得税研究会召开首

次常务委员会议 ，决定设立法律 、 申报两组 ，推江云程为主任委员 。 定于每周二开会讨论 ， 同时决定

拟定办事细则 。
⑦ 在 5 月 1 1 日 的研究会上 ， 决定 由法律组解答各业公会所提出 的疑问 ，

还函请财

政部在南京市单独设立所得税办事处 ，与江苏办事处分开 。 又决定呈请财政部所得税江苏办事处

① 《 各业成立所得税研究会 》 ， 《 中 外经济情报》
1 9 3 7 年第 5 8 号 ， 第 9 页 。

② 《 今 日 下 午召 开会议 ， 各业领袖发起组 织所得税会计 问题研 究会》 ， 《 申报》 ，
1 9 3 7 年 1 月 2 7 日 ， 第 4 张 第 1

4 版
。

③ 《 粤湘赣鄂四省商会代表所得税研究会特 辑》 ， 《汉 口 商 业 月 刊 》
1 9 3 7 年 第 1 卷 第 1 2 期 ， 第 3 9 页 。

④ 《 京市商会请展期申报所得税 ， 以便从容 办理而资推行顺利 》 ，
南京 《 中央 日报 》 ， 1

9 3 7 年 2 月 2 8 日 ， 第 7 版 。

⑤ 《 市商会议定组织所得税则咨询处 ，执监会办事 细则推 员 审 查》 ，南京 《 中央 日 报 》 ， 1
9 3 7 年 3 月 4 曰 ， 第 7 版

。

⑥ 《 市 商会筹组所得税研究会 ， 各北公会联名发起 ，商委连 曰 欢 归 各公会委 员 》 ， 南 京 《 中央 日 报 》 ， 1
9 3 7 年 3 月 2 8 日 ， 第 7

版 。

⑦ 《 商会所得说研究会 ，设 法律申报两组 ，推江云程为 主任委 员 》 ，南 京 《 中 央 日 报 》 ，
1 9 3 7 年 5 月 5 日 ， 第 7 版

。

8 1



及忒太麻窀 2 0 1 5 年第 2 期


将旧有 习惯总结账截止 日 期追加上年度之 4 0 天
，予以豁免 。 所得税研究会要求商会和各业公会尽

快办理申 报手续。
？ 还有

一些商会 、 同业公会也有类似行动 。 1 9 3 7 年 3 月
，安徽商会在芜湖集议讨

论申报手续 问题 。
② 天津商会曾分呈财政部及冀察政委会要求缓征被批驳 ，转而召集各业公会商

讨如何申 报的 问题 。
③ 上海银行公会在 1 9 3 7 年 1 月 多次召开执行委员会议 ，推派 中国银行蔡承新

及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候赴财政部所得税驻沪办事处与梁敬鋅商谈银行所得税手续问题 。
④

可见 ，设立所得税研究会是当时商界的共识。 研究会的职责 ，涵括税法研究 、税则咨询两大方

面
，
上与政府交涉 ，

下应会员需求 。 商会以研究成果为依据
，对所得税条件 、细则及须知提出修改意

见
，
呈请财政部 、立法院等部门参酌 。 同业公会的研究侧重于税法应用 ，

主要 目 的也是减轻本行业

的税收负担 。 会员对税法税则的疑问 ，研究会也可予以解答或呈请政府解释 。

政府对所得税研究会的成立持开放态度 。 各地商会的研究活动 ，
政府派驻的所得税机构负责

人基本都有参与 。 在研究中 ，涉及税务政策 ，也与研究会保持沟通 。 1 9 3 7 年 1 月 2 3 日
，
所得税驻

沪办事处举行茶会 ，招待商会所得税研究会代表 ，解释政府税法立场 ，对研究会 的 问题也予 以 解

答。
⑤ 1 9 3 7 年 4 月 7 日 ，所得税江苏办事处招待各业公司 ，解答疑义 。

？ 国 民党和政府透过官方报

纸继续宣传税法。
1 9 3 7 年 1 月 1 7 日前后 ，

浙江省党部举行所得税宣传会 ，请张森演讲。
⑦

《 中央 日

报 》对于政府的政策和活动 ，都有详细的报道。
1 9 3 7 年 1 月 5 日 ， 《 中央 日 报》还报道湖南省各界联

合发电拥护所得税开征 。
⑧ 1 月 2 2 日

，
又报道湖北的 自 由 职业者踊跃交税 。

？ 不过 ，政府明显采取

的是耐心解释、

一

意推行的双面政策 。 在耐心解释的同时 ，对于商会、职业公会的暂缓征税及减税

要求 ，高秉坊表示
“

事关变更法律 ，
不能照准

”

， 毫不犹豫地予 以拒绝 。
⑩ 各地商会根据研究所得向

行政院 、立法院 、财政部递交的修法请愿 ，仅少数条款有所变动 。 但政府和商会在所得税研究会的

平台上进行交涉 ，
还是有助于沟通并避免抗议激化 。

商会组织研究会及与政府保持沟通的情形表明 ，
此时商会在所得税问题上并非与政府直接对

抗 。 在运用集体行动和新闻舆论来促进税则合理化的 同时 ， 商会还着力提升团体在税收行政中 的

地位 ，希望对征税过程有所干预 。 商会除了表达 自身诉求 ，
还在

一

定程度上发挥着协助政府推行税

政的功用 ，此类活动实为税务机关宣传所不及 ｏ 所得税研究会在对政府提交请愿书的同时
，

也在 向

工商界传播税法知识 。
一些商会在成立之时 ，

也直接言明顾全
“

国课民力
”

。 商会 、 同业公会组建

所得税会计研究会 ，
甚至与会计师合作推进簿记改 良与税法研究 ，都说明商人团体在此时并非单纯

“

反对者
”

的角色 ，相反是期望通过合作来减少税负 ，达到修改税法的长远 目标 。

（
二

） 职业公会的意见表达

与商会行动大致同时 ，
律师 、 医师和会计师等 自 由职业者公会也

一

面在内部成立所得税研究

会 ，

一面分工协作 ，
展开跨行业的联合行动 ，

通过呈 函请愿等方式 向政府表达诉求 。

① 《市商会所得税研究会 ，
通知各业连办 申报手续》 ，

南京 《 中央 日 报》 ， 1 9 3 7 年 5 月 1 2 日 ， 第 7 版 。

② 《 皖商开会研究 ， 所得税 申报手续 ， 明 曰 在芜湖集议 》 ， 南京 《 中央 曰报》 ， 1
9 3 7 年 3 月 2 曰 ， 第 4 版

③ 《 津商会定期召 集各业公会 ，商讨缴纳所得税》 ，南京《 中央 曰 报》 ， 1 9 3 7 年 7 月 9 曰 ， 第 4 版 。

④ 《银行公会开会计论缴纳所得税》 ， 《 申报 》 ， 1
9 3 7 年 1 月 2 1 曰 ， 第 4 张 第 1 3 版 。

⑤ 《 所得税沪 办事处昨举行茶会 ，
招待所得税研 究会代表》 ， 南京《 中央 曰报 》 ， 1

9 3 7 年 1 月 2 4 曰
， 第 4 版 。

⑥ 《所得税江苏办 事处 ，招待各业公 司 ，翁之镛报告三点希望 ，并解答对所得税疑义》 ，
南 京 《 中央 日 报》 ， 1 9 3 7 年 4 月 8ａ，

第 7 版。

⑦ 《 浙省党部 举行 所得税 宣传会
，
请张森演讲 》 ， 南 京 《 中 央 日 报》 ，

1 9 3 7 年 1 月 1 8第 4 版

⑧ 《 所得税推行顺利 ， 湘省各界电京表示拥护 》 ，南 京 《 中 央 日报》 ，
1 9 3 7 年 1 月 5 日 ， 第 4 版 。

⑨ 《 鄂 自 由职业界踊跃交所得税》 ， 南京 《 中央 曰 报》
，

1 9 3 7 年 1 月 2 2 日
， 第 4 版。

⑩ 《 自 由职业征所得税部批不 能减轻 》 ， 《 申报》 ，
1 9 3 7 年 2 月 2 5 日

， 第 】 张第 4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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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 享 ／ 国 家税政 的 民 间 参 与

1 9 3 7 年 1 月 ，
上海律师公会成立所得税暂行条例研究委员会 ， 由 王效文 、孙祖基 、李文杰等 1 0

人担任委员 。 在 1 9 3 7 年初 ，委员会讨论提出 综合意见 ， 由李文杰整理归纳提交执监委员联席会议

报告 ，
经议决送交全国律师协会转呈政府 。 在 函件中 ， 律师公会肯定政府

“

能接纳各方意见 ，期将

税法本身所具缺点 ，加 以改 良
”

。 并认为 ， 现在所得税仍是暂行条例 ’ 此后必制定所得税法 ’
到时应

加以修改 。 修改要点主要是提高本业的起征点 、改善分级税率 、证券利息所得应征重税等 。 并借机

表达对开征的支持态度 ，

“

拥护 良税 ，
素不后人

”

