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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代表

参观吉兰泰盐湖周围植
树造林的成活情况

1984 年 7 月内蒙古盐

学会在吉兰泰盐场召
开"内蒙古盐湖资源

保护学术讨论会"

青海盐湖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仕扬同志在内蒙古盐学
会学术交流会上谈"盐"的
所 φ



中国盐学会郭德恩

(右〉、盐勘队方
国良(中〉与内蒙
古盐学会牧人同志
座谈学会工作

1985年内蒙古盐学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会，产生了新的理
.事会 。 图为代表们正在发言讨论 《



代序

内蒙古地区有众多的盐湖，有着悠九的湖盐产销史.在漫长

的历史岁月中.内蒙古湖盐已娃成为一条商业如带把祖国北方各

族人民紧紧地联结起来。蒙古族人民除畜产之外还以湖盐进行广

泛的物物交换、引进文化技术、增进民族团结。所以，一部内蒙

古盐业史也可以说是一部蒙汉经济关系史。可见盐业所起的作用

是重要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支援边区政府

和人民解放军，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内蒙古盐

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显著进步，为自治区的础
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翻看各种书籍，唯不见有关盐务一

类.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内蒙古盐业公司牧人同志做为蒙古族

盐业管理干部收集整理了大量资针，撰写《内蒙古盐业史>>，填

补了这一空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件好事，是值得称赞的有为

之举1 支付出版之际，批人同志不谦卑随请为序，是被欣然应命

以壮其志。

读《内蒙古盐业史》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我区

实施"林牧沟主、多种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加快我区畜牧业.

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的佐证。众所周知，畜

牧业是我区的国民经济基础，是内蒙古的特点和优势，妥发展畜

牧业，振兴内蒙古，不能走过去羊一又热扭放畜牧业的老路，要

树立一个发展畜牧业的系统工程观念，或者记妥树立"大牧业"，

是一项系统工程的观念。因此各部门协同合作，充分合理利用

扎区的自族资源，发挥我区地太物博，物产丰富的优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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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必要的了。内蒙古盐潮很多，盐、峰、硝的储量栋大，是扎

区的资源优势之一。牧人同志在本书中对我区的盐湖史、内蒙古

盐业三宁午和产销现，挨作了详细的但这，最后对如何保护盐湖资

源和合理开发利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很值得有关行业参考。本

书码是首创.可能有遗漏、重友的地方.有些章节也有待于追一

步扑克和完善。尽管如此，无论从背梓份佳或学术价值，都是对社

会有所梓益的。黯此，我向大家推碍这部书，瑾请读者一间，从

中得到启示，为 a 治区的回也是注和精神文明建误做出贡献i

;ft~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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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盐务史概况

第一节 我国历代的盐制、盐法

盐，是古今中外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是化学工业

的重要原料。我国盐的产地辽阔，资源丰富，同时有着悠久的盐业

产销史。几千年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不断制定盐制、盐法，

管理盐的生产和运销等事宜。盐制、盐法就是历代政府管理

盐的生产、运销的制度、政策和法令。在中国几千年的盐务历史

中，盐政、盐法在各个时代都有所变化，一代之中，或因时而屡

变其法，或因地而各殊其制，情况极为复杂。生产和运销盐的方

式、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民制民销，民制官销，商运官卖，引岸

专卖等等。然而，总观其政，主要实行无税制、征税制、盐专卖

三种制度。无税制是听民产销，政府不1&，征税制是盐由民产、

商销、政府1&税F 盐专卖是对盐的生产、运销全部由国家垄断经

营。只统生产或者只统运销称为部分专卖。以后，盐法运变，政

府曾将运销之权授于专商，由专商包谋交悦，称为委托专卖制。

一 实行无税制时代

盐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古人所用食盐，由人民自取自食，

实行无税制度。在夏、商、周以前，人们风俗习惯古朴，政事也

很简便，对食盐既不征税，又不管理。 ①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

Q'. (( 中国盐政实录》沿革中云雹 "三代以前.俗淳又筒. !lJ海之利，未有禁

辙"第一章第一页。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由财政部盐务局、盐务稽核总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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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年) ，废除了前代所实行的征税制。开故盐j也盐井，自由采

