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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期在新冠肺炎肆虐下，臺灣的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中央通訊社的報導曾提到，根據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四月十四日所發布的「世界經濟展

望」報告內容指出，「台灣 2020 年經濟成長率為-4%」（詹益鑑，2020）。可見新冠肺炎對

台灣經濟的傷害頗為嚴重。為了減緩此一事件對於台灣經濟的傷害，政府在控制疫情的同時，

也同步推出各項紓困方案。尤有甚者，為了刺激國人消費、振興經濟，政府更推出農遊券及

三倍券等方案，雖然立意良善，然而繁瑣的程序以及公平性卻也使得相關措施受到質疑。 

  

       事實上，在中國也有許多朝代為了因應外來重大事件（如瘟疫、天災、外患）對經濟所

造成的嚴重破壞，因而推行一些措施，期能達到提振經濟、充實國庫等效果；如漢朝為減緩

征伐匈奴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如物價浮動），漢武帝推出均輸平準制度；唐朝時，為了負擔

平定安史之亂所需支付的龐大軍費，因而對鹽實行專賣制度。宋朝時期改行文人政治，更是

深受遼、金、蒙古多個剽悍外族入侵的傷害，財政負擔比起漢、唐兩朝猶有過之，也對於民

間的經濟型態造成影響。但是在歷史課本中，卻提及宋朝是中國歷史一個極為富庶的時期，

研究者臆測這是否與宋朝政府所推行的各項經濟制度有關係，因此想要整理宋朝在經濟方面

的各項制度與措施，再與中國的漢唐盛世以及手工業發達，重商主義盛行的明朝進行比較，

希望能找出宋朝之所以富裕的原因。 

  

   二、研究目的 

  

        （一）節選出宋代經濟相關制度，並進行解釋說明。 

       （二）分析宋代與其他朝代在經濟政策方面之異同 。 

        （三）以手工業及商業發展說明宋代經濟之發展程度。 

  

   三、研究方法 

  

    本文從正史記載及相關研究著手，舉出宋代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推行的各項措施，如專

賣制度、稅收制度等，並進行解釋。同時列舉出漢、唐、明三朝對於經濟的一些處理措施，

探究宋代的相關制度究竟對其經濟造成什麼影響。 

  

   四、研究流程

 

 

 

尋找主題 
設定研究目
的與方法 

文獻探討
（宋史等） 

統整研究 
結果 

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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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正文 

  

   一、宋代政府的經濟措施 

  

     （一）稅收制度    

  

        宋代稅收係以唐代兩稅法為基礎再加以改變。兩稅法在唐代會將每戶的人丁、田

產綜合計算進行繳稅；宋代則不然，征稅僅考慮每戶在田地方面之收益，至於人丁、

住宅等另立名目收稅，優點是收稅與唐代相比較為仔細，缺點則是在後期時，會另立

許多名目收稅，造成人民之負擔。另一方面，宋朝的稅收很大一部分是用於支出軍費，

而軍費之所以如此昂貴是因為宋朝會將流民等較無生存能力的人納入廂軍（侯家駒，

1979），意近於現在的後勤軍，藉由此類似以工代賑的制度維持社會安定。除此之外，

宋朝與前朝相比，所收賦稅更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工商業，從此時開始，工商業在中國

逐漸占有重要地位，工商稅的收入也成為宋朝財政收入的主軸。宋朝也順勢推出了如

過稅、住稅等新的稅收，下文將介紹此兩種稅制。 

  

      1、商稅種類及普及 

  

         商稅分為兩種：過稅與住稅。過稅，又稱通行稅，是指當流通商品經過稅場或城 

      門時所需繳交 2%的稅額；住稅，又稱為營業稅，是指有店面的住家得付 3%的稅額（脫

脫、阿魯圖等，2020）。根據統計，熙寧十年以前，全國商稅所有一千八百五十七所，

至熙寧十年時已增加一百五十四所，變為兩千零一十一所，與明代最多時四百餘所相

比，在數量上有不小的差距。（劉光臨，2013）而宋代會增加稅所，無非是為了收到

錢又可以減少徵稅成本，並解決要付給外患的金額負擔。 

 

             2、實際帶來的政府收入 

  

               北宋時商稅徵收數額從宋初至宋仁宗時期一直呈逐年增長的態勢：宋太宗至道年 

      間，全國商稅徵收數額僅四百萬貫，至「仁宗皇祐年間，『歲課緡錢七百八十六萬三   

   千九百』。」（雷家聖，2005）商稅數額幾乎倍增，說明宋朝此時商業發展繁榮，遠          

   超前代，也讓國家在擁有歲幣的經濟壓力下仍能正常運作。 

  

