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史研究．

谈

敏

汉
武
帝
时
期
的
工
商
资
产
税
问
题

公开主张收关市之利以实官府＠；俏家代表
人物孟柯在强调 “ 关市讥而不征” ®, “寤
无里夫之布“ ＠之同时，也主张 “征商” 以
打击投机商贩的垄断活动；法家商鞅倡言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 ©,更是开
重征商税之先河。 惟先秦之征商， 一般系指
对市场上出卖、 储存或通过关卡的 商 品课
税， 不是直接以纳税人的财产或收入作为课
征对象。

汉初实行 “重租税以困辱“ 商贾＄之政
策， 史书中仅提到 “贾人与奴婢倍算＠ ＂ ，这
属于那时推行的人头税范围，也未涉及工商

资产税。
征收工商资产税，肇端千武帝统治初期。

先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 初 算 商

车” ，后又于元狩四年（前119年） “初算 缗
钱 ” @。 二者都是对工商业者的资 产的课
税， 前者规定商贾拥有车船者须缴纳 车 船
税， 如 “始税商贾车船令出算＂ ＠；后者则
是对商贾积存的现钱课税， 即 “谓有储积钱
者，计其缗贯而税之“ @。 工商资产税的推

行， 为封建统治者的收入开辟了新的税源，

其他传统形式的工商税收入，如 “市肆租税
之入“@，仍为皇室收入的来源之一。 至于 关
税则已退居无关紧要地位， 其收入只足供守
关吏卒之用＠，无补于皇室的收入。

工商资产税的开征，经历了一个发展和
变迁的过程。 最初只是确定了 “ 算招车、贾人
之缗钱皆有差 ＇， ＠的征课原则，并未坚持实
行。 此后财政困难日益严重，为了推行缗钱
令， 先是树立畜牧主卜式输财助边的典型，
将他破格任命为中郎， 赐爵左庶长，借以鼓
励其他富商大贾出钱捐助政府。 然而， “百
姓终莫分财佐县官” 颐， 无人响应政府号
召，于是才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告缗事件，发
动人们对隐瞒财产或申报财产不实的工商业
者进行告发。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

汉武帝即位以后，由千抗击外族入侵和
“内兴功业” 的需要，一改汉初薄赋轻摇的

指导方针，扩大租税收入以应付巨额的财政
开支。 而征收工商资产税一一 “ 算缗钱 ＇＇，
就是 这一时 期增加封建租税收入 的特殊方
式，同时也成为我国古代税收史上的一 个突
出事件，值得我们予以认真研究。

一、 工商资产税的产生与沿革

在我国古代，对工商业征税由来已久。
以商税而论，早有所谓 “ 关市之赋＇， ＠，并
设胀人一职负责监督商业纳税事务＠，包括
“列肆之税” , “守斗斛铨衡者之税” , “质

人（掌订立成交商品之文字凭证）所罚之
款” 、 “犯市令者所出“ 、 “货贿诸物邸舍
之税” 等等＠， 而以最后一 项 “膳布” 即货
物税的征收为最重要。 到春秋战国时代，虽
然 “ 关市不征” 的观点较为流行，但赞成征
收商税者仍不乏其人。 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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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杨可主持告缗， 三年后又宣布 “令民告
缗者以其半与之” ， 派遣大批官吏分赴各地
监督执行。 告缗行之数年， “得民财物以亿
计， 奴婢以千万数， 农田大县数百顷， 小县
百余顷， 宅

＇

$如之。 于是富贾中家以上大率

破＂ ＠。 由此可见， 工商资产税从元光六年
“初算商车” 起算， 到元封元年 “ 不复告

缗＇， ， 总共近二十年时间， 其前十年可视为
创设此新税制的尝试摸索阶段， 大抵一度行
之辄止。 元狩四年正式颁布缗钱令后， 最初

两年仍采取树立典型、 加以引导等方式， 希

冀富商大贾能自觉按照新税制捐税以佐国家

之急。．，不期此举终未见效， 才转而乞助于政

治权力， 发起了大规模的告缗运动， 稍后又

以重赏告发者为手段将此运动进一步升级，

以致在五年时间内， 形成了 “ 杨可告缗遍天

下，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 的局面。 此后虽

停止告缗， 但工商资产税这一新税制却被保

留下来， 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征收工商税的
一个重要内容。

不仅如此， 随着告缗运动的广泛展开，

算缗钱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 一是课税
范围由原先以现钱和车船为主扩大到包括田