。
？ 律师公会的研究除涉及 自 身 的薪资纳税 问题

夕卜 ，也着眼于法理与社会实际来评论税法。 公会特意强调拥护
“

良税
”

，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舆

论赞同开征 已经对纳税人形成压力 。

在政府颁布所得税纳税须知后 ， 各职业公会经协商 ，排定第
一

类须知 由全国会计师协会加以研

究
；
第二类 自 由职业部分 ， 由律师公会 、会计师 、医师团体联合发表意见

；
第三类须知 由 银行业公会

评估得失 。

全国会计师协会在研究第
一

类须知后 ，
于 1 9 3 7 年 1 月 向财政部发 函呈请 。 协会的意见是 ， 所

得税在法律方面 ，
于暂行条例外有细则 ，细则外有须知 ，须知未经立法程序 ， 为行政命令 ， 自不 能变

更法律 。 须知草案第 1 5 项中规定上年营业亏损不得列人本年度计算 ，此与公司法第 3 8 条有矛盾 ，

应加 以校正 。
？ 又推定常务理事奚玉书 、理事王思方等于 2 8 日 向 财政部详陈意见 ，并会同各 团体

代表进京向主管院部面陈请愿 ，要求降低 自 由职业者生产率并按月 平均缴纳 。
③ 1 9 3 7 年 2 月 ，

立信

事务所的潘序伦等会计师又两次向财政部呈送补充修改要点 ，集中呈述对于第
一

、
二类营利事业所

得税征收须知草案应行改正意见 。
④ 但此次请愿同样未得政府正面 回应 ，财政部批复表示 ，

“

事关

变更法律 ，
不能照准

”

。
⑤

在分类研究之基础上 ， 自 由职业公会再次展开联合请愿行动 。
1 9 3 7 年 2 月底 ， 中华 民国会计

师协会 、上海律师公会 、中 国工程师学会 、中 国建筑师学会 、上海市医师公会 、 中华国医学会 、神州 国

医学会联名呈请立法院 、行政院 、财政部 、实业部 ，
要求降低税率 ，准依条例按每年 1 2 个月 平均计算

缴纳 。 公会合议认为 ，资本与劳力所得难易不同
，

“

自 由职业者担负 ，
实觉过重 ，拟恳体念劳力所得

之不易 ，将 自 由职业者之税率 ， 加 以修改
”

。 2 月 2 8 日 晨 ， 由会计师协会奚玉书 、王厅茅 ，律师公会

李文杰 、赵祖慰 ，
工程师学会齐兆 昌 ，

建筑师学会赵深 ，
上海市医师公会龚炳三 ， 中华国医公会施济

群 ，神州 国 医学会程迪仁 ，
全国医师联会金鸣宇 ， 上海市国 医公会杨仲煊等组成的 自 由职业者代表

团赴京请愿 。 代表团先赴行政院请见秘书长翁文灏 ， 陈述意见 ，翁允交财部核办 。 后赴立法院 、财

政部请愿 。 代表团反复阐述 自 由职业者税收过重 ，

“

殊失公允 ，请予修正
”

。
？ 高秉坊 、梁敬鎿等接

见了请愿代表 ，髙表示按 1 2 个月 平均计算可以接受 ，但其他所请难以照准 。

新税开征 ，税法咨询 、 税额核算及税务代办 ， 多有赖于律师和会计师 。 在研究税法的过程中 ，
律

师 、会计师以职业团体 、事务所或个人之力量推动税法普及 。 以律师为例 ，
1 9 3 7 年 3 月

，全国律师

协会经过协商 ，推定杭县 、上海 、江都 、镇江 、吴县等五地律师公会研究办法 ，并推举上海公会为召集

① 《
上海律师公会对所得税 条例之意 见》

， 《银行周报 》 第 2 1 卷第 2 1 期 ，
1 9 3 7 年 6 月 1 日 ， 第 9 页 。

② 《会计师 协会对所得税 第
一 类征收 须知草 案意见 呈財政部 文》 ， 《 信托季刊 》

丨 9 3 7 年 第 2 卷第 2 期
， 第 2 0 2

—

2 0 4 英
； 《会计

师协会对所得税 第
一类征收须 知之意见》 ， 《 银行周报 》 第 2 1 卷第 4 期 ，

1 9 3 7 年 2 月 2 日 ， 第 6 页 。

③ 《会计师协会赴京请愿》 ， 《 中外经济情报》 1
9 3 7 年第 5 8 期 ， 第 9 页 。

④ 潘序伦等 ：

《致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 函 （

一

）对于征收须知 草案续陈应行补充改正各点》 ， 《致 财政部所得税事务 处函 （
二

）

对 于征收须知草案续 陈应行补充改正各点 》 ， 《
立信 月 报》 第 7 期 ，

1 9 3 7 年 2 月 ， 第 1
1 、

丨 9 页 。

⑤ 《 自 由职业代表所得税部批 不能减轻 》 ， 《 申报 》 ，
1 9 3 7 年 2 月 2 5 曰 ， 第 丨 张第 1

4 版 。

⑥ 《 自 由职业代表要求减低所得税 ， 分向政府 、 法院等机 关请愿》 ， 《 申报》 ，
1 9 3 7 年 丨 月 2 9 日 ， 第 丨 张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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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继续研究税法 ，后来广州律师公会也加入其中 。

？ 3 月 1 2 日 ，上海律师公会所得税研究会举行

会议 ，拟向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收集征税各项法则 ，供全体会员参考 。 又推定由李文杰负责征购所得

税法研究资料 ， 以备参考 。 同时还联络市商会 、会计师公会 ，
组织指导机关 ，指导民众熟悉缴纳所得

税常识 。
？ 此类举措有利于会员和公众了解纳税信息 ，

与会计师 、商界的合作也有利于税法实施 。

会计师在普及所得税方面有更强劲的市场动力 。 会计师既受邀参加上海 、汉 口 、南京等商会组

织 的所得税研究会 ，提供专业的会计意见 ，还主动与工商界联络 ，
开展税法演讲和咨询活动 。 在上

海商会所得税研究会中 ，徐永祚 、潘序伦等知名会计师受邀加人 。 在汉 口
，雷迅会计师参与其中 。

在商会向政府表达意见的 同时 ，会计师也立于专业的立场 ，发表对所得税法则 的看法。 1 9 3 7 年 1

月 2 5 日
，
上海商会邀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潘序伦 、李文杰等前往演讲 ，解释所得税法及其

计算细节 。 改良中式簿记的主要倡导者徐永祚会计师也与会 ，与各商会 、 同业公会代表近 2 0 0 人共

议税则 ，推动税法讨论不断深人 。 1 9 3 7 年 2 月
，潘序伦 、李文杰在 《上海市商会所得税问题研究会

议决案之总检讨》
一文中对会计师之议案与商会议决案作

一对比 ，评其优弊
，
并在商会演讲中详细

阐发其主张 。
③ 在征税起点 、税率 、收益与支出之项 目 、损益之扣除方式 、减税免税之条件等方面 ，

会计师均提出极其专业的建议 ，并对商会提出 的降低税额税率 、组织审查委员会 、规范征税行为等

主张表示支持 。 知名会计师还频繁接受各同业公会的邀约 ，
主动到各地演讲税法。 其中 ，

以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最为突出 。 潘序伦 、李文杰等会计师因参与上海商会所得税研究活动 ，声名卓著 ，
江浙

一

带诸多同业公会都邀请演讲。
④ 他们结合 自 身研究 ，针对各行业的不同 问题 ，提出建设性意见 。

政府税务部 门也借助会计师的专业能力 ，促进所得税的宣讲 。 1 9 3 7 年 3 月 8 日 ，实业部就邀请潘

序伦到南京演讲所得税问题 。
⑤ 通过推广税法 ，会计师事务所也获得了大量的税收核算及代办业

务 。 在经由所得税开征萌生的中介市场中 ，
自 由职业者与商界合作 ，这在客观上发挥着协行税政的

作用 。

商会 、职业公会通过组织所得税研究会 、上书呈请 、联合请愿等方式 ，持续不断 向政府施加压

力 。 所呈意见 ，是商会代表和会计师合作研究的结果 ，对条例 、细则 、须知的研究 ， 各有分工。 同时

也与税政官员有所沟通 ，更注重将税法与实情相结合 ，务求政府能够加以关注 。 在具体表达中 ，
商

人 、 自 由职业者有共同 目标 ，但也有不同 的行业利益 。 自 由职业者强调资本收益应加重税率 ，对劳

动所得应减轻税负 。 工商业者却认为 ，现在经营困难 ，过度重税容易造成经济凋敝 。 因此在研究中

有合作 ，但在与政府交涉方面并未完全形成合力 。 1 9 3 7 年 7 月 后 ，抗战全面爆发 ，商会和 自 由职业

者公会围绕所得税的研究及请愿活动也基本停止 。 所得税作为战时财政 的补充 ， 全面开征 巳成定

案 。 到 1 9 4 1 年 ，遗产税也开始征收 。

五 、 职业团体 、舆论空间与政策互动

在政府 、纳税人的税政攻防战中 ，政府无疑取得成功 ， 实现税政上之
一

大突破 。 以商人和 自 由

职业者为主体的纳税人则遭受挫败 ，暂缓开征诉求为政府拒绝 ，仅少数条款有所修正。 不过
，简单

的成败之论实难反映税收开征的全貌 。 较之于抗税的成败 ，政府 、纳税人的税权表达机制及互动方

① 《律师协会将研 究所得税》
，
《 申报》 ，

1 9 3 7 年 3 月 3 日 ， 第 4 张第 1 3 版 。

② 《律师公会所得税专委会 》 ， 《 申报》 ，

1 9 3 7 年 3 月 1 2 曰 ， 第 3 张第 1 1 版。

③ 潘序伦 、李文杰 ： 《上 海市 商会所得税 问题研究会议决案之总检讨 》 ， 《 立信 月报》 1 9 3 7 年 2 月 ， 第 7 期 ， 第 1页 。