   （二）禁榷制度 

  

          禁榷是指「禁止民間私自貿易鹽鐵茶酒等物資而由政府專賣」（漢語網，2020）。

禁榷制度起源悠久，最早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在管仲之後，中國歷朝或多或

少皆會針對例如鹽等重要物資進行專賣，以擴增財源並控制市場不會出現太大波動。

然而，禁榷制度與民爭利的弊端，易使人民在生計困苦時鋌而走險違法走私，並導致

民變發生，如唐朝時的黃巢之亂。而宋朝在禁榷制度控制下的商品與其他朝代並無太

大差異，主要是增加了對舶來品及茶葉的掌控，這雖然為宋朝帶來了龐大的收入且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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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商人在商業發展下快速致富而增加貧富差距，卻令商人在此制度下無太大獲利空間，

因此並未達到海外貿易的巔峰。 

  

      1、政府實施禁榷之動機與其項目 

  

             關於政府使用禁榷制度的動機，研究者認為此問題可由禁榷制度最早的提倡者管 

仲及漢武時推行鹽鐵專賣的名臣桑弘羊的言論可推知一二。《管子-海王》中曾記載桓

公與管子的對談情形:「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

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0），由

此可知，禁榷制度在最一開始的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可是到了漢朝，實施鹽鐵專賣

的主要推手桑弘羊卻在〈鹽鐵論〉中提到，「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

之路也。」〈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0〉此時禁榷制度的主要利益是避免擴大貧

富差距。研究者認為這是他們所處環境不同的原因，畢竟管仲時期的齊國不至於如累

積了文景兩朝的漢武帝時富裕，而由於商業的普及，令武帝時的貧富差距應比之管仲

時更為嚴重（丁筱媛，2004）。至於宋朝的部分，研究者認為應為兩種情況兼有，宋

朝時無論是對外歲幣抑或是軍費皆遠超過去，而商業的進步也使的商人更能致富，增

加貧富差距，因此研究者推論，宋朝使用禁榷制度是有多方考慮，而非僅單一理由。

宋朝禁榷制度影響到的商品可大略分類為生活必需品（食鹽、茶葉、醋、 糧食、煤）、

藥品、金屬（銅、鐵、錫、鉛）、奢侈品與舶來品（馮波，2011）。其中，金屬的部

分除了前文中所提的理由外，研究者認為應該也與國家能藉此避免叛亂的發生有關。

此外，由於舶來品每一次的交易量皆十分龐大，因此由國家統一控制較能避免發生貿

易糾紛等問題，但也造成沿海商業主要由國家獲利，無法有效的帶動當地繁榮。此外，

茶葉正式進入專賣體系，也說明了茶葉於此時流通已極為廣泛。  

  

   二、宋朝與各朝代經濟政策比較 

 

     本篇限於篇幅，無法就全部朝代之制度進行探討，研究者就漢、唐、明此三個朝代與宋

代進行比較，希冀能發現宋朝是否是藉特殊措施而使經濟進步，理由如下：      

  

（A）漢朝 

  

              漢朝與宋朝在軍費支出龐大這方面極為相似，漢武帝時，為了支撐國家進攻匈奴的 

    支出，也對於財政做出改革，任用桑弘羊等理財能手為自己打理國庫，並推出了鹽鐵專 

    賣等制度，在處處需錢才能辦事的處境下，漢朝與宋朝的政策有何異同？ 

  

（B）唐朝 

  

              唐朝在年代上與宋朝相近，對外貿易同樣極為鼎盛，並且宋朝時期稅法也是在唐朝 

    兩稅法的基礎上加以更改，兩者相差較大的部分在於禁榷制度的擴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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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明朝 

      

              許多坊間文章都曾提及明朝時的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然而明朝在大多數時段都保持 

    海禁政策，直到後期才開放海上貿易，且其對於禁榷制度與貨幣制度並無特殊的建設， 

    那麼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是否會與其特殊的一條鞭法有關？ 

  

茲將漢、唐、宋、明的經濟政策比較如表一 

 

表一：漢、唐、宋及明代之經濟政策比較 

制度 相似制度 相異制度 

朝代 貨幣制度 賦稅制

度 

禁榷制度 海禁政策 均輸平

準制度 

漢代 三銖錢、四銖

錢、五銖錢 

算緡告

緡政策 

鹽、鐵和酒  

 

 

 

 

 

 

無 

 

 

 

 

有 

 

 

 

 

