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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要 :汉 武帝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 ,制 定一系列
“
新政

”
。
“
新政

”
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财政问题 ,“ 新政

”
的实施 ,

为封建财经制庋及政策的改革和规范化开了先例 ,并 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荚 定了物质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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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较长 ,并 产生过重大

形响的封建统治者。他即位后 ,一 改西汉前期
“
黄老无为

”
和

“
与民休息

”
的政策 ,在财政经济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

推行了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箅缗告缗和改革币制等一系列

新经济政策。对他的改革 ,论者发表不少论著 ,进行过比较

广泛而深人的探讨 ,是十分有益的。然而 ,有论者笼统地认

为.汉武帝的
“
新政

”
是

“
抑商

”
,甚至说

“
汉武帝时发动了历史

上空前的抑商运动
”
匚刂。本文试图通过对财经改革的背景、

内容和特点的剖析 .阐 明汉武帝财经改革的真正意图及其重

要意义。

汉武帝在当时做出财经改革的重大决策 ,并 非偶然 ,有

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 )加强中央财权 9解决财政困难的需要

西汉前期财政支出,分为皇室支出和国家支出两部分。

前者指皇帝和宗室贵族的生活费用和维护皇帝尊荣的各种

赏赐支出。皇室支出受皇室收人的制约 ,有一定的限度。到

汉武帝时 9他把原属皇室
“
少府

”
的山川、池海收入拨归国家

财政E2](1ss页 ),这 样做表面上是扩大了国家财政收人 ,但

其后果则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这是由于 :皇帝个人享用

上的意志变幻以及个人喜怒哀乐 9对财政支出的构成发生了

重大影响 ;加之皇室挥金如土 ,无限制支出,就侵蚀了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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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酿成了国家财政的因难E3彐 (159页 )。

西汉前期常年财政支出 .本米就项 目多 ,费 用开支庞大。

但到汉武帝时代 ,财政支出远远超过常年 ,甚 至是以往财政

支出的若干倍。其主要原因如下。

为了巩固皇权 ,汉 武帝极力渲染
“
君杈神授

”,视 山川、
“
怪异

”
为神 ,不遗余力地封禅、祭礼鬼神 ,修建

“
明堂

”
,“厚礼

置祠之内中
”
匚4](卷 zg)。 元鼎五年 ,汉 武帝分封一个以

“
神

仙
”
自居的栾大为

“
乐通侯

”
,食 邑二千户。“只这-次就耗费

了十亿钱以上
”
E31(272页 )。 元封元年汉武帝巡游各地 ,“北

至朔方 ,东 到泰山,巡海上 ,并 北边以归。所过赏赐 ,用 帛百

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皆 取足大农
”
E创 (卷 80)。

据《史 l,KK汉 》不完全统计 ,仅汉武帝在位时 .洪 涝、干旱、

蝗灾、地震、疾疫等灾情数十次 ,其 大者如建元三年
“
河水溢

于平原 ,大饥 ,人相食
”
。元光三年有两次严重水灾 :一次

“
河

水徙 ,从顿丘东南流人渤海
”.灾及十余郡县 ;一次

“
河水决浪

阳,汜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
”
E5](卷 ω。史载

“
先是十余

岁 9河决 ,灌 梁、楚地 ,固 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 ,辄坏决 ,

费不可胜计
”
。于是

“
天子与公卿议 ,更造钱币以溏用

”
,最 终

促使汉武帝下定决心 ,实行币制改革E5](卷 ⒛下)。

(二 )支 持边防战争 ,实现国家大一统的需要

当时的情况是 ,武帝
“
外事四夷 ,内 兴功利 ,役费并兴 .而

民去本
”
E5彐 (卷 ⒛上)。 据《史》《汉》载 ,自 建元三年 ,汉 武帝

派兵救东瓯 ,直到征和四年下《轮台诏》,西汉先后出兵匈奴 ,

南征
“
两越

”
9东事

“
玄菟

”
,远 征大宛 ,发动了长达近五十年的

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战争 9“ 武帝因文、景之畜 ,忿 胡越之害 ,即位数年 ,严助、朱买