盐，任人买卖，也海之利与百姓共有之。 i比如i沿续到唐代开元卡

年〈公元711年) ，共→百二、三十年，为无我和i时代。①

一
一

实行在在时代

盐，虽为人人不可缺，然而用量很少，开征盐挠民众负担并

不觉多，因而程技盐就比其它税容易，而其收入又为财政收入之

大宗。在产地或销地完税之后，任民自由贸易，不如黑甜。实行

征税告IJ度的有z 豆、商、周三代，泰、东汉、六朝至唐玄宗。③

夏、商、商三代，以盐为贡物，这是对食盐征税之最早形

式。《中国盐政史》云z "榷盐之制始于有夏，禹贡青州贡盐鳝

{ChI细葛布〉。③虞夏之时，有贡而无挠，贡即税也。"④夏抬

高，高沿周。周朝出太宰〈朝廷中政务总宫)掌握贡睬。"盐之为

物，生提出泽，运铺子关市，虞司出之，商而通之，各贡所有，

以资国用。好⑤证明三代时盐是征挠的，不过盐挠很轻，由民众

自由贸易，没有过多的限制。

春秋时期，秦、西江初、东江、东晋、南朝各代对盐的生产、

运销贩卖，听其自由经营，官清照征税。江武帝时〈公元前

140-135年〉元产盐多的郡县设有盐宫，主i在盐鼠，实行就场征

税。明、章二帝实行专卖制。自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89 年〉叉

族复了征挽棋，至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百多年间均实

行丁食盐征税制。

①《中理盐政实录》第一章第一节沿革一页.

②《中国盐政实录 E第一章第→页。
③禹 ålJ税收主要来源于青判，青州海滨，广泛分布盐碱滩，于是就把钱、辛基充

量在税枚，送款给皇帝。

④《枣国盐政史》第一章第二页，曾仰字著，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商务书镶边

It. 
⑤《盐政纪要》第一篇沿革第一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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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至器末〈公元317-589年〉行征挠制二百七十多年。北

朝只有东魏、高齐实行专卖制，其余均仿南朝制度，实行征镜

制。唐初无商品，玄宗开无十一年〈公无 723年〉又实行了征税制

度.
三

实仔专卖时代

经营盐业.是一项大宗的商业活动，它关系到千家万户。为

避免擅离专利、均衡民众负担、保证国家收入，一般都由国家经

营，实行专卖制度。春秋时的齐茧，汉武帝至平帝，东汉明、

章二帝，三菌，西苦，北辑东魏、高齐，唐肃宗以后，五代，

宋，元，明万历以前，均实行专案制度。①

团 各种不;可形式的专卖制度

盐的专卖制度在明万厉以前主要分三释z 一是部分专卖，黯

管件之盐法F 二是全部专卖，即桑弘羊盐镜专卖主主z 三是就场专

卖，部:Xil晏之法。晓万历以后逐渐变为官商混合专卖、委花商人

专卖等等，其实，都是国家征其税，由商人独霸盐的经营之权，

实际上盐仍是实行专卖制度。

〈一〉一部分专卖制。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注一〕

为相国行盐笑之制②，创宫海之策，实fT专卖制度。盐的产销变

为官业，其盐法z 有官制，有民制。集中的产区，易于管理的则

由民产帘h 分散的雄场，不好管理的则由宫生产。以员幸自为主，

官产为辖。凡民制之盐，由政府收卖，臼宫运销，称为一部分专

卖制。自齐桓公元年至汉武帝元持四年〈公元前685一公元前119

年) ，共五百余年均实行管仲专卖法。③

〈二〉全部专卖髓。西汉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注二〕建

①《中国盐政实录》第一章第一节第二页.
②盐樊〈策的异体字) I 指食主主者之户口就绪。官海者，盐为富有之义也-

4 盐孩童享典》中国历代盐政一节。
③林振输编著《盐改革字典》寅四十八页，中华民国十七年-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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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义i vu笼罗天下盐利为宫"。元;守四年〈公元前119年)，重主盐
法e 严盐撞地址户〈菇盐卢〉统归官府。其盐法z 白宫生产，不