 唐代 

錢帛並行 

（錢：銅錢；

帛：絲織物） 

租庸調 

（唐初

~唐中

葉)） 

兩稅法 

（唐德

宗時

期） 

鹽和鐵 

 

宋代 

票據制度、交子

和會子 

仿唐兩

稅法 

食鹽、酒、茶葉、藥品、香

料、礬、醋、銅、鐵、錫、

鉛、糧食、紡織品和煤 

無 

（王安

石變法

曾短暫

推行均

輸法） 明代 白銀、銅錢和紙

鈔 

一條鞭

法 

鹽和鐵 有 

（為防倭寇） 

表一資料整理自下列來源： 

1、浩然文史（2018）。漢武帝改革摧毀了漢代的民間經濟嗎？ ——對漢武帝改革的再思考。

2020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169284 

2、常昭的理財筆記（2020）。宋朝的金融創新——交子、錢引、會子。2020 年 6 月 28 日，

取自 https://xuite.tw/x/ejbx1  

3、百度百科。明朝經濟。2020 年 6 月 27 日，取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 

4、劉玉峰（2020）。唐代禁榷制度的發展變化。2020 年 9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1xuezhe.exuezhe.com/Qk/art/264884?dbcode=1&fla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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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劇錦文等（2013）。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政府專賣制度及其漕運。2020 年 9 月 10

日，取自 http://economy.guoxue.com/?p=8077 

6、中國古代商業（2020）。鹽鐵專賣。2020 年 9 月 10 日，取自 https://reurl.cc/9Xvb4v  

  

    由表一中可知，歷代面對自身的經濟困難都提出各種方法試圖於富國強兵及藏富於民中

尋得最契合自身情況的平衡，以下將分門別類統整上述提及之經濟制度在各朝的演進。 

 

    （一）貨幣制度 

  

            子母相權是中國古代在設計貨幣制度時的重要理論之一，內容主要是「貨幣輕

重相權後，即以一種為標準，定出其它貨幣的交換率」（教育百科，2020）。若從

此角度來探討四朝之貨幣政策，就能發現此四朝皆恪守此理論，始終有兩種或兩種

以上不同面額的貨幣供百姓使用，如唐的錢帛、明的白銀與銅錢等。除此之外，考

慮到金屬錢幣因其重量而導致商人在長途貿易上的不便，唐朝將輕便許多的帛也做

為流通貨幣之一，而宋朝與明朝更是推出紙幣以促進經濟，只可惜明朝由於紙幣發

行過量，導致通貨膨脹而讓民間無人使用。 

   

      （二）賦稅制度  

  

            賦稅制度的特點，在於隨著時間演進之下，課稅的方式逐漸從課人到課產、繳

物到繳錢。說明如下： 

 

１、從課人到課產：在秦漢時期，除了算緡制度等特殊情況，主要皆是以人頭稅為主

要課稅項目，意思是每戶稅額的多寡主要取決於該戶之人口數量。然而，隨著貧

富差距的擴大，人數多寡不再一定與收入成正比，因此在後代如兩稅法、一條鞭

法等，皆將收稅重心轉移至田產，依資產多寡進行征稅，在原則上避免了貧富擴

大加劇。 

 

２、從繳物到繳錢：在中國古代，錢幣尚未完全流通，因此繳稅時有很大一部分是繳

交實物稅，例如唐代的租庸調，便是繳交粟、土產及布匹。但是實物稅的缺點為

市場價格波動之問題，且官吏能藉此欺壓百姓，如果國家實行實物稅，則民眾須

繳交與國家規定價值相同的土產，但土產價值是否符合國家規定，這就是由各地

官吏自行裁決，官吏便能藉由此漏洞中飽私囊，因此隨著朝代更替，各朝逐漸開

始由實物稅至貨幣稅的過渡，最後在明朝張居正改革時，一條鞭法才正式讓明朝

完全實行貨幣稅。 

  

      （三）禁榷制度 

  

如同前文所述，禁榷制度淵遠流長，最早能追朔到春秋時期，而各朝也因應各自不

同的背景，對於專賣項目有所取捨。例如：漢代時，由於征討匈奴耗費大量錢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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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鹽鐵酒皆列為專賣，反之，在唐朝時由於國庫充裕，一開始甚至連鹽都由民間自行交

易，直到安史之亂爆發才將鹽納入專賣項目。宋代時，由於冗兵冗官、外患歲幣等問題，

國庫急需用錢，因此專賣項目極多，此外，藉由茶葉等商品進入專賣項目，後人得知這

些商品在宋代時開始有廣泛的交易。至於明代的部分，即使明代在後期戰火連綿，但明

朝政府始終未增加專賣項目，讓商品貿易發展至鼎盛，因此也有許多人認為明代是中國

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 

  

