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财政史纲
黄天华编著

‘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摄

中国财政史纲
ZHONGGUO CAIZHENG SHIGANG 

黄天华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财政史纲
ZHONGGυo CAIZHENG SHIGANG 
黄天华编著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徐永禄
张小忠
周卫民

出版
发行
印刷
装订
开本
印张
字数
版次
印数
书号
定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上海浦江装订厂
850mmX 1168mm 
14.75 
370 干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3000 

1/32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49-249-7/F • 201 
28.00 元

邮编 200083)



前 -E当
《中国财政支纲》是一本研究中国财政的起漂、发展和演变娓

律的专业财经文教材。本书的编若有四个基本特点 z 第一，本书坚

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支唯物主义现点为指导，注重广泛地搜集

支针，溥采众长，并结合历文学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咸菜，对中国

历代王朝的财政税快的方针、政策、制度作丁较为翔实甜分析和论

述，以求揭示财政发展和演变的一般规律性。第二，本书坚持将特

定的历史问题置于特定的历支环境中，加以综合的考察与研究，同

时也借以反块出特定房支条件下的财政税收的镜貌。第二，本书在

中国社会支发展的基础尘，逻辑地阐明中国财税制度的建立和发

展变化..蝇明历代王朝财政税收的方针、蔬菜、法令和制度及其科

弊得失，坚持有支有讼，支论结合./号求观点正确，结构严瑾，内容

翔实，融科学性和知识性为一体，最专业文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

国情教育为一体。第四，本书的语言文字方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尽量避免引用文言典籍，对重要的支持注明出处以供读者查阔参

考，对有关财政税收的统计资择，尽可能绘制成困在，以便读者

Él 1 然，并可加以比较研究。

本书在结构安排主，采用断代文均写作方法，起，社会制度、经

济类型和生产方式相类似或相接近的，!妇并在一章，在此基础土充

分地展开论述。本书同时以财税，历支发展为经线，以时税制度的演

变为纬线，结合当时的时税活动，突出各历支时期财税发展的特征

及其承土启下均历支端点，刀图将内容和莲雷扩展到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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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财政制度，财政收支、财政管理，以求揭示财政发展

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

本书刀求运用翔实的支持和丰富的典籍，勾勒出中国古代财

政税址发展的基本轮森，介绍税，种均起混、税率的形成和对稳法令

制度的演变及其赣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历文的启示，有助

于我们加深对现，拧财税政菜和财税制度内涵的理解。

历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中理财政税收发展的历史，对中

国时税，支土锦功过得失加以详述，吸取前人在财政制度、财政才

针、财政政菜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今天的财税，改革

有着十分重要锦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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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原始财政

第一节 有关财政起源的争论

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具体地研究这一范畴的产生、发展及其

运动规律，是我国财政史学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

学术界对财政起源问题的讨论十分活跃，归纳一下，大体有以下几

种现，每 z

一、国家分配论

这种观点认为，原始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财政关系，理为财政与

屋家有着本庚的联系。只是在雷家诞生后，为了维持其存在，并执

行它的职能，就必主要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从社会产品的分配中占

去一定的份额，于是就有了财政。无疑，财政的产生取决于两方面

的条件=一是经济条件，即有了剩余产品，二是政治条件，即国家的

存在。仅仅有经济条件还不足以产生财政，而国家的出现才使财政

有了必然性。因此，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

展商发展的。

二、社会共同需要论

这种xJÑ.点认为，财政是社会共商需要的产物，当人类社会出现

了剩余产品，发生了社会共同需要的时候就产生了财政。财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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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人力、物力、财力所进行的集中性的分配

活动，因此财政产生的时间要比国家的出现早得多。在原始社会的

母系民族公社娇段，社会共同需要就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如公社的

防卫性设施、公共祭祀、公共仓库、公共集会场所等，已形成了财政

的雏形，到了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甜段，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

分配活动，已从社会产品的一般分配中强立出来，形成了完整的财

政分配关系。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社会共同需要是财

政产生的基本条件，而在蜀家存在的情况下，财政则表现为满足蜀

家的公共需要所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但是财政的产

生并不取决于昌家，财政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反

映的是经济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商国家体现的黯是政治关系，属

于上层建筑，国家不可能产生财政。恰恰相反，财政则为国家的产

生和存在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三、经济条件决定论

这种观点认为，财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

段出珑的一种经济现象，它的产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国家和财

政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两种社会现象，二者之

i可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如果认为财政的产生是由政治权力，商不

是经济条件决定的，势必在理论上导致政治关系决定经济关系，上

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唯心史观。

四、剩余产品分配论

这一现点认为，财政活动自始至终是剩余产品的分配活动，财

政关系就是剩余产品分配过程中厨影成的分配关系。剩余产品是

直接导致财政分配从一般经济分配中独立出来的经济根、源和物贯

基础，从社会发展过程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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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占有乘i余产品的历史过程和占有方式，就是财政关系产生和发

