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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礼华

秦亡汉兴得失于财税

中
国财税博物馆古代财税历史

展厅中有一个历久弥新的展

示 内 容 —— 秦 亡 汉 兴。两 千

多年来，每当中国社会发展出现重大转

折时，人们总要重温这段历史并赋予它

新的诠释。就制度而言，“汉承秦制”是

历史的真实，但为什么几乎相同的制度，

秦王朝只维持了 15 年，而汉王朝却持续

了约 400 年呢？其中财税政策的宽严得

失，引发民心向背，则是它们兴亡的最重

要原因。

崇尚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始皇并吞六

国后，改王为皇，自称皇帝，迅速统一了

文字、货币、度量衡，建驰道，设常备军，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为中国封

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平台。但好大

喜功的秦皇嬴政，并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社会转折，而是继续超越国力和财力，

大上其政绩工程。他发兵北击匈奴、南征

百越 ；不惜民力建阿房宫、造郦山始皇陵、

筑万里长城 ；还多次巡游、封禅祭祀，耗

费了极大的财力。当时全国人口只有 2000

万，其中男劳力 400 万人，被秦始皇征发

服役的男劳力竟达 300 万人，占全国男劳

动力的 75%。本来规定 17 岁以上男子每年

服劳役 1 个月，而秦始皇则无期限征发，

以至于有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

民间传说。

为了满足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秦始

皇唯一的办法是增税。他把农业税税率从

历史上人们所认可的“什一税”一下子提

高到“收泰半（意为三分之二）之赋”，即

从 农 作 物 收 获 量 的 10% 提 高 到 66.67%，

征收人头税高达每人每年 1000 钱，还派

发了不少临时征调，以至于“口赋盐铁之

利二十倍于古”。急征暴敛，使“民不聊

生……天下父子不相安”，“百姓靡敝，孤

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男子

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农

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纷

纷流亡，国家编户的纳税百姓不断减少，

财政入不敷出。最终，“海内愁怨，遂用溃

畔”，貌似强大的秦王朝灭顶于秦末农民

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汉初，人口锐减，生产停滞，满目疮

痍，国民经济几近瘫痪。秦末农民大起义

战争中的胜出者——沛县（今江苏）泗水

亭长出身的刘邦，当上了开国皇帝。深知

老百姓疾苦的刘邦，为了尽快恢复生产，

改秦始皇严刑峻法的“法家治国”为与民

休息的“黄老之学”治国，实行“填以无为，

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宽厚政策。将农

业税从秦的“泰半”改为十五分之一，即

将税率从 66.67% 降为 6.67% ；文帝时再降

为三十分之一，即 3.3%，有些年份还实行

免征。人头税也改为 7 岁至 14 岁的少年儿

童征口赋 20 钱 ；15 岁至 56 岁的成人征收

算赋 120 钱，后来又减为 40 钱。后世所谓

“人口”一词即由此而来。汉景帝将男子开

始服役的年龄从秦代的 17 岁提高到 20 岁，

后改为 23 岁，并明确免除徭役的年龄为

56 岁，役龄男子在本县服无偿劳役也严格

执行每年不超过 1 个月，大大减轻了老百

姓的负担。

为了减少财政支出，汉初几代皇帝崇

尚节俭。汉文帝在位 20 多年，宫室、车骑

都没有增添过。有一次，他想建筑一座露

台，一计算要 100 斤黄金，相当于 10 户中

等人家的财产，于是就把这项建设计划取

消了。他和后宫的衣着都很简朴，不但自

己穿草鞋，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

她穿长度及地的衣服，不准她用绣花的帐

子，以此做天下的楷模。同时，他还主张

薄葬，他的陵墓不用金银铜锡装饰，一律

用瓦器，并要求依山建陵以减少土方堆砌

的工程量。汉景帝为了节省财政支出，规

定陵墓中建造的陶俑长、宽、高都要缩小

到实物的 1/3，如武士俑从真人高 170 厘米

左右缩短到 56 厘米，使整个体积缩小到

1/27，从而大大节省了建陵的工程费用。

另外，对屡犯边疆的匈奴，汉王朝也采取

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缩减了国家军费

开支。从西汉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都对入

侵的游牧民族采取打得过打、打不过便想

办法和亲的策略，以求边境的安宁。

可见，秦代由于财政上扩张靡费，横

征暴敛，民怨沸腾，导致亡国 ；汉代则由

于厉行节约，轻徭薄赋，涵养财源，促进

了经济繁荣，获得了百姓的拥护，得以长

治久安。      

(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  陈素娥

80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经史话
	秦亡汉兴得失于财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