④ 参见魏文享 《近代职 业会计 师与 所得税法的推进》
，
《人文杂志》 2 0 1 3 年 第 2 期 。

⑤ 《应 实业部邀请 ， 潘序伦来京 明晨讲演所得税 问题》 ，南 京《 中央 日 报》 ，
1 9 3 7 年 3 月 7 日 ， 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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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能反应彼时的税政生态 ，
且直接影响到税政交涉的结果及后续的征税成效 。 在政府 、纳税人的

角色之外
，学者 、报纸的舆论导向也影响着税政方 向 。

在 国家与民间 的互动过程中 ，政府与职业团体之交涉是最为核心的环节 。 在政府与纳税人的

关联结构中 ，政府执掌国家税权 ，
职业团体则是纳税人的代言者 。 职业团体包括商会 、同业公会 、农

会 、工会 、 自 由职业者公会等 ，然因所得税起征限制 ，
商人 、 自 由职业者为主要的实际征税对象 。 以

此
，在纳税人的利益表达 中 ，商会和各 自 由职业者公会是集体行动的组织中心。

在北京政府时期的所得税抗争 中 ，
商会曾担当大任 。 商会联合地方议会及其他社会团体 ，

以纳

税人身份对政府税政及时政要务陟罚臧否 。 商会以税收作为筹码 ，对政府提出减少苛捐杂税 、裁兵

节饷等要求 ，且对税法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 ，体现出商人基于税权而参与政治的利益立场 。 此时

商会的强势表现 ，适于此时中央政治权威弱化时期 。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商会与职业公会作为职

业 团体的属性继续得到法律认可 ，但在政治上却经过了组织整顿。 在 1 9 2 8 年 1 0 月 国民党中央民

众训练部制定的 《 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 中 ，商会 、 自 由职业者的各界别公会 ，是属于民众团体

组织系统的构成部分 。 在政治事务与专业经济事务之间 ， 国 民党和政府所给予的尺度是有差别的 。

商会 、同业公会在政治方面需接受登记及审査甄别 ， 党部和政府也可能会影响到商会的人事选举 ，

但在经济事务方面仍保留着
一定的 自 主空间 ，可在训政体制之内代表商界和各行业参与经济与社

会活动 。
？ 在商会和 同业公会方面 ，

也建立有较好的联络机制 。 天津 、北平 、上海 、汉 口 、广州 、重庆

等地商会 ，
基本上成为跨省域的商界合作中心 。

在 自 由职业者方面 ，
诸如律师公会 、医师公会 、会计师公会等 ，

也是国 民党及政府认可的法人社

团
，
可以代表从业者利益 ，并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 。

？ 1 9 3 4 年 3 月 底 ，
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员有 2 6 3

人左右 。 到 1 9 3 6 年 3 月 底 ，有 3 0 5 人左右 ，是全 国规模最大的会计师公会 。
③ 1 9 3 5 年前后 ，律师公

会的设立 已极为普遍 。 在江苏 ， 就成立有上海 、吴县 、镇江 、淮阴 、南通 、武进 、无锡等 1 2 个律师公

会 ，安徽有合肥 、怀宁 、芜湖 、阜阳 4 个律师公会 ，浙江有杭县 、金华 、绍兴 、吴兴等 1 4 个律师公会 ，江

西有南 昌 、九江 、吉安等 7 个律师公会 ， 湖北有汉 口
、武昌 、襄阳 、宜昌等 7 个律师公会 ， 四川有 8 个

律师公会 ，福建有 1 1 个律师公会 ，
各地不一而足 。 其中 ，

上海律师公会的人数最多 ，
1 9 2 9 年有 4 6 2

人 ，

1 9 3 4 年有 1 1 8 8 人 ，

1 9 3 6 年有 1 3 1 3 人 。
④ 在医师团体方面 ， 中西医 的学术团体都较多 。 据统计 ，

2 0 世纪 3 0 年代上海医师公会会员有 3 0 0 余人 ， 广州 医师公会有 1 6 0 余人 ，杭州医师公会有 8 0 余

人 ，其余无锡 、南京 、青岛 、芜湖 、张家 口
、重庆 、武汉 、宁波医师公会等 ，会员均在数十人不等 。

⑤ 类

似 的 自 由 职业者团体还有工程师 、建筑师公会等 。 这些团体除区域 内的行业整合外 ，
还有全国性

的整合 ， 如全国性的会计师协会 、 医师联合会 、律师协会等 。 团体的代表权利 ，
法定的 自 治空间 ，

紧密的组织合作 ，使商界和 自 由 职业者在面临所得税征收时 ，在职业团体组织下 ，进行理性 的集

体反应 。

国民党及政府通过
“

党规
”

与
“

国法
”

对社会团体的整顿重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商会 、职业公

会在税政表达中的 自 主性 ，
很难单纯以控制或被控制 的标准来定性 。 最好综合社会团体的行动效

① 魏文享 ： 《 中 间组织 ：
近代工商 同业公会研究 1 9 1 8

—

1
9 4 9

》 ， 华中 师 范大学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3 7 3 页 。

② 关于 自 由职业者之研究状 况
，
请参见朱英 、魏文享主编 《

近代 中 国 自 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 变迁 》 ，
北京大 学 出版社 2 0 0 9 年

版
；
尹倩《 中 国近代 自 由职业者研究述评 》 ， 《近代史研究 》 2 0 0 7 年第 6 期 。

③ 《
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员 录》 （

1 9 3 6 年 ） ，
上 海档案馆藏 ，

上海会计师公会档案 ，
Ｓ 4 4 7 ／ 2／ 2 6 0

， 第 2 0
—

6 4 页 。

④ 参见朱英 、魏文享主编 《近代 中国 自 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 变 迁 》 ， 第 1 1
4一

1
1 7 页 ；

李严成 《 民国 律师公会研 究》 ， 湖北人 民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9 0
—

1 0 0 页
。

⑤ 参见朱英 、魏文享主编 《近代 中国 自 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 迁》 ， 第 2 2 1 

—

2 2 3 页 。

8 5



Ａ 甙史潞需 2 0 1 5 年第 2 期

应来加以判断 。
？ 就税政表达而言 ’职业团体在训政体制之下获得法律的合法性 ，并藉由政府授权

得 以代表各业商人 、 自 由职业者与政府交涉 ，维护 自 身税权 ， 是其集体行动得 以推进的制度基础 。

各地 、各业职业团体相互支持 ，共谋进退 ，
也得益于社团组织体系 的普遍建构 。 然与北京政府时期

商人团体以税权来制约抗议政府不同 ，

1 9 3 6 年前后职业团体的意见表达全部专注于税务本身 ，并

无与政府直接对抗的激烈行为 。 不论在方式还是在内容上 ，都要缓和得多 。

且看商人团体和 自 由职业者团体的行事逻辑 。 商人首先是以商会 、 同业公会为基础 ，进行联合

行动 。 在政府筹议所得税之初 ，各地商会就通过在报纸和商界报刊发表言论 ，反映经济困难 ，
要求

缓征 。 政府不为所动 ，依然按计划颁布 了 《所得税暂行条例 》 ， 激起商界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

1 9 3 6 年 7 月 ，
上海市商会及鄂 、鲁 、苏 、浙 、粤 、赣 、豫七省商会联合会 ，

还有南京 、青 岛 、汉 口 、济南 、

镇江 、广州 、南昌 、开封 、长沙 、太原 、芜湖 、杭州等十四市县商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请求政府暂缓征

收的决议 ，
上呈政府 ， 同时派遣联合代表赴京前往行政院 、财政部请愿 。 各商会的联合 ，声势空前浩

大
’政府不得不重视 ，派员接待 ，进行政策解释。 在所得税全面开征之后 ， 商会改变策略 ，

不再请求

暂缓征收 ，转而组织所得税研究会 ，对所得税的条例 、细则 、须知进行全方位的细致研究 。 在东部沿

海 ， 以上海商会为中心 ，
组织了所得税研究会 。 上海的各业同业公会 ，

也有联合的研究行动 。 在 中

南各省 ， 以汉 口商会为中心 ，
也仿效上海组建了研究会 。 在研究工作中 ，商会还联合会计师公会 ，聘

请知名会计师参与税则讨论 。 上海商会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潘序伦等 ， 即有深人的合作 。 商界