臣等招徕东瓯 ,事两越 ,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
”
匚5彐 (卷 z4下 ),

用于战争的财政开支十分庞大。

其一 ,“ 战时
”
物资供给费庞大。元光二年

“
马邑之谋

”
失

败后 9西汉与匈奴
“
兵连而不解

”
,“ 财赂衰耗而不赡

”
E5彐 (卷

纽下),其后 ,“ 通西南夷道
”

,“ 筑卫朔方
”

,“千里负担馈粮 ,率

十余钟致一石
”

,“ 转漕甚辽远 ,自 山东咸被其劳 ,费 数十百巨

万,府 库益虚
”
E41(卷 30)。 为了讨伐只有 30万人的小国大

宛 ,由 于道路遥远 ,西汉竟
“
赦囚徒扦寇盗 ,发恶少年及边骑 ,

岁余出敦煌六万人 ,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 9马 三万·驴柒驼

以万数赍粮 9兵 弩甚设
”
,到 达大宛的士兵仅三万人E5](卷

6D。 死亡需抚恤者甚众 ,而 牛、马、兵器、粮草等物资耗损 ,

不计其数。仅此一役 ,可见一般。

其二 ,有 功将士赏赐费用颇巨。史载 ,“ 此后四年 ,卫青

比岁十余万众击胡 .斩捕首虏之士 ,受 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9而

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 ,兵 甲转漕之不与焉
”
。又

“
其明年 9大

将军、票骑将军大出击胡 ,赏 赐五十万金 ,军 马死者十余万

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
”
E5彐 (卷 zd下 )。 汉武帝讨伐匈奴 ,

虽然取得河套广大地区,但
“
筑卫朔方

”
,运输军粮 ,赏赐军士

等费用 ,多者一岁数十百万 ,少者也百余万。正常收入不足

以应付 9于是大办盐铁专卖、
“
均输平准

”
和币制改革 ,以 赡之

不足E3](199页 )。

其三 ,受 降人员赏赐及俘虏安置费不计其数。
“
其明年 ,

票骑仍再出击胡 ,大 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 ,于 是汉发

车三万两迎之。既至 ,受赏 ,赐 及有功之±。是岁费凡百余

钜万
”
。
“
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 ,衣食仰给县官 ,县官不给 ,

天子乃损膳 ,解 乘舆驷 9出 御府禁臧以澹之
”
E5](卷 扭下)。

元狩四年 ,“ 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 ,将 军去病出

代 ,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青至幕北围单于 ,

斩首万九千级 ,至颠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 ,斩获首虏

七万余级 ,封狼居胥山而还。两军士死者数万人
”
匚5](卷 ω。

是年ˉ役 ,西汉骑兵 zs万 ,步兵数十万人。

故史家评论 :“ 及至孝武即位 ,外 事四夷之功 ,内 盛耳目

之好 ,征发烦数 ,百姓贫耗 ,穷 民犯法 ,酤吏击断 ,奸轨不胜
”

E5彐 (卷 23〉 。《通鉴》则说 :“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 ,内 修

宫室 ,外事四夷 ,信惑神怪 ,巡 游无度 ,使百姓疲敝 ,起为盗

贼。
”
匚6](《 汉纪》15)由 此可见 9汉武帝

“
征发烦数

”
9挥霍无度 ,

加之救灾赈业 ,致使在其在位的第二个十年 ,就耗尽汉初几

代人积累的财富 ,开 始陷人
“
国用不足

”
、
“
财政短缺

”
的因境

中。故汉武帝
“
因财政因难 ,乃采孔仅及东郭咸阳之议 9把盐

(铁 )付之专卖
”
E7](110页 )。

(三 )规范财经制度 ,调整经济政策的需要

汉初以来 9财政经济制度不健全 ,经济政策也很不规范 9

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的混乱 ,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持续、更大

