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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是中国古代最稳定、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与之
相提并论，而且盐业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盐业史不仅
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二十世纪初

以来，国内外一大批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创刊于1976年的

《盐业史研究》(原名《井盐史通讯》)，其刊载的文章几乎包括盐业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方
面，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盐业史的重要阵地，可以说在几代学者的勤苦耕耘下，这一领域的
研究在二十世纪已经逐步趋向成熟。全面回顾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盐业史研究，
对于将这一研究领域不断推向深入，拓展新的方向，提出新的课题，使其保持应有的活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盐业史研究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盐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盐已经奠定了其
国家重要商品的地位，而且实行了国家专卖制度。对这一时期盐业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盐
业起源、西汉盐铁管榷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后一个问题。二十世纪初以

来出版的盐业通史性的专著，如田斌《中国盐税与盐政》(江苏省印刷局1929年版)、林振

翰《中国盐政纪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欧宗佑《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
版)、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张绣文《台湾盐业史》(台湾银行

1955年版)、何维凝《中国盐政史》(大中图书有限公司1966年版)、田秋野、周维亮《中华

盐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3月版)、齐涛《汉唐盐政》(山东大学出版

社1994年版)、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以下简称

《古代编》)，都论及了这一时期的盐业史。 

(一)盐业起源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盐业史的开端常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盐业的
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对这一时期及战国以前的上古时代盐业史的研究著作、论文都极

少。直到2003年3月，《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的出版，才将这一时期涉及盐业生
产、流通、国家族群对盐的控管以及盐业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对

盐业史学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罗庆康《春秋齐国与两汉盐制比较研究》(《盐

业史研究》1998年第4期)论述了盐业专卖政策的缘起、在汉代的发展过程及在历史上的地

位，澄清了齐国、西汉与东汉盐制方式的争论。吉成名《先秦至隋代食盐产地考略》(《盐

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探讨了食盐生产开始时间及先秦至隋代的盐产地问题。吕世忠

《先秦时期山东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着重探析了先秦时期山东盐业的起
源、生产、管理、流通等诸方面的情况。郭正忠《古代编》论及了先秦时期盐的类别、生

产、流通及盐政等。此外，曾仰丰《中国盐政史》、王宜昌《春秋盐铁考》(《中央日报》

1948年5月24日)等均探讨了先秦时期的盐业问题。 

盐业专卖制的起源问题与汉魏晋南北朝专卖史研究密切相关。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西周、
春秋、西汉等三种不同的看法。将专卖制始行时间推溯得最早的是刘佛丁等著《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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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工商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工商制度志》)，该书认为专卖
政策始于西周末期，周厉王是实行这一政策的鼻祖，为了抑制庶家经济的增长，从生产到

流通领域全面垄断了盐铁等山泽之利。[日]加藤繁则认为盐铁专卖始行于汉武帝元狩年
间。郝树声还提出专卖制始于商鞅，认为商鞅变法时秦国就已实行了盐铁专卖；高凯也谈
到，战国时期秦国就实行了官营盐铁手工业的制度①。认为专卖制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时
的学者也比较多。曾仰丰认为，夏、商、周三代盐政都实行征税制，春秋时管仲相齐行专
卖之制②，廖品龙、蒋大鸣、谢茂林、薛宗正、罗文、马新等学者也都持此观点。但对管
仲盐铁政策的具体专卖方式，学者们又有不同的看法。《工商制度志》认为，管仲推行的
是盐铁专卖，盐业方面是实行民制、官运官销，按户配盐，而商鞅推行的盐铁专卖是官府
控制生产，批发给商人销售，征收专卖税。罗文的观点与此大体相同。曾仰丰认为，管仲
榷盐既有官制又有民制，以民制为主，官制为辅，民制之盐由官府收买和运销。谢茂林认
为，管仲盐铁政策在生产上以官制为主，民制为辅，实行官收官运官销，而商鞅推行的专
卖制则产运销都由国家控制，禁止私营。廖品龙与谢茂林的观点相近，认为管仲榷盐，生
产方面以官煮为主，民制为辅，官制主要是销往他国，民制主要是销于本国，由官府计口
配卖，按量计征③。罗庆康认为，春秋齐国的盐铁官营主要是管理盐铁户的生产与取税，
与后来汉代的盐铁专卖不同④。廖品龙还探讨了秦灭巴蜀后四川食盐贸易管理及李冰开凿
盐井等问题⑤。 