展的过程。

上述关于财政起源的争论，êJ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这对中国

财政史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本书则倾向于"同步论"一一财政的

起摞与公共权力的发展，商者是同步的，即具有离一性。其理由旦

下茵的论述。

第二节 公共权力与对政主体

一、财政起涯与公共权力

财政是一个分配问题，商决定勤政起嚣的根本原因踏是一定

的社会经济条件。换言之，财政之摄摞是经济关系，是生产方式，而

决不是其他什么。

然商，财政从本质上又表现为公共权力〈特别是国家〉集中性

分配一部分藕余产品，以满足社会各个方面需求而形成的分配关

系。财政的出现，就是以国家时政的亩貌登上社会历史舞台。西此，

如果把国家当作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挥志，那么只是在它诞生之

后，财政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从一般经济分配中完全

独立〈或者分离〉出来，并以理家集中性收支形式出现的。

财政之本盾特征，即为财政分配区别于一般经济分配的强制

性。强制性是财政形态发展的特殊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强制性

基于公共权力，没有公共权力就无所谓强制性，因此，它是研究财

政起嚣的一个重要依据。 J

显然，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发展的高级形态是财政分配得以从

一般经济分配中独立〈或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一独立〈或

分离〉的过程，无疑就是财政起摄的过程，我们把它称为原始财政

就更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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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之摄漂是经济关系，财政之本厦是公共权力的集中性收

支，时攻之特在是基于公共权力的强制性，这是研究原始时政的出

发点。

因此，论述财政起嚣的运动过程即为，殷经济分盟中的强制

造因素→一般经济分配中的强制性分配→一般经济分配与强制性

分配〈即财政分配〉的分离，国家财政m成，与此相适应的是公共权

力的运动过程即为 z一般公共权威〈前民族社会〉→民族民主政治

〈母系民族社会〉→家长制〈父系民族社会〉→军事民主制或王权政

治〈农村公社时期〉→国家政治(阶级社会)。财政形态的运动过程

与公共权力的运动过程是同步的，当财政分配还融合于一般经济

分配之中时，就如同十月怀踵，南公共权力的高级形态→国家，正

是它的助产婆，这就是财政起源与公共权力的辩证关系。

二、财政起漂与财政主体

财政的主体是什么?一般的观点认为是国家，只能是国家，根

本不存在非国家财政的一鼓分配关系。他们认为，原始社会的生产

关系是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吕西也就没有财

政关系。的礁，财政来到世间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财政

的面貌出现，参与人们的经济生活。同时财政分配的强制性，也正

是基于国家实体，基于政治权力。反过来，财政分配又是国家赖以

生存的物质基础。正西为如此，这一观点作为一般推广和普及财政

科学知识是可行的，但是作为专业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就显得过于

简单了。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也是辩证的。人是社会关

系的总和，社会性就是它的共自娃、凝聚性和集体性。自有人类社

会就有公共权力，其差异只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公

共权力的表现形态不同商己，一个有组织雨无公共权力的社会是

根本不存在的。就以原始社会发展而言，原始群体〈前民族社会〉时

期，存在着公共权威$母系民族公社时期，公共权威演变成氏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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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 s父系民族公社时期，则演变成了家长制通j了农村公社时期，

则表现为军事民主制或王权政治 z进入文明社会后，则是国家强权

政治。所以如果仅仅认为财政分重己的主体只能是国家，那么不仅无

法对财政主体的发展历史作出科学的逻辑的说明，商且也无法对

财政的起源和其他一些财政基本理论作出合理的辩证的解释。

第三节 一般经济分配与财政起源

要揭示财政形态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探索累始时政的演变

及其向国家野政过渡的理论问题时，不仅要追溯公共权力的运动

过程，同时还要追溯一毅经济分配〈融合时政分配〉的运动过程。因

此研究原始财政就必须深入到嚣始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

分析其经济活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一般经济分

配和公共权力的持定状况，进行逻辑的综合研究。

原始社会的发展，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群时期、氏族

公社时期和农村公社时期。下面分三个阶在阐明财政从原生形态

J1J独立范畴的演变过程。

一、一般经济分配的起漂

人类的童年，原始群对期，其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少则十几人，

多则近百人。一个群体就是一个社会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更

是一个消费单位，它集社会、生产、消费于一体。早期人类使用的生

产工具都是一些相当简题粗劣的打制石器和棍棒，群居在沿河傍

水的台阶地上，并瞪着生产条件和季节转换雨不断迁移。由于劳动

生产率慑下，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又十分匮乏，征服大自然的能力

就十分有限，主要依靠索取天然动植物为生。

原始群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说明，人类自涎生之初，就

具备了社会性，每一个人都必须紧紧被靠集体的力量，才不致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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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然街吞噬，所以单个的人是不存在的，离开了社会，个人是无