发展。其主要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

苜先 ,备 种政策的矛盾性。史载
“
天下已平 ,高祖乃令贾

82

人不得衣丝乘马 ,重租税以因辱之
”
。惠帝、高后时以

“
天下

初定 ,复 驰商贾之律 ,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
匚4](卷

3o)。 文帝、景帝在继续采取
“
休养生息

”
的同时 ,对商人的经

济活动放任自流 ,甚 至在其制定的不少政策中9客 观上为商

人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故
“
汉兴 ,海 内为一 ,开 关

梁 9驰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9交 易之物莫不通 ,

得其所欲
”
匚硐(卷 129)。 晁错敏锐地看到政策矛盾性带来的

危害 :“ 今法律贱商人 .商人已富贵矣 ;尊 农夫 ,农夫已贫贱

矣。故俗之所贵 ,主之所贱也 ,吏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
”
并强

调指出 :“ 上下相反 ,好恶乖迕 9而欲国富法立 ,不 可得也。
”

匚5](⒛ 卷上)由 此可见 ,在 晁错看来 ,汉初的政策适得其反 ,

必须改弦更张。下面以盐铁生产为例 ,可 以进一步看到经济

政策的矛盾性。

汉初以来实行的盐铁
“
包商

”
政策E8彐 (238页 ),往往被诸

侯王和地方豪强所利用 ,“不轨之民,因扰公利 ,而欲擅山泽
”

匚91(4Gz页 )o“ 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

民
”
匚5彐 (卷 ⒛下)。 这些人经营冶铁、煮盐 ,“上争王者之利 9

下专齐民之业
”
,难以保证国家利益 ,易 于造成扰民、害民的

弊端。第一 ,食盐质量好坏 ,价格高低 ,直接影响着城乡消费

者的生产和生存。第二 ,“ 铁器兵刃 ,天 下之大用也
”
匚9彐 (76

页)。 铁是兵器的重要原材料 ,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特别是在大规模对外战争时期 ,实行铁的垄断经营 ,一 方面

可以保证战争所需 ,另 一方面可以防止兵器外流 ,进而消除

不利于战争进程的内外因素。第三 ,盐铁需求量之大和产量

之高 ,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米源 ,实行盐铁专卖 ,国 家就掌握了

经济命脉 ,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正如日本学者桑田幸

三所言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而铁在汉代对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上 ,可 以决定农民的命运 ,同 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铁

作为武器的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E10](56页 )。 由此可见 ,财

经政策不改不行 ,改则利 ,不改则弊。

其次 ,货 币政策的混乱性。汉初以来 ,币 制混乱十分突

出。究其原因 ,主要是铸币权分散的结果。
“
汉兴 .以 秦钱重

难用 ,更 令民铸荚钱
”
。文帝五年

“
为钱益多而轻 ,乃更铸四

铢钱 9其文为
‘
半两’”。文帝不仅下令

“
更铸四铢钱

”
,而 且

“
除盗铸钱令 :使 民放铸

”
E5彐 (卷 24下 )。 由于

“
铸钱之情 ,非

淆杂为巧 9则不可得蠃 ;而淆之甚微 ,为 利甚厚
”。汉初统治

者看到铸币杈分散的严重危害 :“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 ,各

稳屏而铸作 ,因 欲禁其厚利微奸 ,虽 黥罪 日报 ,其势不止。”由

于国家
“
时禁

”“
时放

”
,于是

“
民人抵罪 ,多 者一县百数

”
。贾

谊对此曾提出质疑 :“ 莰禁铸钱 ,死罪积下 ;今公铸钱 ,黥罪积

下。为法若此 ,上何赖焉 ?”匚5彐 (卷 扭下)。 可见 ,由 于铸币杈

分散 ,必然导致钱币掺杂做假、币值不足和物价上涨及社会

动荡不安 ,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显然 .币 制改革是经过周

密思考和精心设计 ,始终围绕着统一币制 ,收 归铸币权这个

总目标进行的 ,其实质是与地方豪强兼并势力和分裂割据势

力争夺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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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贡赋制度的落后性。汉初 ,地 方将各地
“
贡赋