宅、 畜产、 奴婢在内的一切财产＠， 将全部
财产均按一定价格折合成现钱以充作纳税的
基数。． ， 二是课税对象由初时 “只为商贾居货

者设“ @,扩大到 “凡民有蓄积者， 皆为有

司所隐度矣， 不但商贾末作也” @。 这意味
算缗钱在执行过程中由单纯的工商资产税向
一 般财产税的转化。 但算缗钱总是以课征工
商业者的财产作为创设此税制的起因，而工

商资产税也始终构成算缗钱收入的基本项

目， 此所以实行告缗后， 主要是 “商贾中家

以上大率破” 。
工商资产税的产生， 从表面上看是由于

“武帝伐四夷， 国用不足” 之所致。如深入
分析， 其原因并不只此一端。 汉初商品经济

的发展， 商人的兼并投机活动随之日益猖

獗。 这可能诱使农业生产者弃农经商或直按

置农民于困苦境地，从而对农业产生破坏作
用。 所以， 不论是出于解决 “国用不足” 的

财政困难， 还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的地主经
济基础， 均为新的工商税制之创立提供了条
件。

汉初的税制尚以人头税和劳役代金为主
要内容， 它虽然规定商贾 “倍算＇， ， 但一年

缴纳二百四十钱的双倍算赋， 对千富商大贾
的巨额赢利， 又何足挂齿。 加上汉初税制系

以货币作为重要的征纳物， 农民须出卖农产

品来换取现钱以交纳口、 算赋或更赋， 这反

而为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上下其手， 掠夺纳
税农民创造了机会。 所以说那时产生 “法律
贱商人， 商人已富贵矣” 的现象， 其税制上

的漏洞未始不是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 原因之
一。 可见， 汉武帝时代提出对工商业者的财

产实行征税， 就税制本身而言， 也有其现实
针对性。

另 一方面， 汉初税制也为创设工商资产
税准备了某些先行思想资料。 我们知道， 工

商资产税属于财产税的范畴， 在秦汉以前的

财产税一 般是以土地财产作为征课对象， 比

较次要的或许还有对房屋财产的课税＠， 不

论土地还是房屋， 均属于不动产。 至汉初才
有将现金及其他动产纳入财产税课征范围的

先例。 如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
曰s

“令皆算十以上乃得宦， 廉士算不必
众。 有市籍不得宦， 无皆又不得宦， 联甚愍

之。 曾算四得宦， 亡令廉士久失职， 贪夫长
利。 ＠

这里所谓 “皆算 ＇＇ ， 即是古代财产税的

专门用语。 它的特点是先对纳税人包括动产

和不动产在内的全部财产进行估价，然后根

据财产折价后的货币总额按＂砦万钱 ，算百二
十七＂ ＠的税率标准征课。 从以上 引文来

看， ＇，皆算” 的目的之一在千确定纳税人的

财产等级， 并规定必须符合一定的财产等级

才有资格加入统治阶级的行列。 这一等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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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原先规定”砦算十以上乃得宦” ， 以一方
钱财产出一算计， “算十” 即指选拔官吏的
最低财产标准是十万钱。 这意味拥有 “ 中

民” 之产励以上的地主阶级成员才有可能晋
升为封建官吏。 后来景帝为了扩大封建地主
政权的统治基础，放宽了选拔官吏的财产税
标准， 规定 “皆算四得宦” 。 以财产税的缴
纳为标准来确定纳税人是否享有 “得宦” 的
政治权利，这是汉初税制的又一特征，与当

时流行的 “入粟拜爵” 思想是相一致的。

汉初涉及 “砦算” 的文献记载， 仅上述
一例，这恐怕与那时的一般财产税制度尚未

成熟有关。 至于此税制是否包括对商贾的征

课，则语焉不详。 如果将 “有市籍不得宦"
一语与前述 “令皆算十以上乃得宦“ 联系起

来看，似乎商贾也须交纳 “砦算＂ ， 只是

“不得宦” 而已。 可是史书记载后来出现的
“初算商车” 、 “初算缗钱”一类说法，又

明确指出工商资产税的征收始于武帝之时。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汉初设立 “皆算” 制度

系出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特别是确定官吏选

拔之财产标准的政治需要，而增加财政收入

并非其主要目的。 据此，商贾已被取消 “仕
宦为吏” 的选拔资格，自不必对他们的财产

等级及其 “皆算” 标准严加追究。 故真正财
政意义上的工商资产税之开征，仍应从武帝

时算起。 但无论如何，汉初既已实行过包括

现钱等动产在内的一 切资产的 “皆算” ，则
后来征收工商资产税就不是空前的创举，只

是算赋的扩大并以工商为主要对象而已。
以上分析了工商资产税产生的客观条件

及其发展情况，下面进一步研究这一税制本

身的结构及其利弊，其中又以 “算缗钱” 作

为主要的考察对象。

二、 算缗钱的具体内容

史书中关于武帝时推行算缗钱的记载如
下 ＄ ＠ 

“馅贾人末作赏贷卖买，居邑稽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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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商以取利者， 虽无市籍，各以其