学者们对秦代的盐政也有不同观点。曾仰丰认为秦代盐业实行征税制，允许民间经营。高
凯在前揭文中提出先秦至秦都存在盐铁官营制度。逄振镐则提出，私营盐铁须征得官府批
准并交重税，秦代盐铁政策是严格控制下的重税政策⑥。 

(二)西汉盐业史研究 

汉武帝时期是盐铁专卖制发展的一个高峰，盐业史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主要讨论了汉武
帝时期盐铁专卖方式、专卖目的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盐官设置等问题。除了郭正忠《古
代编》论及了秦汉时期食盐产区、生产技术、工艺水平、盐户身份等问题外，祝慈寿《中

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对秦汉盐业生产也有所论及，而有关盐业生产的论
著则相对较少。 

在盐铁专卖方式上，主要存在着民制官购官销和官产官销两类观点。胡寄窗《中国经济思

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认为是民制官购官销，只是流通过程中的垄断。吴慧

《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和《工商制度志》也持此观点。曾仰丰则认为，西汉
的盐铁专卖是将产、运、销完全国营，即“完全专卖”，田昌五、漆侠、罗文、罗庆康、
刘良群等也持此观点⑦。吴奎罡也认为，盐铁专卖是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全面垄断⑧。在

官府控制生产的方式上，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认为是官自给

费。前引罗文文及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1期)认为是官
府提供工具，盐户自备生活费用，双方构成合约关系，性质仍然是官营。苏诚鉴认为，榷
盐是产销分离，民产官销⑨。陈直和日本学者藤井宏、影山刚则探讨了西汉专卖制的发展
形态及其演变过程⑩。 
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分见[日]加藤繁：《关于榷的意义》，载《中国经济史考证》卷一(华世出版社1981年
版)。郝树声：《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
年第3期。高凯：《略论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与弊》，载《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②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下引曾仰丰观点皆出该书，不另注
出。 
③分见廖品龙：《中国盐业专卖溯源》，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蒋大鸣：《中

国盐业起源与早期盐政管理》，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谢茂林：《先秦时期盐

业管理思想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薛宗正：《盐专卖制度是法

家抑商思想政策化的产物》，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2期。罗文：《齐汉盐业专卖争

议之我见》，载《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马新：《论汉武帝以前盐政的演变》，

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罗庆康：《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载《暨南学报》1990年第2期。罗庆康、罗

威：《汉代盐制研究(续)》，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⑤廖品龙：《试论张若在成都置盐铁市官与李冰穿广都盐井》，载《井盐史通讯》1977年
第2期。 
⑥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2期。 
⑦分见田昌五、漆侠：《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7年联合出
版。上引罗文：《齐汉盐业专卖争议之我见》。罗庆康：《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载



《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上引《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刘良群：《从盐

铁官营看西汉的专卖制度及其流弊》，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⑧吴奎罡：《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及其历史作用》，载《经济科学》1983年第l期。 
⑨苏诚鉴：《“官与牢盆”与汉武帝的榷盐政策》，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⑩分见[日]藤井宏：《汉代制盐业的问题点——围绕“牢盆”的解释》，载《铃木教授还

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日本大安，1964年；《汉代盐铁专卖实态——围绕《史记·平准书》

记载诸问题》，载《史学》1978年第79卷第2、3期。[日]影山刚：《前汉朝的盐专卖

制》，载《史学》1966年第75卷第11、12期。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关于汉武帝盐铁专卖的目的，张兆凯《关于汉武帝盐官营政策的两个问题》(《益阳师专学