”
输

送到中央的作法 ,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随着社

会生产发展 ,各 地向中央输送的财物越来越多,旧 时
“
贡物不

偿僦费
”
的弊端愈来愈严。如地方向中央输送的财物越多 ,

“
僦费

”
就越多 ,财政损失就越大。为了减轻贡赋过程中的损

失,汉武帝运用
“
流通国营

”
思想 9采取均输、平准政策 ,由 国

家参与商品流通活动。《盐铁论》开头的
“
均输

”
一词 ,可 以说

是包涵着财物的经济价值的流通 ,换言之 ,包涵着财物价值

的转移和保存。而盐、铁、酒的售卖过程以及其他货物的流

通 ,是作为政府的事业而实现的E10彐 (56页 )。 由此可见 ,均

输也好 ,平准也好 ,本来就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 ,是国家职能

的体现 ,并无损害谁的利益问题。正因为如此 ,国 家通过均

输、平准政策 9参与商品流通的利润分配 ,不仅加强了财杈 ,

增加了财政收入 ,改 善了财政状况 ,“ 民不益赋 ,天 下用饶
”

,

而且也是封建社会早期商品经济政策的重大变革。

汉武帝推行的
“
新政

”
,无论从政策目的上 ,还是政策内

容上 ,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

(-)体现了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本质

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皇 室与国家的关系 9是 一

种典型的
“
家国同构

”
的模式。由于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的

强制力量 ,以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为基础 9将 皇族的
“
家

”

和政权意义上的
“
国

”
联结起来 ,在结构上 ,君 主的

“
家

”
就成

为国家的表现形式 ,皇帝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然而 ,皇帝是

全国最大的地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 ,他 的一言一行 ,

一方面代表着国家的利益 ,但 同时也代表着包括贵族地主、
“
食封

”
地主以及被称之为

“
素封

”
匚4](卷 129)的 商人地主的

最大利益。因此 ,虽然汉武帝标榜的改革是为国家利益 ,但

实际上是维护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再说 ,汉武帝
“
外事四夷

”
、反击匈奴战争的结果 ,虽然创立了一个大一统

的国家 ,给从事各业社会生产的劳动者创造了一个和平、安

定的环境 ,有利于社会生产 ,但这是在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

的前提下实现的。

(二 )客 观上为商贾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改革过程中,尽 管一些工商业者的利益 ,甚 至人身受

到伤害,但非改萆就不能扩大财源 ,增 强国力 9换 言之 ,就难

以消除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外威胁 ,更 不能造就一个和

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倘若如此 ,则整个社会经济的更大发

展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同 时与商人利益直接联系的商业贸易

也将大受影响。故汉武帝的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不仅为

各业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同 时也为商人在国内长途

贩运贸易 ,甚 至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 ,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其实 ,在这一大规模财经改革中,既得利益者 9商人仅次

于封建地主。当时 ,汉 武帝为了有效地推行
“
新政

”
,选 用大

批商人做官。史载 ,汉 武帝即位后 ,桑 弘羊以商人之子正式

转入仕途 ,此后他相继任大农令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要

职 ,并受汉武帝遗诏 ,与霍光、金日碑、上官桀辅佐汉昭帝 ,是

汉武帝大政方针的智囊。其时 ,商人地位之高 ,杈势之显赫 ,

与汉初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不仅无市籍商人可以做官 ,有 市

籍商人也可以做官。如蜀郡成都人何武 ,其家
“
兄弟五人皆

为郡吏
”

,“ 弟显家有市籍
”
E5彐 (卷 86)。 实行盐铁专卖政策

后 ,桑弘羊使孔仅、东郭咸阳等
“
乘传

”
分赴全国各地 .在产盐

地设盐官 ,产铁地设铁官 ,“除盐铁家富者为吏
”
。于是

“
吏道

益杂
”
而

“
多贾人

”
匚矧(卷 30)。

不仅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大为提高 ,经济势力也大为膨

胀。杜陵人货殖家兼官僚张安世 ,有
“
家童七百人 .皆有手技

作事
”