准民哥哥F 白宫转输，不准商运，由宫出售，不经商跟3 从此，盐

的产、运、销完全出国家独捷统一经营。此为全部专卖制。其后

桑弘羊〈注三〉主政，为了巩固中央集挠，发展封建经济，实行

财政改革，把产销盐挟权力全部改为国宵。设置专营事1.构，由中

央任命盐铁宫吏，禁止私人经营，违者要法办惩处。江昭帝始元

六年〈公元前81 年) ，汉朝政府召开→次规模宏大的政策讨拴

会。以桑弘羊为一方，贤良、文学为→方，就是否坚持盐铁专卖选

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昭帝采纳

了桑弘羊的意见，仍实行专卖制。后著书《盐铁论)) c 注回〕。

东江章帝时(公元76-88年〉仿武帝之制，也实行全部专卖。以

后，三国、西晋及北辑的东魏、高齐，均实行过盐的全部专卖制

度。从汉武帝元持四年至膏宝应初(公无前119年一公元766年〉

共八百八十多年均实行了全部专卖制。

〈三〉就场专卖制。唐开元十年〈公无722年〉重新核定盐

课③族复了缸挠制。肃宗乾元;初〈公元758 年〉第五琦 E 注五〕

变盐法，复变为专卖制。凡产盐之地设置"监挠'征榷盐课。凡

是生产盐者为亭户，免去各种芳役。如有盗煮或谕卖者论其罪。

其盐捧为z 制盐归民，运销归宫。从此，由征税制i复变为专卖。

宝应时〈公元762-766年〉刘晏〔注六〕继之，刘晏认为z

"盐政整理，在於得人，不在官多。盐吏多痛县镜。总领盐敌，

省宫第一重要。盐产於场，整理场产，实为治盐之本。"从高自j

行盐场专卖靠自度。凡是生产盐的人，经宫府许可，方可以登记注

册， 11斗是立"亭户。"亭户所产主盐，全部白宫收买，再转卖于

裔，出商运错，此语就场专卖?去。商人重利，多运销抉远便之

①盐课s 所征盐税谓之盐谍，清代盐课分三种g 盐户所缴之税称娃澡，商人所

交之税叫寻j 澡，各种附加貌和其它苛捐规费，统称朵课@员国时期将杂课归并为场

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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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搞孟地哇有峡撞之患。主5吴 j言命转运宫盐，储备子健远之

地。在商人不去铺盐商盐贵之时，国1]藏价出售宫盐，这种宫盐叫

"常平盐'。为了防止盐户竭私，商人夹在，在必监场"之外，

交通要撞，另设起院。执行查结私盐之任务。刘晏盐法对以后历

代盐政影瞬很大。《中国盐攻克》盐制云l "汉武盐法，宫郁、

官运、宫卖垄断过甚，而刘晏之盐法，盐由民髓，宫按其盐，自

商运销，既不夺盐民之业，亦不夺商版之利，是为专卖之最善

也。"①
〈四〉官商撬合专卖制。自刘晏之后，专卖之法，逐渐变为

官商混合专卖法。如五代、宋初、辽、金、无等都实行宫离混合

专卖制度。宋初，盐自由产制，由官府牧买，而后一面转销商

人，一面由官出卖。行盐地区-tJ分为二z →白宫运官销，→为商

运商销。各有经界，互不侵越。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 年〉禁

止通菇，仍行官卖制。庆历末年〈公元1049 年〉范祥 f 注七〕改

行盐钞②。商人现钱买钞，凭钞赴场销盐，任其运卖。嘉浩末〈公

元1062年〉废涂范祥盐法，接复宫卖。崇宁大观闰〈公元1102-

1106年〉钞拉大敷，蔡京〔注八〕创行引制③。所谓 a引"就是

商人给宫方交钱后，领取盐凭证， "4 "引"。分为长51和短引。

西长51" 镇外路，缴销期为→年J "短51" 销本路，缴销期为→

季。每引二券，前券{故底簿，叫" 51根" J 后券给裔人叫做"主i

纸"。离人持主 i赴场取盐远销。其盐斤之行辅之地，叫 "51边纱 3

额铺之数叫"引额"。至铺地卖盐之后，将引纸退给所在官厅。

南宋钞盐变更虽多~ f旦大都执行了蔡京所定之引棋。

元如盐边，多依宋制。至元时〈公元1264-1294年〉设局卖

⑦《中国盐政史》第二.守主·第二三吕九灭.

②盐钞零交现钱，换成领盐券，谓之主主钞。每钞盐 -1富〈一滋200 斤，一说220

斤)，每席交钱二千阪百至六千文，远远lfIÎ定，无统一规定。

③盐弓I .湾民输课运主主之券。主k 'il 指定 tf 岸斤敬，出商贩运，不准寻I 盐分离，

=幸事量生寻j 数百斤至于 JT各有不同，课税轻重 f;一.以后盐法愈笨，弓I名怠多，主吕正引，

额引、~寻i 毛余引、积寻i 等，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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