报》1983年第1期)认为，主要是打击诸侯王和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但盐铁商人的利益并未

受损，而是一跃成为国家官吏。刘凌、傅筑夫、高敏则强调了抑商的目的①。前引吴慧文
认为，桑弘羊的政策是抑制商人，但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官营商业，其政策是重商和抑商
的矛盾统一。刘良群、罗庆康都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是抑商和削弱地方势力的
目的兼而有之②。卢新远认为，不能说汉武帝实行的是抑商政策，其打击的是富商大贾，
并不是打击工商业，相反是维护正常的工商业③。汪锡鹏的观点又有所不同，认为桑弘羊
的政策是为了增加财政收人和加强中央集权，不宜用重商或抑商的标准去评价④。薛振
恺、张炳斌、朱绍侯、逄振镐等都强调了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⑤。 

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是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观点的分歧也很大。总
体上说，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和一分为二等三种意见。《工商制度志》认为，盐铁专卖
为汉武帝的征伐提供了经费来源，抑制了豪强的发展，延缓了农民破产的过程，有利于维
持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吴奎罡、陈以鉴、解学东、李森、马大英、郝树
声、张守军等都肯定了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增加财政收入、打击豪强商人和地方势力、巩固
大一统的新兴政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⑥。前引郝树声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加强国防
巩固和边疆的开发、避免豪强网罗流民等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批学者则对汉武帝盐

铁专卖持否定态度。于传波《汉代盐铁官营的再评价》(《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认为，
盐铁官营摧毁了汉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其优点与弊端相比是次要的。
前引汪锡鹏文认为，盐铁专卖是竭泽而渔的政策，指出其质劣价贵、效率低下，还加重了
人民的负担。前引刘良群文还指出，西汉后期工商萧条、国势衰落也与盐铁官营有关。王
连升也指出，盐铁官营导致了工商业的萎缩⑦。陈乃华《盐铁专卖与西汉中后期社会危

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盐铁专卖堵塞了商人资本及农村过剩劳力
向工商业流通的渠道，加速了农民破产并沦为流民或奴婢的过程和土地的集中，是导致西
汉中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汉武帝的盐
铁专卖政策。前引薛振恺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既为西汉带来了汉匈战争的胜利，巩固
了国家统一，又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了隐患。前引吴慧文认为，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
想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张传玺、罗庆康、高凯、李殿元、逄振镐、庞天佑等既肯定了盐铁专卖在充实财政、支持
统一战争、奠定国家疆域、集中人力物力推动盐铁业的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指出了其效
率低下、质量低劣、加重贫民负担、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等弊端⑧。 

曾仰丰、罗庆康、王健等对汉代盐官作了考证。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认为，汉代

有盐官32处。曾仰丰在《汉书·地理志》所载35处盐官之外，又补充了陇西郡、陕西西县及

渔阳郡3处。罗庆康《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在《汉书·地理志》和曾仰丰的陇西郡、陕西
西县及渔阳郡外，又考证出朔方郡的朔方县、越嵩郡的青岭县、巴郡临江县、朔方郡的广

牧县4处。高敏《秦汉时期的官私手工业》(《南都学坛》1991年第2期)认为数量还多于

此。王健《东汉盐铁业诸问题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在罗庆康和曾仰

丰考证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犍为郡的南广县和广陵郡2处。罗庆康《汉代专卖制度研究》

(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及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在盐官数量上转向了与王健一致
的看法。在这两项论著中，罗庆康还探讨了食盐的价格及汉代的制盐方法等问题。薛瑞泽

《汉唐间河东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也探讨了从汉代至唐代间河东地
区盐业经营政策的变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刘凌：《西汉初期工商业政策与汉武帝的经济改革》，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
第5期。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

的实质》，载《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②前引刘良群：《从盐铁官营看西汉的专卖制度及其流弊》；罗庆康：《汉代盐制的几个
问题》。 



③卢新远：《汉武帝时期的财经措施与工商业的发展》，载《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
第1期。 
④汪锡鹏：《重评汉武帝“盐铁专卖”》，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张炳