,“是以能殖其货
”
E5彐 (卷 59);著名货殖家陈宝光发明

织花机 9其妻传授
“
织法

”
匚11彐 (30页 ),没 有巨大商业资本的

积累 ,织花机是难以发明的。蜀郡卓氏之后
“
卓王孙

”
,继 承

祖传冶铁家业 ,汉 武帝时有
“
僮八百人

”
。与卓王孙同郡的商

人程郑 ,“富埒卓氏
”
E们 (卷 129)。 西汉后期 ,洛 阳富商大贾

“
张长叔、薛子仲亦十千万

”
;“京师富人杜陵樊嘉 ,茂 陵挚纲 ,

平陵如氏、苴氏,长 安丹王君房 ,豉樊少卿、王孙大卿 .为天下

高砦
”
匚5彐 (卷 91)。

(三 )新政内容具有兼顾性和可行性

从汉武帝改革的主要内容看 ,“新政
”
具有一定的兼顾性

和可行性。

其一 ,盐铁专卖和币制改革 ,是 针对经济资源中必须由

国家管制的部分采取的,主要是加强中央财权 ,掌握国家经

济命脉 ;“均输平准
”
仅仅是由国家参与商品流通利润分配。

并未禁止商人从事其他商品的贩运贸易。实际上除了盐铁

之外 ,民 间城乡居民所需的大宗商品 ,如 粮食、布帛以及其他

生活、生产用品的贩运贸易 ,商人是大有可为的。事实上 ,上

述张长叔、薛子仲、樊嘉、如氏、苴氏等大批商人成为
“
天下高

訾
”
,均 非从事盐铁经营的结果。在四大改革

“
新政

”
中,只 有

“
算缗

”
才是直接针对工商业主 ,采 取扩大税目。提高税率 .加

重税收的作法。

其二 ,新政的兼顾性和可行性还体现在汉武帝把少府皇

室财政收人拨归
“
大农

”
和帛定算缗政策。就社会产业而言 ,

从业者所从事的行业不同,其 经济效益有着天壤之别 ,司 马

迁曾就此作过精辟的论述 :“ 夫用贫求富,农 不如工 ,工 不如

商 ,剌 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 ,贫者之资也。
”
匚41(卷 129〉

由此可见 ,从事农业生产的收人不如从事手工业 ,特 别是从

事商业。针对这一情况 ,西汉制定
“
算缗

”
政策 ,对社会财富

分配加以适当调整 ,规定收人高的工商业主多纳税 ,其 目的

是缩小贫富差距 ,应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不仅有利于各

业生产正常发展 9同 时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就实际倩

况而言 ,农 民当时已贫困到
“
卖 田宅蛩子孙以偿债

”
的境地

Es](卷 zt上 ),统治者在农民身上已无油水可取 ,不可能再向

他们增加租税。而工商业主则大多比普通城乡居民富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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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汉汉》所载 ,动辄
“
千万