期望以此来推动税则向有利于 自 身的方面修改。 在 自 由职业团体方面 ，既有各 自 的独立表达 ，也有

各 团体的联合请愿 。 上海会计师公会的
一些知名会计师更成为咨询专家 ，潘序伦 、李文杰 、李鸿寿

等 ，频繁接受商会 、同业公会的邀请 ’ 出席演讲 ，
宣讲所得税条款 ’解释商家的疑惑 。 在社会经济条

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 ，职业 团体在代表纳税人税权的同时 ，
也为政府与纳税人的沟通建立起了组织

化的渠道 。 纳税人以组织力量研究税则 ，在此基础上向政府建言 ，更具专业的说服力 。

在整合 自 身的同时 ，商会 、 自 由职业者公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 。 其
一

是书面呈

请 。 商会 、职业公会以团体或团体联合的名义 ，
屡次向 中央党部 、行政院 、立法院和财政部请愿 ，要

求暂缓征税或修改税则 。 既为呈请
，
政府与呈请人之地位其实并不平等 。 政府作为征税者 ，依然处

于主导地位 。 呈请可以表达诉求 ，但是否被接受 ，则取决于政府的考量 。 有些呈请为政府部门所接

受 ，但大多呈请除类似
“

朕知道了
”

式的程式化回复外 ， 未得直接下文 。 其二是赴京请愿 。 上海市

商会 、汉 口商会及 自 由职业者公会的联合行动 ，多将呈请与请愿相结合 。 在上书同 时 ， 派代表赴京

向各部门直接请愿 。 请愿并不是街头运动式的 ，是以咨询式的方式进行的 。 在形式与礼仪上 ，政府

部 门对各职业团体的联合赴部请愿都予以接洽 ，
派要员进行沟通解释 ，其态度尚称缓和 。 上海商会

的联合请愿 ， 自 由职业者的联合请愿 ，均实现跨区域的联合行动 。 如 1 9 3 7 年 2 月 底 ， 中华 民国会计

师协会 、上海律师公会 、中 国工程师学会 、 中国建筑师学会 、上海市医师公会 、 中华 国医学会 、神州 国

医学会联合向立法院 、行政院 、财政部 、实业部上书请愿 ，规模空前 ，
弓

Ｉ发舆论关注 。

职业团体的呈请与请愿代表着纳税人的意见 ，其组织化 的集体行动使政府认识到纳税人税权

意识的高涨 。 但是 ， 纳税人团体的 民意表达难以进人国 民党党政体制内 的立法程序 ’商会 、职业公

会只能通过呈请 、请愿的联合行动形成外部的舆论压力 ， 以此来推动政府修改则例 。

一

般来说 ，
此

种舆论外压式的民意表达方式是否能够发生作用 ，往往取决于外压的力度 、社会共识和政府回应的

综合效应 。 实际来看 ，纳税人 、政府及社会公众对所得税的认知存在分野 ，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社

① 关于 国 民党对于民众 团体的整理与 改组 ，参见魏文享 《

“

党规
”

与
“

国 法
”

： 国 民党 民众组训体制下 的社 团 角 色 》 ， 《 华 中师

范大学学报》 2 0 1 4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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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舆论的整体走 向 。

税权的舆论表达主要 由政府 、纳税人 、学者 、报纸各方参与 ，纳税人中 又以商人 、 自 由 职业者及

银行为主。 各方关于所得税的意见主要发表于报纸媒体之上 ，形成关于税政的公开讨论热潮 。 在

这
一

舆论空间中 ， 因媒体之立场 、阶层之利益不 同 ， 税政主张各有所持 ， 但又都对公众舆论造成

影响 。

在报纸媒体方面 ，参与税政报道之新闻媒体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是专业类的商界报刊 ，

包括商会的会刊 、职业公会的会刊及其他的商界刊物 。 当时上海商会 、汉 口商会 、上海银行公会 、钱

业公会等 ， 分别办有 《商会月 报》 、 《汉 口商业 月 刊 》 、 《银行周报》 、 《钱业月报 》等会刊 ，每周刊载大

量的专题文章和商界信息 ，所得税的相关报道在这段时间 内 十分频繁 ， 足以沟通会内信息 ，共谋行

动 。 在职业公会中 ，如《会计杂志》 、 《立信会计季刊》等 ，均刊登大量所得税研究文章 。 其二是社会

类报纸 ，主要是民 间主办的 《 申报》 、 《益世报》 、《大公报 》 、 《新 闻报 》等发表社论 ， 表达报社的态度 。

其三是官方报纸 。 官方报社主要是表达对于税政的支持 ， 《 中央 日 报》上的文章大致如此 。 各类新

闻媒体受众面有所不同 ，商界及经济报刊 ，主要是由商人团体主办 ，也面向工商界 、经济学界发行 。

官方及社会报纸是公开发行 ，
面向大众 。

在报道所得税新闻时 ，各类媒体对政策信息 、商界动态 、研究行动 、呈请请愿都有公开报道 ，使

所得税的讨论成为各界关注的共同主题 。 同时 ，各类媒体也本其立场 ，表达重点有所区别 。 商会 、

同业公会 、职业公会的会刊 、报刊对于商人 、 自 由职业者的诉求有更为详细的报道 ，倾向于维护纳税

人利益 。 报纸《 申报 》 、 《大公报》等以社论的方式表达对于税政的主张 。 由知名报人陈铭德等创办

的南京《新民报》发表社论 ，
认为

，

“
一

国之税制健全 ，
必须以 直接税为原则 ，

而以间接税为辅
”

，支持

所得税的开征 。
？ 天津《大公报》在 1 9 3 6 年 7 月 1 1 日 发表社论 ，认为

“

在关税走私损失奇重之财政

状况下 ，实行所得税诚属刻不容缓。 惟开征此税 ，在 中 国乃是创举
”

， 社论也批评条例
“

疏漏之处 ，

却亦不少
”

，对劳动征税过重 ，对资本征税过轻 。
？

《 东南 日 报 》 的立场与 《大公报 》相似 ，认为薪酬

所得起征点设为 3 0 元过低
，
主张财产所得应课税较重 ，

证券存款利息所得按千分之五十征收过

轻 。
③ 北平的 《世界 日报 》社论亦认为薪酬所得征税过高 ，

“

目前中 国的租税问题 ，
不患平民对 国家

无直接负担 ，
而患特殊资产阶级对国家毫无负担

＂

。
④ 整体上看 ， 社会上报纸 的主流基调是支持所

得税开征 ， 认为关系抗战财政及 国民 义务 ， 同时强调重视资本税 ，降低劳动所得税 。 官方的 《 中央

日 报》 、 《中央周报 》政治立场鲜明 ， 明确支持政府开征所得税 ，并在国民党宣传部门 的组织下 ，进行

政策解释 。 至于财经学者支持所得税开征及批评税款不足的言论 ，在各类报刊上也都有发表 。

一

些关注税政问题的社会人士的观点 ，报刊上也时有刊载 ，
此类言论多具独立性 。

据立场而论 ， 表面上喧闹纷扰的舆论空间其实由三部分构成 。 其
一

是商会 、 自 由职业者公会为

主体的纳税人舆论 。 在所得税针对薪资所得 、营利所得 、存款证券利息所得的三大税类 中 ，

一般工

农多未达标准 ，政府公务人员率先开征 ，并无反对的余地 。 因此
，在营利所得部分是以商人为主要

征税对象 ，薪资所得是以 自 由职业者为主要征税对象 。 在商会 、 自 由职业者公会的组织下 ，纳税人

相互合作 ，共同向政府请愿要求降低税率 。 在研究中
，
也互相支持 。 各团体 、行业 、职业的行动均通

过商界报刊互通信息 ，使团体行动得到从业者的支持 ，对政府形成舆论压力 。 不过 ， 与北京政府时

① 《征收所得税》
，
南 京《 新 民报》 ，

1 9 3 6 年 7 月 8 日
，

“

社论
”

， 第 1 张 第 2 版
。

② 《论所得税暂行条例 》 ， 天津 《 大公报》 ， 1 9 3 6 年 7 月 1 1 曰
，

“

社论
”

， 第 丨 张第 2 版。

③ 《论所得税条例 》 ， 《 东 南 曰 报》 ， 1 9 3 6 年 7 月 1 2 日 ，

“

社评
”

， 第 1 张第 2 版。

④ 《所得税法草案 》
，

北平 《 世界 日 报 》 ，
1 9 3 6 年 7 月 8 日 ，

“

社评
”

， 第 1 张第 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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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比 ，商会 、职业公会的言论基本上是
“

在商言商
”

、

“

就税言税
”