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诸作有租
及铸， 率缗钱四千一 算。 非吏 比者 三
老、 北边骑士， 韶车以一算，商贾人貂
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

占不悉，戍边一
、岁 ｀没入缗钱。 有能告

者，以其半界之。 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
属， 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敢犯令，
没入田僮。 ”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

皆遇告。 杜周治之， 狱少反者。 乃分遣
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田大

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于

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

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而县官有盐铁缗

钱之故，用益饶矣。 ”

“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

令水衡主上林。 上林既充满， 益广。
……乃分缗钱诸官， 而水衡、 少府、 大

农、 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

田田之。 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

兽，及与诸官。 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
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来乃
足。 ”

由上可知，算缗钱的推行包括以下儿项具体
内容；

第一，以私营商人、 手工业者、 借贷取

息者，以及没有市籍但从事围积财物和经商
取利者的财产作为征课对象。

第二，课税标准分为三类，一类是商人

和高利贷者的资本，凡缗钱二千出一算即一

百二十钱，其税率为百分之六。 另一类指手

工业者的资产，按缗钱四千出一算计，其税

率为百分之三，第三类专就应纳税的车船所
有者而言， 它又细分为商贾和非商贾两类，

非商贾之人的应税招车，每辆出一算，商贾

之车税则加倍为两算。 此外船长五丈以上者
均按一算征税。



第三， 为了防止商人将资产 向土地财产
方面转移，重申商贾及其家属不准占有土地
的禁令，、 犯令者将其田产和僮仆没收归官。

第四，财产数额由纳税工商业者自行向

官府 申报。 封建政府派遣掌管监察刑狱的官

吏分赴各地监督申报的核查和征收事宜，又
鼓励人民对 虚报财产的工商业者检举揭发，

并以隐匿或虚报资产之半数作为告发者的报
酬。 如有隐匿不报或申报不实者，罚其到边
地充军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财物。

第五，算缗及告缗收入原则上属于皇室

收入，归于上林苑，由 少府属官水衡负责掌
管。 其支出除了满足皇室需求而外，可分拨
部分 供国用。 至于没收来的田地和奴婢，则
直接分配给皇室和国家各部门用千耕种或供

其驱使，故公私部门纷纷设置农官并须承担

众多奴婢的生活给养。

三、 算缗钱的利弊及其影响

算缗钱作为一种以工商资产为主要征课

对象的财产税，从税制本身看来，具有以下
一 些优加第一，以纳税人所有的或属于他
支配的财产作为课税对象， 这比起口、 算赋

或更赋不论贫富差别一律以人身作为课税对
象，显然更符合负担平均的原则。

第二，将测度个人纳税能力的 财 产尺

度， 由以往的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扩展到工

商业者的一 切动产和不动产，不仅堵塞了封
建财产税制上的一个涌洞，而且还可以减轻

土地所有者的财产税负担。
第三，以往工商税的纳税人很容易通过

提高价格等手段将此类税负转嫁给一 般消费

者，而直接对工商业者的资产课税，一般说

来在经济上较难以转嫁。

第四，对不同的工商财产实行差 别税
率，这从原则上说是“算辂车贾人之缗钱皆有
差飞值得注意的是它特别将商人和高利贷者

的资本与手工业者的资产区别开来，－前者实

行二于钱而一 算，后者则四千钱一算，两者

税率相差一倍。 其中缘故因史书阙文， 不得
而知。 但如不是基于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憎

恶而有意加重其税率，便可能是已意识到商
业和高利贷的资金的周转快于一般生产事业
中的资金之周转。 如果是基千资本周转速度

的原因，那将是为古代租税思想增添了新的

内容。 至千民间招车一 般每辆出一 算，而商
贾招车出二算， 这种税率差别除了含有抑商
之意而外，似乎也注意到辂车之用千营利或

非营利的目的而作的差别规定。

但是，算缗钱在税收制度上也存在一 些

明显的缺点。 第一，对工商资产的课税既然
以现钱、货物一类的动产 为主，那在实际执
行中很难查实并是封建财政机构不可能承担
得了的任务。 因此， 只好由工商业者自行申

报，但让工商纳税入自行申报，必然出现隐

匿财产的弊端。 故以重赏鼓励人民告发实为

必不可少的补充规定。 而告缗令的推行造成
“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的后果， 这绝不能