”“
钜万

”
也不少 ,如 云

“
庶民农工商

贾 ,率亦岁万息二千 ,百 万之家即二十万
”
匚4](卷 129)· 其收

入十分可观。就其增税项 目而言 ,也仅仅是
“
箅缗

”
9即便如

此,其税率也不过 3%或 6%E12](67页 )。 这对于
“
千万

”
、

“
钜万

”
的富商大贾 ,不啻九牛之一毛。显然 ,这 是政策可行

性的重要原因。

在财经改革过程中,工 商业主受到了打击 ,这 可能是事

实。但应看到的是 :由 王温舒等手段残忍的酷吏执法 ,“ 告

缗
”
难免扩大化。这是其一。其二 9商贾消极对待

“
新政

”
,甚

至拒绝
“
自占

”
,或报而不实 ,与 官家公开对抗 9因此而被绳之

以法的,肯定不在少数。为了严肃政策的权威性 9对拒绝
“
自

占
”
的
“
奸商

”
、
“
乱化之民

”
实施

“
告缗

”
9是无可非议的,不 能

认为严惩破坏
“
新政

”
的人是

“
抑商

”
。其三 ,当 然 ,其 中肯定

有企图从中谋取
“
非义

”
之财的

“
奸民

”
,他们诬告工商业主 ,

致使商贾含冤受罚 ,误伤了一些人。这些都可能是
“
商贾中

家以上大氐皆遇告
”
的重要原因。此外 ,“无市籍

”
商人也要

缴纳
“
缗钱

”
和财产税 ,这是因为 ,他们并未像有市籍商人一

样 ,每年要缴纳固定的
“
市籍税

”
匚1凵 (95页 ),法 令规定他们

比照有市籍商人纳税 .体 现了政策的一视同仁。应该说 ,这

是对凡是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 ,在 政策上的公平、公正的体

现。而法令规定有市籍商人不得
“
名田

”
,这是古代

“
四民分

业
”
和
“
禁民二业

”
的残余。

综上所述 ,曲 于
“
新政

”
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兼顾性

和可行性 ,因 此
“
新政

”
的实施是顺利的。当时 9虽有

“
夏兰之

徒妄搏 .王温舒之徒亡杀 ,残吏萌起 9扰乱良民
”
导致的暴动

E9彐 (3“ 页)· 但并未形成像王莽改制时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的

反抗。这表明
“
新政

”
颀应了当时社会发展要求。正因为如

此 ,“新政
”
对西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作用。

(一 )为财经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及规范化开了先例

商鞅变法的胜利 ,标 志着封建制度的确立。秦统一六国

后 ,虽然下诏
“
令黔首自实田

”
,在 全国范围内确立封建制度 ,

但从总体上看 ,各 种封建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9尚 需调

整和完善。秦王朝
“二世而亡

”
,正 是一个显著例子。汉初统

治者清楚地看到这些缺陷 ,但其采取的政策 9仍 旧处在似是

而非之间左右徘徊 ,直到汉武帝做出财经改革的决策 ,封 建

财经制度及政策的改革 ,才 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
新政

”
并不

是要否定旧制度 ,而 是对旧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完善

和规范化。因而 ,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 ,“新政
”
具有重要地

位。

首先 ,改
“
盐铁包商

”
制为专卖政策 ,由

“
大司农

”
统一管

理冶铁、煮盐及其产品的运销 ,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适应

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陈直根据《食货志》
“
法使天下 ,公

得顾租 ,铸铜锡为钱
”
和《盐铁论》

“
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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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盐铁包商
”
政策 ,是将大部分盐铁资源包租给私人经

苜 ,国 家只征收一定税收。《食货志》亦载 :实行盐铁专卖后 ,

铁的经营采取在各地铁官下设分管各种组织和指挥生产的

官吏 ,由 服兵役的更卒、服刑的罪犯 (徒 )从 事生产 ,采 矿、冶

铁、铸造等技术由工匠负责。这种管理体制 ,不 仅国家完全

垄断经营 9而且对铁产品有一定标准和规格要求 ,产量、产值

也有一定的计划和任务。在铁官严格监督下 ,能够保证产品

质量及要求 ,按时完成计划任务。由此可见 .铁 器的产销有

比较完整的瞀理制度和成套的操作规程 ,便 于提高生产效

率。故
“
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 ,财用饶 ,器用便

”
E9彐 (4zg

页)。

盐的经营采用
“
民制、官收、官卖

”
,“募民自给费 ,因 官器

作煮盐 ,官与牢盆
”
匚侧(卷 30)。

“
因官器作煮盐

”
,“盐民

”
只

能用官府的
“
牢盆

”
煮盐 ,不 准 自制盐锅煮盐 ,既 限制

“
盐民

”

的生产 ,又保证了国家所需的盐匚3彐 (120页 )。 各地盐官按规

定盐价收购盐 9就地销售 ,价 格由官府规定 ,不 仅避免了
“
良

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 ,百 姓病苦之
”
,而且消除了由商

贾生产、运销 ,导致的
“
贾咸贵 ,众庶重因

”
的危害。《盐铁论》

对此充分肯定 :“ 故有司请总盐、铁 .一 其用 ,平 其贾 ,以 便百

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 ,不 易于此。吏明其教 ,工致其事 .