，在主张税权的 同时 ，
要求政府清

理旧税 ，促进税法的合理化 ，并没有对税收之外的社会事务提出额外要求 。 但也要注意到 ，商人和

自 由职业者在表达诉求之时 ，均以 自身利益为归依 ，在资本与劳动所得征税的 问题上 ， 自 由职业者

强调以劳动所得来主张税权 ，却主张对资本重税 ，造成商人 、 自 由职业者税权主张的 内在冲突 。

其二是官方舆论 。 在国 民党与政府方面 ，
自 然是支持开征。 国 民党党部 、宣传部门 ，

国民政府

的税政官员 ，均采取报刊宣传等方式 ，来营造利于开征的舆论环境 。 官方舆论的重点是强调税收正

义 ，其立足点 ，

一

在于国防需求 ，
二在于调节贫富差距 ，

三在于调节税收结构 。 结合国际形势 的变化

及财政来源的实际情形 ，扩大征收包括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是一合理选择 。 政府宣传所得税开征

与国 民的爱国责任 ，强调所得税与民生主义之关系 ，也正是基于此 。 官方舆论因抓住了所得税的税

制特性及紧急时局下的财政需求 ，
因而是符合国家及公众的整体利益的 。 在抗战临近的情形下 ，

职

业团体抗议税负过重 ，但对官方主张却无法直接拒绝 ，对所得税的 良税特性也表示认同 。

其三是公众舆论。 如果说政府作为征税方 ，商人和 自 由职业者作为纳税人 ，
其在舆论战中主要

主张各 自利益的话 ， 学者 、社会人士及报纸的言论多不是立足于纳税本身问题 ，而是基于税制及开

征的合理性加以探讨 。 以此 ，在官方及纳税人舆论之外 ，形成公众的舆论主张 ，其立足点在于整体

国家或多数公众的利益 。 不少财经及法律学者之所以支持所得税开征 ，是基于缩小贫富差距 、改进

国家财政结构需要 ，客观上也与政府 目标
一

致。 民间报纸在所得税问题上 的参与意义在于 ， 既为官

方 、学者 、工商界 、 自 由职业者的发声提供平台 ，又以社论形式发表媒体见解 。 民 间报纸之社论对所

得税基本上持支持态度 ，但对税制设计 ，赞其为税制创举 ，批其公正不足 ’
立场与学界类似 。

在政策 目标上 ，公众舆论与官方主张在开征问题上达成共识 。 官方宣传通过强调税收正义来

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 ，
也以时局来提示征税的紧迫性 。 学者 、报纸及

一些社会人士虽各本立场 ，
不

过主流意见还是同意开征 ，且肯定其在税政上的进步意义 。 商人 、 自 由职业者亦通过商界报刊及民

间媒体反映税负之实际情形 ，其诉求与甘末尔委员会报告也有呼应 。 不过
，在整体的舆论攻防中 ，

抗战临近的时局变化是为关键。 在主张暂缓征税之时 ，
商人 、 自 由职业者也面临着是否承担公民纳

税义务的舆论压力 。 职业团体在表达税政诉求时 ，
不得不肯定所得税的 良税特性 ’甚至还言不由衷

对政府的开征行为表示支持 ，
其根源正在于此 。

针对纳税人的联合呈请 、请愿及 由此形成 的舆论外在压力 ，
官方采取 回函 、接访 、政策说明 、舆

论宣传等多种渠道加以 回应 。 其政策对象 ，既包括纳税人 ，也包括社会公众 。

在回应纳税人的诉求层面 ， 回函接访主要是针对商会 、职业公会的呈书和请愿 。 政策说明主要

是 由财政部所得税处和地方所得税事务所的官员来举办 ， 既有接受报纸访谈的 ，
也有主动开招待会

与商界进行沟通的 。 江苏省所得税办事处就将所得税各类征收须知 、所得税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

等转发至县商会 ，均 由县商会转达至各会员 。
？ 在 中央层级 ，孔祥熙和高秉坊也不断阐释征税依

据 。 不过 ，对纳税人的修法要求 ，政府并没有全部给予及时直接回应 。 到抗战爆发后 ， 国 民政府颁

布过
一些补充办法对税法进行修正 ，但直到 1 9 4 3 年才颁行新的 《所得税法》及施行细则 。 税则降

低了税率 ， 同时增加 了级差 ，在免税部分 ，则无甚修改 。
？

在舆论宣传中 ’ 政府有意运用宣传机器和民 间报纸向公众传达明确的税政信息 ，营造氛围 。 值

得肯定的是 ， 官方对于商会 、职业公会 、学者 、报纸关于所得税的团体研究和言论发表都给予空间 。

① 《 江 苏、 所得税办事处 为知照所得税各类征收须知 以郅新颁 为 准事致 吴县县 商会 函 》 （
1 9 3 7 年 4 月 ） ， 《 苏 川 商会档案丛

编 》 第 4 辑下册 ， 第 1 7 8 4 页 。

② 《 所得税法 》 （ 1 舛 3 年 2 月 ）
， 《 中华民国 工商税 收史料选编》 第 4 辑上册 ， 第 1 4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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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 、职业公会组建所得税研究会的行动 ，官方表达支持并派员直接沟通 。 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报

纸
，对所得税的筹议 、讨论 、公布及官 民交涉事宜 ，

都予 以较为全面的报道 ，使社会公众都可及时 了

解立法进程。 立法委员 、财经学者 、财政官员的态度及商会 、 自 由职业者公会等利益关涉方的请愿

活动 ，都经 由报纸报道广为人知 ，这对官民之间的意见沟通极其关键 。

严格来说 ，
民意之表达除上书 、请愿及舆论之外 ， 尚有多种方式可选 ， 如街头运动 、暴力抗税等

方式 。 在北京政府时期 ，商会为护商利 ，
组建武装商团之类的活动 ，

只是特殊情境下 的产物 ，在社团

改组之后已失其制度根基 。 在南京国 民政府实施对职业团体的整顿后 ，商会等组织鲜有采用此类

激烈方式与政府直接对抗 。 从交易成本而言 ， 职业团体的联合行动及 以上书请愿为主的表达方式

也更具节约效应 。 樊卫国讨论过民 国时期上海同业公会的利益表达方式 ，认为在呈文请愿之外 ，游
‘

说高官 、 司法诉讼及暴力对抗等方式 ，成本均很高 。
？ 在社团改组 的因素之外

，政府虽乏实效但相

对及时的回应可能在
一

定裎度上缓解了商界的怨气 ，
最终接受所得税开征的现实 。

就所得税的立法进程可见 ，所得税是否开征的决定权操之于 国民党中政会 。 财政部提交方案 ，

交中政会确立基本的征收原则 ，再交由立法院通过立法程序成为法律 ，使所得税征收具有法律合法

性 。 但财政部在制订草案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民间的承受能力 。 立法院在讨论 中 ，
因吸收不少不

同意见的财政 、经济学者参加 ，
意见表达呈现多元化 。 有学者强调从财政角度对此税表达支持 ，

也

有学者从公众角度表示批评 。 最终 ，对于财政部草案进行了修改 ，使之更为合理化 。 这
一

讨论过程

也通过媒体报道公开 ，使社会公众认识到政府在立法过程之中的 民意考量 。 纳税人通过请愿及舆

论来对政府施压 ，但是舆论本身并不具有强制力 ，其能否发生作用取决于政府的政策 自觉 。 反观商

会 、
职业公会的后续举动 ，在促进所得税的推广与落实方面反有协助作用 。 所得税新税开征 ，如何

申报 ，如何核算 ，如何寻求减免 ，许多商家都不知所以 。 所得税还涉及到簿记制度的规范问题 ，
商家

也不胜其烦 。 商会 、 同业公会频繁召开所得税政策 的说明会 、解释会 ，所得税委员会还就会员疑问

进行解答 。 1 9 3 7 年 1 月 1 日后
，
天津 、南京 、上海银行公会要求会员代征所得税 。

？ 不少商会聘请

会计师进行专门演讲 ， 以释疑义 ’会计师在推动簿记改 良和税务申 报方面功效卓著 。 此类市场化的

活动 ，客观上是在协助政府宣传所得税的税则 ，普及所得税的知识 。

一些商会在税令颁布之后的政

府压力下 ’
也不得不要求会员 照章纳税 ，应付官方督查 。 商会 、 同业公会研究税则 、协助征 收 ，是希

望通过参与来达到保护之 目 的 。

实际征税情况究竟如何呢？ 抗战时期 ，政府财政更为吃紧 ，陆续开征遗产税和过分利得税 ， 同

时提高印花税率 ，扩展所得税施行范 围至财产租借及财产转移所得 ，加快 了直接税推进的步伐 。 直

接税署宣传战时直接税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 比重 1 9 3 9 年有 6 ． 6％
 ’