像历来学者那样单纯归咎千统治者或少数酷
吏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工商资产税本

身的缺陷所 造成。

第二， 即使算缗钱规定本身无大缺陷，

在封建时代，由官府出而为工商资产进行估
价，不仅因官吏们往往随意估断， 难期确
实，而贪官污吏趁火打劫，徇私舞弊，也会

把好事变成坏事。

第三，根据汉初划分国家和皇室财政的
分立原则， “工商衡虞” 之入系划归皇室收

入范围。 据此，工商资产税自然应归入皇室
财政的收支系统。 这样一来，势必产生两个

弊端，一是由于 “算缗” 和 “告缗“ 收入的

大量增加，首先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个人享

用开支急剧膨胀，如 “宫室之修， 由 此日
丽飞引起财政上的浪费。 二是在皇室私裁因

征收工商资产税而大为充裕的条件下， 如继
续坚持国家与皇室财政分立的原则，那将造

成国用不足的偏瘫局面；若以皇室私藏供国

用，那是使国用仰给于皇室，既模糊了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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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财政分立的界限， 又是财政制度上的
轻重倒置。

此外， 当时对于所没收的田宅及奴婢的
处理方式， 系全部交付国家与皇室各部门耕
种或使用， 结果大量田地由私有转为官营，
须设置许多农官为之管理经营；而众多奴婢

分到各宫苑和官府从事 “养狗马禽兽”一类
的非生产性活动， 又使封建国家徒增四百万
石的漕粮并须官府自宋粮食才得以供养这些
单纯消费者。 所有这些， 不音给封建财政背

上一 个沉重的包袱。

由上可见， 算缗钱仅由于其税制本身的

缺陷， 即足以产生很多弊端， 何况封建官吏

在实行税制过程中常是任意行事， 更会出现
各种偏差。 例如， 缗钱令原来规定对手工业

者和商人的资产实行差别税率， 各为百分之

三和百分之六。 但缗钱令实行后， 各级官府
不仅将算缗钱的课征范围由工商业及贷放业

者的资产扩大到 “凡民有蓄积者” ， 而且大
大提高了税率标准。 一是对民间的各种财产

如田宅、船乘、 畜产、奴婢等， 按货币折价
后一律实行 “每千钱一算” 的课征标准， 即
税率为百分之十二； 二是 “ 贾人倍之” ， 将

其税率提高至百分之二十四�, 竟是原规定
的四倍！如果再考虑到官吏在财产核查和估
价过程中的营私舞弊行为， 则算缗钱给人民
带来的财产损失之大， 不难想见。

从公元前119年发布缗钱令起，到公元前
110年停止告缗时止， 前后共持续了九年时

间。 对千封建财政上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古代思想家一 般均持绝对否定态度。 此税制

在封建社会内必然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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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带来严重损害， 这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

对资产课税在租税制度中？〉毕竟是一种较为

先进的税制。 在二千年前的中国能有产生此
种税制的设想， 不能算是一件坏事。

。《周礼．天官．大宰》．

＠参见«周礼．地官· 司徒>: “联人掌敛市t次布、

绕忽布、 质布、 罚布、应布而入千泉府
”

.

＠见«周礼．地官· 司徒》 “质人” 及 “照人” 条之

郑注。

＠见«墨子》中《非乐上》、 «非命下＂等篇，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公孙丑上＞．

@«商君书·外内>.

@ «史记·平准书＞。

®«汉书·惠帝纪门应邵注。

面«汉书·武帝纪）．

＠同上书， 李奇注。

＠同上书， 师古注， 臣赞亦称： “此缗钱是储钱也”

＠见«汉书·食货志》。

@«汉书·武帝纪>' 太初四年，

@ «汉书·食货志》。

＠同上书。

＠«史记·平准书>.

＠《史记·张汤传》．

@«文献通考·征榷考>' “元狩四年
”

条．

＠丘浚：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二．

@«孟子·公孙丑＞中有
“

市胀而不征” ， 系指免征

市场中的商舍租税之意。 可见那时巳有属千房屋性质的市

照之税。 «管子》中也明确提到 “符千室星......是毁成

也” ， 见«轻重甲》及《国菩＂等篇．

@«汉书·景帝纪>.

＠同上书服虔注。 其中
“

算百二十七” 之 “ 七
”

字恐

系衍文。

@«史书·孝文帝本纪厂称
“

百金， 中 民十家 之

产” 。 一金值万钱， 中民一家之产即为十万钱．

®<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

＠参见«史记·张汤传门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