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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北宋初期赵匡胤的财政改革
李玉环

宋太祖赵匡胤作为宋朝的开国之

君，一方面对外用兵，消灭割据势力，

实现国家统一 ；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

设，重塑国家体制，推动社会经济文

化建设，在“文治武功”上均有重大建

树。鲜为人知的是赵匡胤在财政改革

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创新，为宋朝的巩

固和工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制其钱谷”，强化中央集权

宋朝建立之初，如何缩减地方藩

镇权势、加强中央集权是赵匡胤必须

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他提出“稍

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三大

纲领，以保证宋朝长治久安，代代相

传。“制其钱谷”和“收其精兵”，就是

削减地方藩镇节度使的财权和兵权，

“稍夺其权”则是要限制和缩减其行政

权。在“制其钱谷”方面，采取了如下

措施 ：

一是从建隆年间（960-963 年）开

始“以朝官掌税收”或“以京官知场务”，

集中征税权。“以朝官掌税收”就是派

出朝廷官员赴地方掌管税赋的征收权，

以朝廷京官担任征收税赋现场官员，

掌控税赋的征收。通过这一措施，各藩

镇的税赋征收权转由朝廷京官掌控，

限制了地方藩镇滥征税赋的行为。

二是颁布“乾德二诏令”，调整中

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关系。将历史形

成的“上供、送使、留州”三分制调整

为“上供、留州”两分制，废除“送使”

制度，要求各藩镇将扣除各地方必要

支出外悉数上解朝廷，阻断各藩镇利

用“留使”“留州”截留侵占应上解中

央税银的渠道。

三是在开宝年间（967-976 年）设

置“便钱务”，要求“留州钱物尽数系

着省”。设置“便钱务”就是设置专司

货币兑换汇兑机构，以便于货币流通，

控制资金的汇兑流通，使资金尽可能

回笼至中央。而“留州钱物尽数系着

省”则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原来

以“留使”名义存留于州郡的钱物转

于中央名下，即确认朝廷对该钱物的

所有权，或者将其所有权收归中央，

使藩镇不得随意使用。

四是设置“转运使”等使职，在

行政建制上控制地方财权。转运使一

职在唐代已有设置，主要负责将各州

征收的税赋运至京城或中央指定的地

方，但在唐末、五代时期由于一些藩

镇以“送使”和“留州”名目恣意截留

税赋，以致无物可转运，转运使制度

名存实亡。宋太祖乾德元年（963 年）

开始任命转运使，在四五年后才形成

逐路建制的全国性组织，其转运的职

责已不明显，而主要代表朝廷对一路

的税赋进行监督和控制。

“舍人税地”，改革“两税法”，改进

两税征纳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开始

实行“两税法”。所谓“两税法”，是以

土地、资产为依据划分户等，在户税

和地税的基础上，将税额分夏秋两季

征收的田赋制度。“两税法”改变了自

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

“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

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向“舍人

税地”的方向发展。宋朝立国后在田

赋方面继续沿用“两税法”，由于采用

“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私

自买卖，地方豪强大势兼并土地，土

地集中趋势进一步加剧，大量农民失

去土地，成为流民，无力承担两税。

赵匡胤根据这一情况及时对“两税法”

进行了完善和改进。

一是将两税由依据纳税户的财

产、土地征收，调整为主要以纳税户

的土地田亩为依据征收。二是在两税

征收时间上作了更为合理的规定。根

据各地具体气候条件确定不同的征收

时限，从根本上解决两税征收时限问

题。三是解决两税征收的“折科”问

题。“两税法”原则上只征收税钱和税

粮两种，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朝廷

和官府为了满足其他方面的一些特殊

需要，往往将征收的税钱和税粮折算

其他物品征收，即所谓的“折科”，或

称“折纳”。对“折科”范围予以限制，

并简化“折科”的程序和手续，进行规

范，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折科”产生的

两税征收弊端。四是降低两税中征收

税钱的比重。五是“遣官度田”，清丈

土地，稳固两税征收税基。六是整治

两税征收中一些具体问题，尽可能减

轻一般税户的负担。

为了确保两税的征收，向各地派

出两类使者“监输民租”。一类由朝廷

大员担任，重点监督藩镇、知州和县

令等各级官吏 ；另一类则是秘密的“侦

者”，不仅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而且

还负有前一类派往地方“监输民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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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廷大员进行监督“侦告”的职责。