1 9 4 0 年达 2 8 ．  4 ％ ，
1 9 4 3 年更达

5 1
．

3 ％ 。 其中 ，所得税 占主要部分。 这
一数字 比重过高 ，

有学者提 出质疑。 据杨昭智 《 中 国所得

税》 中所载数字 ，
1 9 3 6 年实收所得税 6 4 8 万余元 ，

1 9 3 7 年迅增至 2 0 2 3 万余元 。
1 9 3 8 年因大片国土

沦陷 ， 降至 8 6 0 万余元 ，次年恢复到 3 1 7 4 万余元 ，
此后逐年都有增加 ， 到 1 9 4 5 年已 达 3 2 5 3 6 4 万余

元
，为 1 9 3 6 年的 5 0 0 多倍 。

③ 根据张嘉斑统计 ，
1 9 3 7 年至 1 9 3 8 年上半年 ， 所得税 为 1 9 0 0 万元 。

1 9 3 8 年下半年 ，仅收 8 0 0 万元 。 1 9 3 9
—

1 9 4 5 年 ， 由 2 7 0 0 万元增至 2 0 0 9 0 0 万元 。 直接税在整个税

收中的 比重从 6 ． 6％ 增 至 2 0 ． 4 ％ 。 其 中 ，

1 9 4 2 年的 比例是 3 9 ．  4 ％
，

1 9 4 3 年的 比 例是 5 1
．

3 ％， 到

① 樊卫国 对同 业公会的参与 方式有所讨论 ，
认 为上书 呈请是成本最低 的行动 方式 ， 而 司 法诉讼 、街 头运 动 、官 员 游说都成本

较高 。 参见樊卫 国 《论 民 国上海同 业公会的
“

政 治 行为
”

》 ， 徐秀丽 、 郑成林主编 《 中 国近代民间 组织与 国 家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1 4 9 页 。

② 《 京中各银行昨 曰 起一律 复业 ，并代征存户 所得说》 ， 南京 《 中央 曰报》 ，
1 9 3 7 年 1 月 6 曰 ， 第 7 版

。

③ 杨昭 智 ： 《 中 国所得税》 ，
商务 印 书馆 1 9 4 7 年版

，
第 1 6 3

—

1 6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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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4 年又下落至 2 0 ．  8 ％ ，其数字应是参考了直接税署的统计 。
① 不过 ， 张嘉璁和直接税署的统计

是将所得税 、过分利得税 、遗产税 、印花税 、 营业税和田赋全部纳人直接税范畴 。 林美莉认为直接税

在抗战时期有较大提升 ，但在整体财政中所 占比例还不高 。 平均 比重在 2
． 4 2 ％左右 ， 在 1 9 4 3 年最

高年份也只有 6 ． 5 4 ％，战时租税仍 以间接税为主 。
？ 在战时经济困窘的情况下 ，就绝对数字来讲 ，

所得税的征收算是有所成就 ，
但其疏漏仍然很多 。 职业团体所反映的税负过重 、簿记问题 、外侨纳

税问题也仍然存在 ，并在后续征税过程 中成为重要的阻碍因素 。 政府强调 以申报法为主 ，辅以抽查

法 ，但因簿记及登记问题 ，逃税情况极为普遍 。 在所得税开征的同时 ， 旧有苛杂并未减少 ，给工商业

带来新的负担 。 各国政府始终拒绝外侨向中 国政府缴纳所得税 ，直到二战临近结束时因治外法权

之废除 ，方有所进展 ，
但实际成效并不看好 。 政府训练税政人员 ，强调公平征税 ，但商人反映还是存

在滥罚滥征 。 原本试图 以所得税来调节贫富差距 ， 然而 ，富人之财产经营收人大量逃税 ， 政府宣传

的税收正义未得明显体现 。
③ 政府在开征之时的宣传和许诺未能直接贯彻到征稽过程之中 ， 纳税

人在开征伊始即存在的担忧未得有效解决 ，无疑使所得税的
“

良税
”

形象大为削弱 。 就政府的开支

而言 ，
所得税和直接税的收入并不能解决严重的财政短缺困难 。

④

结语

近代中 国税制改革处于激剧变动时代 ， 国家与民间的税政争议其实从未间断 ，政府加税与 民间

抗税的
“

苦情戏
”

在中央及地方层级不断上演 。 纳税人意识的苏醒和报纸媒介的参与 ，使这
一

“

戏

码
”

的公共性得以放大 ，也使两者间 的讨价还价成为可能 。

在众多税种难 以数计的抗争事件中 ，所得税只是其中
一

个片段 。 其特殊性在于 ，所得税作为 自

西方引进之直接税 ， 被认为是可 以调节贫 富 、促进税收正义的
“

良税
”

，
易 于在道德上为公众所接

受 。 同时 ，所得税对营利及薪资所得征税 ，纳税人对与国家之间 因税而生的权利与义务感受更为敏

感 ，税权意识易于触发 ，冲突也更为
“

直接
”

。 北京政府时期商会及各地方团体联合反对 ，激烈抗

拒 ，
可为佐证 。 到 1 9 3 6 年前后 ，政府为应对财政与时局危机 ，

迅速推行所得税 ，
商人 、 自 由职业者在

职业团体的统筹下 ，
组织研究会 ，评检税法得失 ，

通过上书请愿维护各业利益 ，税权意识可以说是其

集体行动 的深层原因 。 纳税人要求税负公平 ，体恤民艰 ， 同时也认同 所得税的 良税特征 ，
承认纳税

为公民在国家危急之时应尽之义务 ，反映商人 、 自 由职业者对于纳税中存在的权 、责 、利关系的综合

认知 。 财经 、法律学者 、社会报纸的评论多是立足于国家及公众的整体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民 间对于税收公共性的理解 。 依预设 目标 ，纳税人在暂缓征税和减轻税负这两大 目标上是受挫的 。

政府能够遂愿 ，在于很好运用 了
“

税收正义
”

的策略 ，
也准确把握到战争临近时的 民族危机 。 危机

之下
，对部分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具有

一

定的合理性 ，
也使纳税人利益和 国家公共利益发生分化 。

事实上 ，英 、法 、美等 国开征所得税
，大致也都借助了战争的危局。

在国家和纳税人的不同角度 ，税权含义也 自 不同 。 国 民党和政府仍把握着税收的开征权 。 在

训政体制之下 ， 国民党和政府注重所得税 的立法程序 ，使之获得法律上 的合法性 。 在立法院讨论

中 ，
立法委员并非通过选举制度与职业团体相联系 ，

其意见是立于专业及政治立场 ，
虽有批评意见 ，

① 张公权 ： 《 中 国 通货膨胀 史 》 ， 第 9 0 页 。

② 林 美莉 ： 《
西 洋税制在近代 中国 的发展》 ， 第 6 7

—

6 9 页 。

③ 参见张琼 《南 京国 民政府时期 的 直接税署研究 》 ，
硕士学位论文 ， 华 中 师 范大学 中 国近代 史研究所 ， 2 0 1 4 年 。

④ 张公权认为 ，
在 1 9 3 7

—

1 9 4 5 年 间政府支 出 总额达 法 币 2 6 2 6 3 ． 4 3 亿元 ，其 中租税收入支付 的仅 占 6％ ， 政府没有恰 当运 用

财政 能力和征税政策来减轻通货膨张的压力 。 参见张公权 《 中 国通货膨胀 史》 ， 第 1 5 4
—

1 5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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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改于大局。 政府之所以遵循立法程序 ，
虽为政体所定 ，

也有民意的压力 。 纳税人在立法阶段缺

乏制度参与渠道 ，在开征阶段则尽量运用职业 团体力量 ，对政府施加压力 。 在社团重整的背景下 ，

纳税人不是以街头运动及激烈抗议 ， 而是以呈请和舆论相结合的
“

外压式
”

税权表达 。 政府意识到

所得税的推行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 ，
因此在通过立法获取法律合法性的同 时 ，也通过官民沟通 、政

策说明 、舆论宣传等方式 ，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 ，
以爱国主义和民生主义来扩大其社会合法性基础 。

经过国民党整理的职业团体是得到政治承认的法人组织 ，在税政交涉中代表着纳税人的权利 ，其税

权表达围绕税收开征的参与权 、建议权和监督权诸方面展开 。 从其交涉的方式与逻辑来看 ， 国家与

民间的税政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税收开征的法律和社会合法性成为争夺的焦点 。

职业团体与政府都在透过舆论空间争取合法支持 。 职业团体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都配合着呈

请诉求 ，税政部门则联合党政媒体机构宣传征税正义 ，这
一

交涉机制体现 出所得税开征作为公共政

策需要得到各方检视。 遗憾的是 ，舆论外压式的 民意表达难以进人制度内化的决策程序中 ，在相当

程度上制约了纳税人团体及其他阶层税政参与的实际效力 。 与北京政府时期相较 ，作为纳税人利

益代表的职业团体也不是全然扮演着对抗者的角色 ，其民意表达均限于秩序之内 ，且在增进 民间对

税政的理解 、增进其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协行税政的客观作用 。 在开征之后 的查征环节 ，诸如评估 、

稽核 、征收等事务也需要职业团体予 以配合 。 张嘉傲认为 ，要想推行所得税制度 ，需要具有精明能

干的行政组织 、行得通的估价办法以及纳税人的合作 。 可是 ， 中国 的行政机构 ， 不管是 中央 的还是

地方的 ，都是工作效率极低而又贪污腐败的 。
？ 在这种情况下 ，

透过职业 团体对纳税人进行说服和

组织
，
不失为明智之举 。 民间对政府征税行为也缺乏 足够的信任 ， 征税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也存在激