则刚柔和 ,器用便
”
E9](4zg页 )。

钱币的铸造也创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规章和制庋。

汉初以米 ,钱币不仅币值不足 ,而且重量和大小差异较大 ,造

成市面商品交换的混乱。加之诸侯王、地方家强
“
盗铸

”
.“物

故以昂贵
”
的现象十分严重。汉武帝经过多次反复 ,在 桑弘

羊主持下 ,最终结束币制混乱的局面 ,规 范了币制 ,“ 于是悉

禁郡国毋铸钱 9专 令上林三官铸 ,而 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

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 ,输人其铜三官
”
E5彐 (卷 纨下)。 从

此 ,铸币杈收归官府 ,由 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五铢钱 .币 制由此

统一。由于五铢钱的法定面值和含金量的实际价值基本统

-,符合
“
良币逐劣币

”
的法则 ,因 而币制整齐划一 ,方便可

行 9在 民间享有很高信誉。
“
故民之盗铸益少

”
,“ 天下大氐无

虑皆铸金钱矣
”
。由于五铢钱币值相对稳定 ,适 应商品交换

发展的需要 ,故 到西汉末年 ,共 发行成钱 280多亿万。五铢

钱是一种比较健全的货币 ,既能发挥流通职能 .又 具有储藏

职能 .直到唐代改用年号钱为止 ,使用了七百多年。

再次 ,均输、平准制度的创立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种

财经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这在文献中也得到充分彰显。
“
均

输
”
一词 ,虽 早已有之 ,如 《越绝书》载 :吴 有两仓 ,春 申君所

造 ,西仓名曰“
均输

”。吴葸对此认为 ,这 充其量只是以均齐

劳逸 9平衡负担 ,便 利贡输而已,没有把贡输之物进行贸易 ,

从地区差价中取得经济收入E12](77页 〉。因而,旧 的贡赋制

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造成
“
诸官各 自市 ,相 与争 ,物故

腾跃
”
和

“
赋输或不偿其僦费

”
的严重问题。

桑弘羊在大农下设均输机构 ,把过去屑地方管理的财经

工作 ,如 诸仓 、农监、都水等 ,连人带机构收归中央直按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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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主要商品贩运贸易业务 ,由 中央派出的大农部丞分赴

各地 ,充 当特使 ,并 指派各地
“
均输官

”
分管 ,“ 令远方各 以其

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 ,而 相灌输
”
E5](卷 扭 下)。 由于

均输官分布于各地 ,凡 有土特产贩运出境的地方 ,均 由均输

官
“
输其土地之所饶

”
,以 买卖方式收购产地价格低廉物品 ,

或变卖土特产所得收入 ,再在卖地收购其他产品 ,易 地售 出 ,

辗转交易。而京师所设
“
平准官

”
,则相当于均输在京师的总

代理处 ,均输 、平准构成统一的官营商业体系。由此可见 ,均

输、平准政策不仅对调节物资余缺 ,互 通有无 ,充分发挥商业

职能 ,而且在发挥平抑物价的
“
贱买贵卖

”
中 ,为 国家创造 巨

大商业利润。与此同时 ,京 师大农部丞 、平准官及其各地所

设均输官 ,在 全国形成一个官营商业网 ,“ 尽笼天下之物
”
,实

行垂直管理 ,财政高度集 中于中央 ,从经济上加强 了中央集

权。

(二 )为封建国家的
“
大一统

”
奠定了物质经济基础

封建国家大—统的基本 内涵是 :其 一 ,疆 域 的大一统。

所谓
“
邦畿千里 ,维 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

”
E14](《 商颂》),即 是

这个意思。其二 ,王 权至高无上。皇权不下移 ,不转让。其

三。典章制度的大一统 ,包括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

的统一。这是汉武帝梦寐 以求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深知汉

武帝这一心理 ,他 总结历史经验 ,提 出
“
罢黜百家 ,独 尊儒

术
”
,主 张大一统 :“ 春秋大一统者 ,天 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

也。
”
他说 :“ 今师异道 ,人 异伦 ,百家殊方 ,指 意不同 ,是 以上

亡以持一统 ,法 制数变 ,下 不知所守。
”
董仲舒认为 ,“ 统纪

”
不

-,“法度
”
不明导致

“
民不知

”
、
“
无所守

”
的严重社会问题 ,这

引起了汉武帝高度关注。在西汉统治者看来 ,要 实现
“
大一

统
”
,不仅要统∵思想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q皆 绝

其道 ,勿 使并进
”
,而 且要强化集权统治 ,结 束

“
统纪

”
不一 ,

“
法度

”
不明的弊端E5](卷 56)。 要实现国家的大一统 ,就应

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 ,以 坚强的经济作后盾。汉武帝通过财

经改革 ,为实现西汉大一统提供了充实的财源 ,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效果。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强暴、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史载西汉前期 ,诸侯王
“
尾大不掉