法生存的。因此，人类的社会性概念恰恰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概

念。

人类的社会住说明了人类生存杭制是有组织的，无论这一组

织层次是如何低下，如何脆弱，如何单一，但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体，

彼此是相互协调的。历史已证明，它的确确实实卓有成效地指挥、

组织、管理和梅调了原始群体的生产斗争和经济生活，以形成足够

的生产力，维持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那么，一个有组织的生存机制以及该历史时代生产方式所需

要的社会管理，没有权威的事在能运行吗?吉有人类社会，就有公

共权威。权威产生于何处?在京始人群的心目中，权威荣昌神

灵一一一原始宗教的启蒙，权威来吉祖先一-祖先崇拜的患蒙。人类

的生存需要权威，显然这权威是强有力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因此，公共权力萌发公共权威，公共权威的起摞与一般经济分

配的起源是同步的。

原始群时期的生产关系是共同劳动，自然分工〈按年龄、性别

分工) .简单势作，有琅的劳动产品归集体所有。按民族学提供的资

料，其分配方式首先是扣除简单储备部分，然后平均分配，共同消

费。马克思认为，"共爵的产品，踪了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

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气@显然，这扣除的部分绝不是剩

余产品，在原始群时期也不可能存在剩余产品，那么这一分配方式

存在的原因何在，其特点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它的自

然满节功能，即如何分配有攘的产品以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简单再

生产的需要。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竞争，其分茸的公共权威性是毋

庸置疑的。因此，这一分配方式既受到生存机制的制约，同时也受

到群体道德观念、原始信仰等意识影态的制约，这种分配关系就是

① 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章第 19 卷，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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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最一般的经济分配。

原始群时期的生产过程十分简单，其特点就是从手到口，但是

生产过程的简单并不等于分配过程的简单。社会再生产的基点就

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极端

琵下，人的每吕的劳动是否有收获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因此，分配

中的自然满节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今天的劳动有了收获就储备

一点，晓天没有就分配储备之物 3春秋季劳动有产品，就错备一点，

在严寒的冬季用于分配。原始人群生活的艰难性就在于繁重丽危

险的体力劳动所获取的不是等量的劳动产品。正因为如此，其特殊

的分配方式就是赖以生存的方式。如果没有扣除〈简单储备〉就谈

不上生存，更没有再生产。

正是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在原始的简单的一般经济分配中就

已包含了强制性因素，尽管这是早期人类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如此

分配。因此，无论这一融合于一般经济分配中的强制，是自然生存

强制，还是人为法定强制，或者兼而有之，最重要的是存在强制。生

存自发地产生权威、这就是一般经济分配中强制性因素的起源，虽

然它还不是财政问题，但是瞪着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制性

因素自然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可以确认，从自然

生存强制到国家法定强制，其运动轨迹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规律性

的，是不以人的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一最经济分配的发展

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生存竞争和生存斗争，丰富了生产实践，

提高了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劳动工具不断得到改进，

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i提高 .1司时原始群体转丽趋向同一集团内部

禁止通婚，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娼〉制度，于是民族公社形成了。

民族公社对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专家研究表明，原

始群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每 10 万年提高 1%..商民族公社时期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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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就提高 1%。民族公社时期的生产工具有了实贯性的改进，

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和生产领域扩大，按年

龄和性别实行的自然分工迅速撞广，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和原始

动物饲养业纷给出班于氏族公社时期。

由于生产地域的扩大和管理活动的需要，母系民族集团不断

地分化出女儿民族集匾。对民族集团来说，经过一段时期后，人口

就相对减少，陌生产力却不断地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不仅是可

能，而豆E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在这一时期(原始社会主要

时期〉中，费余产品只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一事物的出现，本身就

蕴涵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母系民族集团的分化，使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

民族是一个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但它不是一个社会，而是社会的

一个基本细跑单位，氏族集合而成胞族，胞族集合商成部落。一般

来说，部落才是一个强立的社会。因而这一对期的社会组织结梅已

不是单一垂直型的，而是多层次立体型的，由此直接造成了社会生

产活动和社会管理活动相分离。这一分离意味着管理部门趋向扩

大，公共权力由一般公共权或趋向民族民主政治，高且权力中心日

趋强化。

民族本身就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和信仰为一体的集团，每一

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民族公社的公共权力不仅是上古祖先

与当时人类的媒介，同时也是人与神灵的媒介，权力涂上了神秘的

色葱。另外，民族社会的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权威，马克思认为

"联合活动就是笙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①因此，

民族公共权力的威严，在祖先和神灵的光环下，更在人的的实际生

产生活中 E 益得到强化。

氏族公共权力在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具有广泛的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5 页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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