化的可能 。 不论是作为纳税人代表的职业 团体的参与 ，还是财经学者或报刊媒体的主张 ，都蕴含着

更强的潜在影响力 。

置于中 国税制的变革历程 中 ，近代民间 的多元民意表达体现出税权观念的可贵 。 在帝制时代 ，

朝廷虽会考量百姓之承受能力与收成状况 ，但并不须得到 民众的授权和同意 。 以此历代理财能臣

虽多有主张轻徭薄赋者 ，仍难脱苛捐无数 、诛求无度的结果 。 到民力殚竭之时 ，
也是抗税抗暴之时。

此种恶性循环 ， 根源仍在于皇权制度之下 ，
加税征税 ，均取决于官府 ，

民众难有置喙的余地 。 在现代
“

租税 国家
”

的观点看来 ， 国家并不需要以
“

所有权人
”

的身份来获得财政资源 ，
而是通过法治保障

民众的财产与人身权来获得税收 。
？ 国家的征税权需以 为国 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前提 ， 民间 各阶层

自然也有评估税制的合法权益。 在国家以 国计民生 、调节贫富 、爱 国救国作为征税的合理依据 ，
要

求国 民履行其公民纳税义务时 ，纳税人相应提出废除苛捐杂税 、抚恤商民 、税利归 民的主张争取利

益的 自我救济就是极为正当 的了 。 民间的税权主张虽未能如西方一样获得政治体制上 的回应
，
但

通过舆论外压式的社会通道进行税权表达 ，也可对政府征税行为有所约束 。 政府如不能认识到这
一变化并作出相应调适 ，不论何种税收开征及施行都会遇到阻碍 。

〔作者魏文 享 ， 华 中 师 范大学 中 国近代 史研究所教授 ，
武 汉

，

4 3 0 0 7 9
〕

（ 责任编辑 ： 潘晓 霞 ）

‘

① 张公权 ： 《 中 国通货膨胀 史 》 ， 第 7 5 页 。

② 关 于租税 国家 的理论 ，参见 葛克 昌《 宪法 国体——租税 国》 ， 《 国家学 与 国 家 法 》 ， 台 湾 ， 月 旦 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
9 9 6 年

版
， 第 1 3 9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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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ｗ ｒｉ ｔｔ ｅ ｎｐｅ ｔ ｉ ｔｉ ｏｎｓ

，ａｎｄｓｕｂｍ ｉ ｔ ｔ ｉｎ
ｇｇ

ｒｏｕ
ｐ

ａ
ｐｐ

ｅ ａｌ ｓ Ｉｎ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 ｉｏｎｗ ｉ ｔ ｈ

ｐ
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ａ ｌｇ

ｒｏ ｕ
ｐ
ｓ

， ｔａｘ
ｐ
ａ
ｙ
ｅ 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ｍｅｎａ ｎｄｆｒｅ ｅ ｌａｎｃｅｒｓａｓｋ ｅｄｔ ｈｅ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 ｎｔｔ ｏｒｅｖ ｉｓｅｔｈ ｅ ｌａｗ ｉｎｏｒｄ ｅｒｔｏ

ｐ
ｏｓ ｔｐｏｎｅｔａｘｃ ｏ

ｌｌ
ｅｃ ｔｉ ｏｎｏ ｒ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ａｍｏ ｕｎ ｔｓｒｅ

ｑ
ｕ ｉｒｅｄＳ 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ｎｄ ｍｅｄ ｉａａ

ｌ
ｓ ｏ

ｐ
ａｒｔ ｉｃ ｉ

ｐ
ａｔｅ ｄ ｉｎｔｈｅｓ ｅｄｅｂａｔ ｅｓＯｆｆｉ ｃｉ ａ

ｌ

ｉ
ｎｓ ｔ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ｓｓ 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Ｅｘｅｃｕ ｔ
ｉｖｅＹｕａｎ

，ｔｈｅＭｉｎ ｉｓ ｔｒ
ｙｏｆＦｉｎ ａｎ 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ｅ

ｇ
ｉ ｓｌａｔ

ｉｖｅＹｕａｎｄｉｒｅｃ ｔｌ
ｙｌ ｅ ｓ

ｐ
ｏｎｄｅｄｔｏｔ ｈｅｓ ｅ

ｃｏｍ
ｐ

ｌａ ｉｎｔ ｓａｎ ｄｐ
ｒｏｖ ｉ ｄｅｄｓ ｏｃ ｉ ｅｔ

ｙ
ｗｉ ｔｈｅｘ

ｐ
ｌａｎ ａｔ ｉｏｎｓ

，
ｗｈｉ ｌｅａｔｔｈｅｓ ａｍ ｅｔ ｉｍ ｅ ｓｅｔｔ ｉｎ

ｇ
ｔｈ ｅ

ｐ
ｒｏ
ｐ
ａｇａｎｄ ａｍａ ｃｈ ｉｎ ｅ ｉｎｍ ｏ ｔｉ ｏｎｉ 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
ｇ
ａ

ｉｎ ｐ
ｕｂ ｌ

ｉ ｃｓ ｕ
ｐｐ

ｏｒｔＯｎ ｔｈ ｅ ｂａｓｉ ｓｏｆ ｔｈｅｏｂｌ
ｉ

ｇ
ａ ｔｉ ｏｎｔｏ

ｐ
ａ
ｙ

ｔａｘｅｓ
，

ｔａｘ
ｐ
ａ
ｙ
ｅｒｓ ｏｂ ｖ ｉｏｕｓ

ｌｙ
ｂｅｃ ａｍｅｍｏｒｅｃｏｎｓ ｃ ｉｏｕｓ ｏｆ ｔｈ ｅ ｉｒ

ｒｉ
ｇ
ｈ

ｔｓ
，ａ

ｎ ｄ ｔｈｅｐｅｏｐ
ｌｅ

＇

ｓ ｅｘ
ｐ
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ｓｏｆｔａｘｒ ｉ

ｇ
ｈｔｓａｆｆｅｃ ｔｅｄ

ｔ
ｈ ｅ ｒｅｖ ｉｓｉ

ｏｎｏｆ
ｔａｘｌ ａｗｓａ ｎｄａｄｍ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 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ｓ ｔｏｓ ｏｍｅ

ｄ ｅｇ
ｒ ｅｅ

，ｂｕ ｔｔｈ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

ｓｅ 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ｅｄｐｏｌ ｉｃ
ｙｄ ｉｄｎｏ ｔｗａｖｅｒ

，ａｎｄｉ ｔｓ ｔｉ
ｌ ｌｈｅ ｌ ｄｔ ｈｅｐ

ｏｗｅｒｔｏｔ ａｘｔｈｅｐｅｏｐ ｌ
ｅ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 ｓｍｆｏｒｎ ｅ
ｇ
ｏ ｔ ｉａ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ｘｃｏ
ｌｌ
ｅｃ 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ａｘｐ

ａ
ｙ
ｅ ｒｓ ，ｃｏｍｐ

ｒｉ ｓｅｄｏ ｆｔｈ ｅ
 ｐ

ｕｂ ｌ ｉ ｃｏ
ｐ

ｉ ｎ ｉ ｏｎ ｓ
ｐ
ａｃ ｅ ａｎｄｌｅ

ｇ
ａｌｐ

ｒｏ ｆｅｓｓｉ ｏｎａ ｌ

ｇ
ｒｏｕ

ｐ
ｓ

， ｔｈ ｅ
ｐ

ａ ｔｈｗ ａ
ｙ

ｆｏｒｔ 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 ｏｎｏｆｅｘ
ｐ
ｒｅｓ ｓｉｏ ｎｓｏｆｐ

ｕｂ ｌｉ ｃｏ
ｐ

ｉｎｉ ｏｎｗａ ｓｓｔ ｉ ｌ ｌｌ ａｃｋ ｉｎ
ｇ

Ｄ ｉｄＤａｏＡｎｒｅｎ
，Ｍ ｅ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ａ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Ａ 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Ｔ ｏｎｇｍｅｎｇｈｕｉ ）
， 
Ｓｕｆｆｅｒ

ａｎＩｎ
ｊ
ｕｓｔｉｃｅ 

ｖＺｅｎｇＹｅｙ ｉｎｇ（ 9 2 ）

ＴｈｅＯｒｉ
ｇｉ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 ｉｎａ

＿

Ｃ 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
Ｉｍａｇ

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
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 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ｙ
ＨｕａｉｙｉｎＬｉ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ｙｕｎ（
1 1 5

）

Ｈｕ ａｉ
ｙ

ｉｎＬｉ

＇

ｓＲｅ ｉｎｖｅｎ ｔｉｎｇＭｏｄｅ ｒｎＣｈｉ ｎａ ｉ ｓａｒ ｅｌ
ａｔ

ｉ
ｖ ｅ

ｌ
ｙ

ｃ ｌｅａ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
ｇ

ｉ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 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 ｈｉ ｎａ
，ａｓｗｅ ｌｌａｓａｄ ｅｅ ｐ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ｓｍ