      （四）其他制度 

  

       本段著重探討均輸平準制度與海禁政策。首先是均輸平準制度，此制度起源於漢武

帝時期，並可分為兩部分，分別為均輸法與平準法。均輸法的意思是考慮每個地區各自

不同的收成情況，讓國家在豐收地區收購物資，並至歉收地區販賣，以此方法調節物價，

政府也可從中獲利。平準法則是國家在豐收年時大量收購物資，並在荒年時低價賣出，

藉此穩定物價。這兩種方法雖然立意良好，但在實際操作面還是有許多讓官吏徇私舞弊

的細節，如官員收取回扣等，因此後代並未時常運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0）

海禁政策起源於元代，成熟於明代，終結於清朝。此制度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海盜

與走私貿易的問題，然而此做法卻也使得海外貿易滯，所幸明朝隆慶年間開放漳州做為

開港港口，令明代海上貿易不致完全斷絕。 

  

      （五）總結 

  

    透過表一的整理，能發現宋代與漢、唐、明相比，對於民間的干涉較少，漢、唐

皆使用均輸平準制度，以國家力量平衡物價；明代推行海禁政策，扼止了中國對外貿

易的勢頭；相較之下，宋朝除了在禁榷制度上做出了限制外，對民間的經濟也僅止於

提供老百姓一個更為自由與便利的經濟環境，如推行紙幣等，而宋朝政府的舉動其實

與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古典學派不謀而合，兩者的核心皆是不讓國家過大

的影響交易市場，讓「看不見的手」決定市場的供需情形、物價平衡。 

 

    宋朝在經濟方面的優勢主要是主政者並不會為了充實國庫而制訂太多剝奪人民

利益的法條，反而給予民間經濟相當程度的自由，使民眾能在海上貿易盛行、工商業

興盛發展的背景下運用社會環境獲取利潤，這一點在中國歷代而言十分罕見，相較之

下，明清時期適逢大航海時代，本應擁有比之宋朝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主政者卻不願

給予民間足夠的自由，因而限制了兩朝的經濟與綜合國力發展。 

  

   三、宋代政府對商業的支持方式 

        

       （一）開放任官 

 

           在唐朝時，商人不視為正常戶口，因此無法參加科舉考試以及任官，但在宋朝時， 

       開放商人及其家人參加科舉，讓商人獲得了為官的機會，此外，宋代許多名臣如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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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宰相使趙普等也兼職商人，幫助社會大眾在心底慢慢提升商人的地位（常大群， 

       2001）。雖然成效不快，卻一步一步的使從商逐漸成為宋代人謀生的好選擇，也提高

了國家的綜合實力。 

    

      （二）增加貿易機會  

 

           宋朝取消唐朝時的街坊制度，也取消了宵禁，讓一般老百姓有更多的機會在夜 

       市、街攤等交易場所進行購物，藉此提高商業流動量，並為了滿足顧客需求，生產力

也會大增。除此之外，政府推動海外貿易，在東南沿海等地設置市舶司，更受益於手

工業的繁盛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桑原裟藏，2015）。 

  

    （三）創新貨幣 

 

           中國自古就常出現錢荒。宋朝在一開始籌造銅錢，但繁盛的生產力造成銅錢仍 

       然供應不足。於是宋朝利用造紙技術，創造出中國第一張紙鈔——交子。交子便於攜

帶，加上十分可靠而得到民眾的信任。1023 年，官方將民間流傳的交子收歸發行，

成為官方法定貨幣。儘管在宋末因為發行過多造成通貨膨脹，這項改革仍然是宋朝商

業流動頻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宋代的商業發展 

  

         在此段中，我們將藉由宋代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一窺宋代時的經濟發展程度。 

  

          （一）手工業發展 

  

     宋代農業技術改革，例如：水稻育秧移栽、圍水梯田以及農具進步等等，使得

穀物產量增加，經濟狀況也開始走上坡，人們在生活有餘的情況下，開始追求更高

級的物質享受，同時由於農產量增加，也解放了許多的人力以發展手工業，成為宋

代手工業發展之契機。其中，本文將以當時頗著名的紡織業及瓷器業為例說明。 

  

               1、紡織業 

  

