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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内容是汉化运

动，具体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

革官制和律令，迁都洛阳，改易汉俗等。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财政改革的内容主

要包括推行均田令，加强户籍和人口控

制，拓展税源和役源；改革租调制，建

立北魏新的租调制，拓展税基；建立三

长制，加强社会基础组织，强化租调的

征收管理；实行新官制和俸禄，规范朝

廷官府官员薪俸，打击官员贫腐行为。

推行均田令，加强户籍和人口的控制

自永嘉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方

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口凋敝，土地荒芜，

富豪兼并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随着征

服范围的扩展，北魏对于被征服的人口，

或将其作为“牧人”“新民”用于放牧，

或将其作为屯田者开发京师，更多的则

是作为“生口”赏赐各级王公贵族、将

领为奴，整体上对农业经济发展则未予

以重视。对于原来的汉族聚居地区，北

魏政权则实行“宗主督护”制，依靠汉

族地主进行统治。在“宗主督护”制下，

依附宗主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

家，乃至万家，成为宗主的包荫户，逃

避赋税徭役，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

入和徭役征发。 

孝文帝均田制改革的目标，一是将

流民与北魏政权控制的荒田、废地结合

起来，通过授田把逃亡隐匿户口从地主

手中夺取过来，以保证国家的兵源和役

源，奠定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二是适

应土地私有制度发展的要求，加速北魏

政权封建化的进程。

太和九年（485 年），在冯太后主

持北魏朝政时颁布均田令，实施均田制

改革。根据“均田制”诏令，均田制的

主要做法如下：（1）凡15岁以上的男

子每人授露田40亩，女子授露田 20亩。

露田用于种植谷物，来源于无主荒地。

奴婢视同普通农民授田，人数不限，授

田归主人占有。丁牛（4岁以上）每头

授露田 30 亩，每户限牛 4头。所授露

田不得买卖，年老身死还田给官府。（2）

初受田者，男子每人另授桑田 20亩，用

于种植桑、枣、榆树等经济作物。桑田

为世业田，终身不还，可以世袭，但限

制买卖。不宜种桑的地区，男子每人授

麻田 10 亩，女子则授麻田 5亩，奴婢

按同一标准授田。新定居民户还可分到

少量的宅田，每3口一亩，奴婢5口一亩，

宅田也属世业。（3）桑田按现有丁口

计算。桑田为世业，允许买卖，但受限制。

原有桑田已超过应授田数，“无受无还”；

达到应授数的，不再授田；超过应授数

的部分，可以出卖；不足应授额，可以

买足。（4）若全家都是老小残疾的，

11岁以上和残废者各授丁男一半之田，

年过70的不还所受。寡妇守志，免课租

调并授田。（5）地狭的地方，居民可以

向空荒地区迁徙授田；地广的地方，居

民不许无故迁徙，可随力所及向官府申

请借种授田以外的土地。

北魏政权通过均田制改革，使其原来

不能掌控的户籍和人口成为其掌握的在

籍人口，将原来由豪强地主掌控的隐匿

户口，转为北魏朝廷直接控制户口，达

到编户齐民的目的。自此北魏政权掌握

的户籍人口大大增加，到正光元年（520

年）全国户口受到500万户，比西晋统一

后的全盛之时增加1倍，而此时北魏南

边边境不过淮南，疆域比西晋太康时期

要小的多。编户人口的增加，保证北魏

政权的兵役来源和财源。其次，均田制

的推行推动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不

仅为租调制推行提供了依据和基础，而

且为北魏政权取得租调提供了物质基础。

结合均田制的推行，改革租调制度

北魏政权在推行均田制的基础上，

对当时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北

魏政权建立之初，国家财政收入大部分

来源于掠夺经济，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和

野蛮性。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北魏

前期的君主借鉴并吸收了中原地区原有

的租调制度，对其赋税制度进行了初步

整顿。大体说来，孝文帝改制前的赋税

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西晋“九品混通”的

办法，即以户为征收单位，依据每户资

财多寡划为九等，根据各户品级分摊不

同数额的租调。由于九品的评定权掌握

在当地豪强大姓手中，他们把负担转嫁

于农民，还大量隐匿户口，严重影响了

北魏政府的财政收入。

太和十年（486 年）即均田令颁布

的次年，孝文帝颁行新的租调制。一是

以一对夫妇作为租调的征收单位，改变

了原来以户作为租调征收单位的做法，

扩大了租调增收的基础。二是新的租调

制度建立于均田制的基础上。北魏均田

令中分别夫妇进行授田，在授田的基础

上按一夫一妇作为租调的征收单位征收

租调。一夫一妇作为最小的生产单位，

在朝廷授予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劳动，以

其劳动成果向朝廷交纳租调。三是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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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调的征收标准。新的租调制改变了过