还鼓励各级官吏相互检举，甚至“募

民”告发官吏在两税征收中的不法行

为。对于违法者，一经告发，不论其是

否在任，必须追查到底，一经查实严

肃处理。

颁布《商税则例》，强化商税管理，

改善营商环境

赵匡胤于建隆元年颁布全国通

行的《商税则例》，要求“诏榜商税则

例于务门，夫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商税则例》的具体内容目前无从确

知，但根据《文献通考》保留的片断分

析，其大致包括征收商税的范围、商

税税种及其税率、对偷税和逃税的处

罚等内容。朝廷设有专门的商税征收

机构，在开封设都商税院 ；各地设有

商税院、商税务 ；不设商税院和商税

务的地方征收机构，称为税场，由商

税院或商税务派人前往征收。

《商税则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由朝廷颁布的、采用公开张榜于税务

机构门前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则

例》的颁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是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税法统一，有

利于促进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为宋

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

将商税征收权集中到中央，各地依例

征收商税，不得擅自加征，避免了唐

末五代以来商税各自为政、滥征苛敛

的问题。《商税则例》奠定了两宋商税

制度的基础，此后尽管进行了多次修

改完善，但其“惠通商贾”的基本精

神则一直保留下来，对两宋工商业的

长期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保证和促进

作用。

利用厢军，推进役法改革

 宋朝以前的五代徭役主要分为

夫役、职役和官户役三类，大多是继

承唐末役法而成。夫役也称“力役”，

主要是从事修筑城池、官廨，治理河

道，维修堤堰、驿路，以及为军队运送

军需物资等。夫役通常由民户服役，

重大夫役如治河修城，则随时抽调民

户，作业完成后即行遣散。夫役涉及

面广，征役无节制，劳动强度大，也

是徭役中最为繁重的，服役者主要是

中下层民户。宋朝的普通夫役主要由

厢军承担。宋朝“初置壮城、牢城，备

诸役使，谓之厢军”。以后厢军兵种逐

步扩大，“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

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

堰埭等”，都“因事募人”编为厢军，

设立新的厢军号。在宋朝各路厢军的

军号多达二百以上，其中大部分军号

都标明服役的内容，如河清军负责黄

河治理、静淮军负责淮河维护、广固

军负责京城维修、作院军负责制造武

器。各州府也均设有城池的壮城军等

从事各种杂役。

这一做法，减轻了朝廷供养“剩

员”的财政负担。更为重要的是由厢

军承担原来由民户承担的夫役，也使

民户解脱出来，能专注于农业生产，

避免因服役而耽误农时，有利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采取的上述财政

措施，为保证其“三大纲领”的落实、

宋朝建国初期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

 责任编辑  廖朝明

财政动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系统集中举办依法行政培训班
3月21日至23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举办2023

年度兵团财政系统依法行政培训班，突出“四个聚焦”，给
财政干部讲理论、讲法治、讲业务，财政干部的法治意识、
依法行政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一是主题向中心工作聚焦。培训聚焦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党中央、国务院对财
政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兵团党委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

二是课程向重点业务聚焦。培训注重理论与实践、业
务建设与法治建设相结合，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主
要内容，同时聚焦业务实操，将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行

政处罚法、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等作为重要课程。
三是人员向重要群体聚焦。培训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既做到兵师两级财政部门全覆盖，财政系统近2500人参训，
又注重领导带头，兵团财政局党组负责同志带头参加学习，
各师市财政局局长带头听课学法，形成了良好示范效应。

四是目标向实用实效聚焦。培训结束后，兵团财政局
会同司法局组织参训人员开展综合法律知识和专业法律知
识测试，进一步加深理解、检验实效。同时，发放1000份调
查问卷对本次培训进行回访，好评率在95%以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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