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
史话 商鞅 变 法的 财 政 经 济 措 施

徐志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338年），战国中期卫国

人，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原名公孙鞅。公元前361年，秦
孝公立为秦君，下令求贤，商鞅入秦。后来在奏国立下

战功，秦封之於（音W ù，今河南内乡东）、商（今陕西

商县东南）十五邑，号为商君，又称商鞅。
商鞅入秦后，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先后任左庶长、

大浪造（秦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两次主持变

法，辅助孝公 “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

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从政治、经济、军事

以至外交，全面实行改革，发展和巩固了秦国 的 封 建

制，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

了基础。
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他进步的历史观，他提出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
为变法制造舆论。同时，他在财政经济思想方面，亦显

示出了卓越的才能，这集中体现在变法的 过程 和措施

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确认土地的私有制，
发展封建经济。

商鞅变法之前，山东诸国基本上实现了从奴隶制的

公田制到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的过渡。秦简公七年（公元

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开始承认私田的合法

性；但是在这以后的四十多年，井田制仍然居于支配地

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商鞅顺应历史潮流，颁布命

令，“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 列传》）。所谓

“阡陌”是井田内纵横交错的田间小路，所谓“封疆”是井

田与井田之间较为宽阔的疆界。将“阡陌封疆”垦 为 农

田，实际上就是废除井田制，从法律上确认土地私有，
可以自由买卖。这样，就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为

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秦国处于偏僻的雍州之地，地广人 稀，劳 动 力 缺

乏。为开垦荒地，加速农业生产，商鞅十分注重加强和

增加劳动力。除了奖励耕织，规定“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史记·商君列传》）外，还采取具体措施。对内，他

采取户口“分异”政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者实行分

异，否则实行经济制 裁，“倍其赋”（《史 记·商君列

传》）。这样，父子兄弟各立门户，以小家庭为单位进

行生产，可以加强生产中的自动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规定农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使其永远

固定在自己所耕种的土地上，一心务农。对外，商鞅采

取徕民政策。邻近秦国的三晋（韩、赵
、

魏），地狭人

贫，劳动力过剩。于是规定，凡是向秦移居的 三 晋 之

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商君 书·徕民》 ）。这

种经济上的优遇，有利于吸引国外农民移居本国，以增

加国内的劳动力，从而发展农业生产，求 得粟多、国

富。
（二）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制定军 功奖 励

制，实行财产的再分配。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奴隶主贵族享有世卿世禄的特

权，父死子继，世代袭职为卿大夫，世代享受 俸禄。商

鞅颁布法令，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根 据军功的大

小，从新制定尊卑爵秩的等级，严格规定“利禄、官爵抟

出于兵，无有异施”（《商君书·赏刑》）。商鞅制定的

秦爵，共二十级，一至八级为民爵，九级以上为官爵；
每级都规定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对于宗室，特别

规定：“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

传》）就是说，贵族也得按军功大小确定爵位的高低。
凡无军功者，即使是秦君的本族也绝不允许无功受禄。
上述规定，实际上是实行权力和财产（归根结蒂 是 财

产，即土地）的再分配，即通过奖励军功，将土地从奴

隶主贵族手中再分配到农民和地主（主要是 地主）手

中。这是发展封建经济的一项重大变革。
（三）实行重农抑商的财政经济措施，促进农业生

产发展。
商鞅以重农政策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商鞅认为，农

业是“本业”，商业是“末事”，应当重农抑商，“国 之所

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为了达 到 这一

目的，商鞅在其变法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
以促进农业发展。商鞅采取的措施有：

（ 1）“訾粟而税”，实现“赋税平”。商鞅实行“訾粟

而税”，即根据农民收入粮食多少来征税，改变贵族俸

禄厚，对农民收税多，有害于农业生产的状况，“禄厚

而税多，……败农者也”（《商君书·垦令》）。为了保

证实施，商鞅实行“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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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以避免因国有“公量”，卿

大夫有“家量”造成的征收不合理的现象，实现了“上壹

而民平”（《商君书·垦令》）和“赋税平”（《史记·商

君列传》），做到了税收制度的统一，农民税收负担的合

理公平，使“壮农疾农不变”、“少农学之不 休”（《商君

书·垦令》），激发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

（ 2）“重关、市之赋”，抑制商业发展。商鞅主张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

借以抑制商业发展，以保证重农措施的实现。因此，商

鞅采用加重关市赋税的办法，使农民不愿经商，“重关市

之赋，则农恶商”（《商君书·垦令》）。

总之，商鞅的财政经济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策

措施，在变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对秦国而且

对其它各国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商鞅不愧为我国 历史

上伟大的社会改革家。

税务专管纵横谈

谈谈如何解决目前基层税务

部门存在的两个问题

柴国良河北围场县税务局

据我了解，目前基层税务部门有两个急待

解决的问题，一是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工

作问题；二是如何尽快提高税务干部的业务水

平问题。
首先，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是

搞好税收工作的思想基础。由于十年浩劫中林

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

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税务干部不安心本职

工作。还有的干部由于业务不熟，工作方式、

方法不当，在工作中碰了钉子，产生了税收工

作费力不落好，受气得罪人的片面观点。说什

么：“磨破了唇，跑细了腿，有人叫我们要帐

鬼。”如果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税务部

门就不可能有一支又红又专、朝气勃勃的专业

化队伍，就没有战斗力，就完不成四化建设所

赋予我们的任务。因此，要做好如下几点：

1.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理解和贯彻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教育干部认清形势，端正对税收工作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的地位、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增

强做好税收工作的光荣感。
2.进行为“四化”建设搞好税收工作的

教育，发动有经验的税务干部、老专管员同志

讲思想、讲政策、讲党的优良传统，搞好传、

帮、带。
3.及时召开生活会，用集体帮助与个别

谈心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 评。批 评要

中肯，要注意政治，帮助要耐心、诚心，逐步

解开同志们的思想疙瘩，轻装上阵，做好工

作。
4.要帮助同志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

家庭、生活、团结和组织问题等。
5.正确对待思想上有问题的同志，不要

疏远和抛弃他们。要团结和爱护同志。特别是

基层领导同志，要善于做人的工作。要以表扬

为主，对后进同志的点滴进步，要予以肯定和

表扬，同时指出不足之处，鼓励他 们不断上

进，使这些同志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其次，提高基层税务干部的业务水平，是

搞好税收工作的技术基础。就当前围场县71名

税务干部的情况看，全面熟悉企业财会知识和

税政业务的只有10名；熟悉一部分的25名，合计

只占总人数的50%。其余大部分同志对业务似

懂非懂，能配合工作，还有 8名同志对业务一

点不熟悉。有两个税务所，还没人懂企业财会

知识，每年检查汇算企业所得税时，全靠县局

帮助。类似围场县的情况，在承德地区的九个

县中，普遍存在。这与当前的税收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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