去贫富悬殊却承担相同的赋役和赋税的

状况，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

秩序。四是新租调制下人们负担的租调

更为合理。新租调制规定奴婢和耕牛也

有缴纳租调的义务，在扩展租调的征收

基础的同时，也使人们的租调负担更为

合理。租调征收标准虽然有所降低，但

由于税基的扩大，朝廷征收的租调收入

反而有大的增加。

推行三长制，建立完善基层赋税征体系

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创设三长制，

取代宗主督护制。根据三长制的规定，

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

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之间

为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三长直属州郡，

其职责主要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

发兵役与徭役。

实行三长制后，原荫附于豪强地主

的荫户将成为国家的编户，抑制地方

豪强荫庇大量户口，朝廷直接控制的自

耕农民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相应增

加，农民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三长制

的推行不仅仅是健全了北魏政权的基层

组织，强化北魏政权的基层社会管理，

从财政收入角度来讲，三长制的创设更

是建立和完善了财政收入（赋税、徭役）

征管体系，为财政收入的征管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实行三长制后，租调的征

收、兵役或徭役的征派均由三长负责，

征收的租调和征派的兵役徭役直接面对

州郡，可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征收和

征派的效率，而且还可以减轻租调的侵

占，减轻农民赋税负担。

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经济在逐

步恢复基础上得到较快的发展，社会逐

步走向稳定，与三长制的推行不无关系。

北魏的三长制后来成为北齐、隋、唐时

期乡里组织的基础，影响深远。甚至元、

明时期实行的粮长制也可以看到北魏三

长制的基因。

改革官制实行“班禄”制，规范官员俸禄

由于北魏政权是鲜卑草原发放建立

的，征服中原统一北方后，北魏政权因

袭鲜卑旧俗，仍不给官员发放俸禄。官

员在没有俸禄的情况下，就只有大肆搜

括盘剥百姓，他们往往与地方在族相互

勾结，或套取朝廷赋税，或对小农进行

高利贷盘剥，有的甚至公开抢夺财产。

皇兴四年（470 年），北魏献文帝根据

大臣建议，采纳汉族惯例给文武百官发

放俸禄的制度，即采纳“班禄”建议。 

实行“班禄”制，一方面规范了财政支

出行为，保证了北魏官员取得正常性收

入，以保障其维持日常生活需要；另一

方面也为规范财政收入行为创造了条

件，辅以禁止私自征收赋税和打击贪腐

行为，可以避免官员侵蚀和侵吞朝廷的

租调等，有利于保障朝廷的财政收入，

也可适当减轻农民租调负担，缓和当时

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评价

北魏孝文帝的财政改革是我国财政

改革史上较为成功的一次改革，其成

效不仅影响北魏，而且影响到以后多

个朝代的财政制度，直到唐代中期两

税法实施后，租调制被两税法取代。

北魏均田制和租调制改革后，这一制

度为以后的朝代所采用。北魏孝文帝

的财政改革对于当前的财政改革仍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是财政改革应当与时俱进，适应

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财政是

政之财，是财之政。所谓政之财，财政

是政权之财政活动，财政应服务于政权。

所谓财之政，则是财政活动是政治活动，

财政应围绕着政权运作而运作。北魏孝

文帝财政改革距曹魏建安五年（200年）

推行租调制到已经过去 256 年，距北魏

政权建立也已经过去八九十年，其时的

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变

化，租调制建立和运行的社会政治经济

基础已不复存在。北魏政权建立之初其

主体属游牧民族，经济基础主要是牧业，

而到孝文帝时期中原农业成为其主要经

济基础，其统治区域已转到中原大地，

改革租税制度，适应中原农业经济发展

的需要，成为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

也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文化方面来看，北魏进入中原后，汉

化水平逐步提升，特别是孝文帝时期已

经进入全面汉化阶段。

二是财政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措施

相适应，相配合。财政改革主要解决

当时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问题，以保证

北魏政权巩固。而财政问题则涉及如何

缓和当时存在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

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北魏政权分别从

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推

进改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出组合

拳，通过均田制的推进改革当时的土地

制度，为财政改革的推进提供经济基础；

通过三长制的建立，既将承担徭役的农

民直接掌握有郡县手中，另一方面将租

调收入的征收责任落实在三长上，确保

了征收责任的落实；配套进行当时朝廷

重要支出官员的俸禄改革，防范官员因

个人收入问题对财政改革的干扰。

三是制度的设计应当在可能的情况

下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减少改革

措施推行的阻力。北魏孝文帝改革在均田

制、租调制、三长制等方面均注意考虑当

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基本上没有

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如上所述在均田

制方面，给予豪强地主拥有的奴婢授田，

给予其拥有的耕牛授田，使得这些豪强

地主可以比平民获得更多土地。三长制

中三长的选任也主要从地主阶层产生，

并且在租税和徭役方面拥有特权。至于

班禄制，则主要是考虑保证官员从政取

得相当的报酬，保障其正常生活需要。  

（作者为财政部会计司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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