”
,不 断暴露出觊觎王权、反

叛朝廷的野心。究其原因,一是刘邦分封
“
同姓子弟

”
为王 ,

种下了祸根 ,二是他们
“
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

”
,“ 煮海水为

盐
”
,政 治经济势力 日益膨胀 ,更加助长其野心。

“
异时盐铁

未笼 ,布衣有朐邴 ,人君有吴王 ,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

之饶 ,薄赋其民,赈 赡穷乏 ,以 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

作。
”“

一家害百家 ,百 家害诸侯 ,诸侯害天下
”
E9彐 (67页 )。

文帝时
“
吴王日益娇横

”
,晁错称其

“
不改过 自新 ,乃 益骄恣 ,

公即铸钱 ,煮 海为盐 ,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
”
。盐铁专卖政策

将盐铁资源收归国有 ,严禁私人铸钱 ,大 大削弱了诸侯王和

地方豪强的经济势力 ,对诸侯王反叛朝廷的
“
私威

”
和

“
逆节

”

E5](卷 35),从经济上给予了沉重打击 ,有 利于中央集杈。

其次 ,扩 大财源 ,改 善财政状况 ,为蠃得反击匈奴战争的

胜利提供了充足的财源。秦汉来自边防的严重威胁 ,首 推匈

奴。匈奴是长期居住在北方边境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 ,“ 其

俗 ,宽则随畜 ,因 射猎禽兽为生业 ,急 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利则进 ,不利则退⋯⋯”
,“ 士力能弯弓,尽 为甲骑”。战国时 ,

匈奴
“
控弦之士三十万

”
,秦 统一六国,派 蒙恬率军

“
北逐匈

奴
”
,匈奴单于

“
头曼不胜秦 ,北 徙

”
。由于秦末汉初长期战

争 ,匈奴趁机而人 ,控制长城内外大片地区。西汉建立后 ,刘

邦虽与冒顿单于结
“
和亲

”
之约 9但并未阻止匈奴的南下E4]

(卷 110)。 终西汉前期七十余年 ,匈 奴侵盗边境不断 ,抢 掠人

口和财物 ,北边无宁日。解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 ,是 汊武帝

即位后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但为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是 ,

匈奴利用骑兵灵活机动的优势 ,袭击汉军 ,使汉武帝迅速聚

歼匈奴的梦想成为泡影。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旷日持久 ,造 成

西汉财政的严重危机。通过财经改革 ,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

政困难问题 ,“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 ,故 能赡之
”
,而且有助

于国力的扩张和防止外部侵略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

的巨大破坏。从这一点上说 ,汉 武帝的财经改革 ,不仅对汉

代经济的发展 ,而 且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也是有贡献

的。特别是把西域广大地区纳人西汉管辖下 E5彐 〈卷 96),并

在周边新建二十多个郡级地方政权 ,一统于西汉之下 ,不 仅

使君主统治真正走上集权政治的道路E15](311页 ),而 且实

现国家的大一统 ,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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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udi of the IΙ an Dynasty carries out a largeˉ scale econon1ic reforⅡ l and promulgates

a sires of‘
‘
new policies” 。 

′
r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hcies, whose main purpose is to solve￡ i-

nancial problems, sets a precedent for the reforn△ and normahzation of the feudal financial system

and pohcies and lays a1material econon1ic foundation for the consoh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eud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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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出版社出版。

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以气节学术文章 ,冠冕一代。其著述甚为宏富 ,总 目为 269种 ,传世无疑者 220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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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共 吐55万字 ,一 函 6册。王文才先生为《序》,述杨升庵学术文章及丛书编纂缘由。该丛书出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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