                       隋唐五代時期的紡織業快速發展，奠定了宋代的紡織業基礎，使得宋代能繼續 

        將紡織技術發揚光大，且當時政府支持紡織業及養蠶業，也促使人民產出各樣花色 

        的綾羅綢緞，還能藉由海外貿易流通至國外。除了民間絲織業，官府更設立裁造院、

文繡院等，並在成都、蘇州及杭州成立錦院，以國家的力量促進紡織技術及品質的

進步。據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文思院的報告，「一歲合織綾一千八百匹，用絲

三萬五千餘兩」（徐松，2020），因生絲不足數，請求減免定額，「歲織生絲三萬

兩，織造綾一千五百餘匹」（徐松，2020），由此可知當時有專業機構負責發展紡

織業，且生產數量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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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瓷器業 

  

                      宋代時許多窯場紛紛興起，景德鎮的繁盛直至現今仍為人津津樂道，還有著名 

的「五大名窯」，且宋代更有八大瓷窯體系，南北部分別各有四個。其中德化宋元瓷

窯有一百八十多座，業者大約有萬人，由此推算光福建一省應有五萬人以上的人口從

事此行業（河洛人，2008），可知宋代時的瓷器不但品質極高，且十分廣泛的進行製

作，也因此成為宋代時向外出口的重要貨品，在國際貿易中擁有重大地位。 

   

       （二）商業收入 

  

            宋代約有一億多人口，當時約設立二千零六十個稅務處及稅廠，平均商稅額在 

三萬貫左右（劉光臨，2013），且「熙寧十年商稅額達七百七十萬貫，因此推測全

國商品市場零售總額約二千三百一十萬貫。」 （劉光臨，2013）。若從禁榷時期的

茶稅錢來看，至平三年約有八十萬六千貫，且當時商業稅額在 1%到 15%之間，所

以茶收入最少有五百三十七萬貫，至多八百零六萬貫（劉光臨，2013）。 

  

    由數據可知，宋朝時由於各城鎮之手工業產能提高，在供給城鎮內需的同時，

也得以有多餘產品外銷至其餘城鎮進行貿易，促進了宋代貿易發展。而個別獲得重

利的的商人，由於擁有更雄厚的資本，得以插足國際海上貿易，獲得更高利潤，卻

也使貧富差距擴大，因而讓宋朝將舶來品納入禁榷範圍，以限制商人不致於富可敵

國，便於國家統治。  

  

参、結論 

 

     這篇小論文的撰寫目標，主要是探討宋代時的經濟政策與當時的環境對於宋代經濟造成

何種影響，因此本篇首先對宋代與經濟相關、影響較大的措施：禁榷與稅收進行研究。更進

一步將宋代與其他朝代對比，了解不同朝代之間的異同。第三部分補充說明宋代給予商人的

一些優待，旨在闡述宋代經濟何以遠超前代，為國庫收入做出貢獻。第四部分以數據為主，

說明宋代經濟發展景況，得以知曉前文所提及的政策究竟有何效果，同時也能扣回篇名:探討

宋代經濟制度對其經濟之影響。 根據上述脈絡，研究者將宋代經濟制度繪製整理成下頁表二，

以統整本篇主要內容。     

  

  將表二與研究動機中所提及之台灣應對新冠肺炎的措施進行連結後，能發現臺灣面對新

冠肺炎所帶起的經濟風暴時所推行的振興三倍券等措施，與宋代相比更接近於凱因斯學派，

此學派強調由國家創造出需求量，再由需求量提高而連帶影響供給量，進而促進整個經濟行

為的活絡，達成經濟起飛的目標，而臺灣也的確將這次疫情所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降到極低，

雖然宋朝與台灣所實踐的理論不同，但不可否認的，無論是古典學派或凱因斯學派，皆確實

有改善經濟的成功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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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宋代經濟制度發展彙整表 

資料來源：本表及圖一～圖四由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總結本篇的內容，宋代在面對外族入侵等不利因素下，並未橫征暴斂致使民變，而是藏

富於民，盡力給予人民良好的發展環境，使的宋朝在經濟發展上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連帶

宋 

代 

經 

濟 

 
圖一：宋代稅收制度 

圖二：宋代禁榷制度 

 

圖三：宋代在商業上的福利措施 

 
圖四：宋代商業及手工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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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文化軟實力快速成長，堪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國家也並未為了天朝上國的自尊心而

與異族不死不休，反而以歲幣制度等方式盡力維持和平。雖然在後世一些人看來「天有二日」、

「賠款開市」幾同於喪權辱國，但是卻讓老百姓能在最小的負擔下生活。就本小組成員看來

並無過錯，畢竟老百姓心中最在意的並不會是國家是否體面，而是國家能否提供一個令他們

安居樂業的環境，也正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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