ｐ
ｏ

ｌ
ｉｔｉ ｃａ

ｌｔ ｈｏｕｇｈ
ｔａｎｄｃｈａｎｇ

ｅｓｉｎ ｔｈ ｅ ｔｉｍｅｓｔ ｈａｔ

ｄ ｏｍｉ ｎａｔｅｓ ｕｃｈｎａｒｒ ａｔ ｉｖｅｓＴｈｅｂｏｏｋ
＇

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 ｅｔｈ ｏｄｓ ａｎｄ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ｔ

ｉｖｅｓａｒ ｅｅｎｌ ｉ

ｇ
ｈ ｔｅｎ ｉ ｎ

ｇ
，ｂｕｔｉ

ｔ ａｌｓｏｈａｓ ｓｏｍｅｓｈｏｒｔ ｃｏｍｉｎ
ｇ
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 ｔｔｏｏｖｅ ｒｌｏｏｋＦ ｉｒｓ ｔ
，

ｔｈｅｄ ｉｓｃｕ ｓｓ ｉｏｎ ｏｆ 

“

ｄ ｉｓｃ ｉ

ｐ
ｌ ｉｎ ａｒ

ｙ
ｉｎ ｓｔ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ａｌｉｚ ａｔｉ ｏｎ

＂

 ｉｓｎｏｔ ｆｕｌ ｌ
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Ｓｅｃｏｎ ｄ

，ｉｆ 
ｗｅ

ｃｏｍｂ ｉｎｅｔ ｈｅｈ ｉ ｓｔｏｒ
ｙ

ｏ ｆｈｉ ｓｔｏ ｒｉｏ
ｇ
ｒａ

ｐｈｙ
ｗ ｉ ｔｈ

ｐ
ｏ

ｌ
ｉｔ ｉ ｃａ

ｌｓｔ ｒｕ ｇｇｌ
ｅｓ ｉｎｏ ｒｄｅ ｒ ｔｏ

ｐ
ｅｒｆｏｒｍａｎ ａ

ｌｙ
ｓｉ ｓ

，ａｎ ｄｐ
ｒｏ ｂｅｔｈ ｅｃ ｏｎ

ｔｅｘｔｏｆｔ ｈｅ
ｐ

ｏｗｅｒ

ｓ ｔｒｕ
ｇｇ

ｌ ｅ ｓｂ ｅｈ ｉｎｄ ｈ ｉ ｓｔ ｏｒ ｉ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ｙ

ｔｏａｎａｌ
ｙ
ｚ ｅ

 ｐ
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ｗ ｅｃ ａｎ ｉｎｄｅｅｄｕｎ ｃ 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ｏｖ ｅ ｒ ｌ ｏｏｋ ｅｄａｓ
ｐ
ｅｃ 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 ｔｉ ｓｖｅｒ
ｙ

ｄｉｆｆｉ ｃｕ
ｌ
ｔｔｏ ｃｏｍ ｐｌ

ｅ ｔ ｅ
ｌｙ

ａｔｔ ｒｉ ｂｕｔｅｔｈｅｄ ｉｖｅｒ
ｇ
ｅｎｃｅｓ ｉｎｈ ｉｓ ｔｏｒ ｉｏ

ｇ
ｒａ
ｐｈｙ

ｔ ｏ
ｐ

ｏｗｅｒｓ ｔｒｕ
ｇｇｌ

ｅｓＦｕ ｒｔｈｅ ｒｍｏ ｒｅ
，

ｔｈ ｅｃｏ ｎｎｅｃ ｔ
ｉ ｏｎｓｂｅ ｔｗ ｅｅ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 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ｐ
ｏｗｅ ｒｓｔ ｒｕ

ｇｇ
ｌｅｓａｒｅ ｓｕ ｂｔ

ｌ
ｅａｎｄｏ ｆｔ ｅｎｄ ｉｆｆｉｃｕｌ ｔｔ 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ｓｏｗｅｍ ｕ＾ ｔｂ ｅｖｅｒ
ｙ

ｃａｕ ｔ ｉｏｕ ｓｗｈｅｎｐ
ｅ ｒｆｏｒｍｉ ｎ

ｇ

ｒｅｓｅ ａｒｃ ｈ ｉｎｏｒｄｅ ｒｔｏａｖｏ ｉｄ
，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ｐｏｓｓ ｉ ｂｌｅ

，
ｉｍ

ｐ
ｏｓ ｉｎ

ｇｏｕｒ ｏｗｎｏｐｉｎｉ ｏｎｓｏｎｈ ｉｓ ｔｏｒ
ｙＴｈ ｉｒｄ ｌ

ｙ ，
ｂ
ｙｕ ｓｉｎ

ｇ
ｔｈ ｅｐａｒａ ｌ

ｌ
ｅ ｌ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 ｎｔａｎ ｄ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 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ｒｒａ ｔｉ ｖｅｓｏｆ

“


ｒｅ ｖｏ

ｌ
ｕ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

ｍｏｄ ｅｒｎ ｉｚ ａ ｔｉ ｏｎ 

”

 ｔｏｅｘｐ ｌｏｒｅｔ ｈｅｗｒｉｔ ｉ ｎ
ｇ
ｓｏｆｍｏｄｅ ｒｎ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ｈｉ ｓｔｏ ｒ
ｙｉｎｔｈｅ 2 0

ｈ

ｃ ｅｎｔｕｒ
ｙ ，ｔｈ ｅａｕ ｔｈ ｏｒｏｂｓ ｃｕｒ ｅｓｔｈｅｄｉ ｓ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ａｎｄｔ ｅｎ ｓｉｏ ｎｓｗｉ ｔｈ ｉｎｔ ｈｅｓｅｒｅｖｏ ｌｕ ｔｉｏｎ ａｒ

ｙ 

“

ｎａｒｒａｔｉ ｖｅｓ Ｉ ｔ ｉｓｎ ｅｃ ｅｓｓ ａｒ
ｙ

ｔｏ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ｔｒａｃｅｔ ｈｅｕ ｎｄｅ 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ｓ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ｍｏｄ ｅｒ ｎＣｈ ｉｎ ｅｓ ｅｈｉ ｓｔｏｒ
ｙ 

ｉｎｂｏ ｔｈｔｈ ｅＣＣＰａｎｄ

ｔｈｅＧｕｏｍ ｉ ｎｄ ａｎ
ｇ ，ａｎｄｔｏ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ｅｂｅｔｗ ｅｅｎｔｈ ｅｎ ａｒｒａ ｔ ｉ ｖｅｓｏｆ 

‘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ｏ ｌｕ ｔ ｉ ｏｎ

”

ａｎｄ
“

ｃ ｌａｓｓｒ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
＂

Ｉｆｗ ｅｐａｙ

ａｔ ｔｅｎｔ ｉｏｎ ｔｏｔ ｈｅ ｃｈａｎｇ
ｅｓ ｉｎｔｈｅ

＂

ｃ
ｌ
ａｓｓ

＂

ａｎ ｄ
“

ｎ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ｃｅ
ｐ

ｔｓ ｗ ｉｔｈｉｎｔ ｈｅｎ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ｓｏｆ

＂

ｒｅｖ ｏ
ｌ
ｕ ｔｉ ｏｎ

，

＂

ｗｅｃａｎｇｉｖｅａｍｏ ｒｅ

ａ
ｐｐ

ｒｏ
ｐ
ｒｉａｔｅｅｘ

ｐ
ｌａｎ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ｅｖ ｏ ｌ
ｕｔ ｉｏｎｏｆｔ ｈｅｃ ｅｎｔｒａ

ｌｎａｒ ｒａ ｔ
ｉ
ｖｅ 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

ｎ ｅｓｅｈ ｉｓ ｔｏ ｒ
ｙ

ＣｈｅｎＬＰ 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Ｗｒ ｉｔｉｎｇＣｏｍｍ 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

 ＹｕＭｅｉｆａｎｇ （
1 3 0

）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Ｂａｏｈｕａｎｇｈｕｉ）

，

ｓＥ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Ｔｒ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Ａｃｔｉｖ ｉｔｉ ｅｓ（

1 8 9 9
—

1 9 0 5
）
—Ｔｅｘｔｕ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 ａｔａ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ｐ ｉｎｇ（
1 4 1

）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1 8 9 8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
＇

ｓＣｏｍｐｌ
ｅｘｏｆＣｏ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Ｌｉ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1 4 9 ）

ＡＳｕｍｍａｒｙｏ
ｆｔｈ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


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 ｔｕｄｉ
ｅ ｓ

＂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ｎｔ ｉｎｇ （
1 5 7 ）

Ｅｎ
ｇｌ

ｉ 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 ｃ
ｔｓ ｔｒａｎｓ

ｌ
ａｔ ｅｄ ｂｙ

ＤｕＣｈｅｎｇ ）

ｕｎａｎｄ ｅｄ ｉｔ ｅｄｂｙ
ＥｎｃＨｕｎｄｍ ａ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