斌：《汉武帝新经济政策评述》，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朱绍侯：《中

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前引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 
⑥前引吴奎罡：《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及其历史作用》；郝树声：《略论秦汉时期盐
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分见陈以鉴：《汉武帝时期的战争与财经政策》，载《盐

城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解学东：《论析桑弘羊的“重商”理财思想》，载《史学月

刊》1989年第6期。李森：《桑弘羊理财思想的几点启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第4期。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张守军：《桑

弘羊的以商致富思想》，载《商业研究》1994年第12期。 
⑦王连升：《关于汉武帝评价的两个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⑧分见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业政策的递变》，载《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5年版。前引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罗庆康：《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
与演变》；高凯：《略论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与弊》；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

变》。李殿元：《论西汉的“盐铁官营”》，载《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庞天佑：

《略论汉武帝行盐铁专卖的原因与利弊》，载《常德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三)东汉魏晋南北朝盐业史研究 

刘志远、吴天颖、燕羽、杨宽、白广美等学者研究了东汉“盐井画像砖”，并讨论了煮盐
燃料等问题。燕羽认为，汉代画像砖证明汉代盐井已有一定程度的机械设备。吴天颖推
测，盐井当属于“大口浅井”。杨宽、白广美、刘志远等都认为，画像砖图中熬盐的炉灶
是使用木柴作燃料的，两汉时期巴蜀地区井盐生产虽有迅速发展，但仍处于大口井、燃烧
薪柴的较低生产水平上①。 

关于王莽时期的盐政，曾仰丰认为，王莽盐政除官制之外还有民制，是征税与专卖的混合
制。齐涛《汉唐盐政》认为，王莽榷盐实行的是完全的官运官销，但生产领域是官制与民
制并存。前引罗文文认为，王莽盐政的生产不存在民制，成盐的运销归官府。学者们对东
汉专卖史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总体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东汉未实行专卖制；
二是认为仅汉章帝时期一度恢复专卖制；三是东汉初和汉章帝时期两度实行过专卖制。前
引张传玺文认为，东汉一代主要是实行盐铁私营，马志冰的观点与此略同②，钱剑夫《秦

汉赋役制度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观点也与此大体相同。前引齐涛文则认为，光
武帝以征税制取代专卖制，此后主要实行征税制，与西汉初不同的是东汉盐税成为专税，
对盐的销售置使者监卖。前引逄振镐文也认为，东汉只有章帝元和元年一度实行盐铁专
卖。罗庆康、罗文、郝树声认为，东汉和帝以前盐铁实行官营，汉章帝时期全面实行了盐
铁专卖，自和帝始一直推行民营征税制，盐官归属郡县仅负责盐税征收。王健的观点与此
基本相同，只是认为和帝以后盐铁官既主持官营，又负责征税③。此外，刘隽《东汉的盐

政制度》(《天津益世报史学》1935年第4期)、[日]吉田虎雄《两汉之专卖制》(《真知学

报》1943年第2期)等也探讨了东汉的盐铁专卖问题。李小波《盐铁经济与汉末巴郡分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则探讨了盐铁经济与汉末巴郡分化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铁制变化频繁，各地差异亦大。[日]吉田虎雄《西汉魏晋南北朝的专

卖制度》(《东亚经济研究》1938年第22期)探讨了这一时期专卖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有

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基本是实行征税制，如[日]加藤繁《关于榷的意义》认为，三国以后
直到唐中期几乎未行盐铁专卖。曾仰丰认为，盐制自汉和帝永元元年迄献帝建安三年均行
征税制，东晋南朝沿而未改，北朝除东魏高齐于沧、瀛、幽、青四州行专卖制外，大都主
行征税制。但大部分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专卖制反复实行。齐涛认为，曹操实行的监卖
盐制继承了东汉的征税制。王向田也认为曹操监卖制是东汉末年盐业征税制的延续，并探
讨监卖制出现的时间。前引罗庆康文也探讨了监卖制始行的时间及原因④。前引马志冰文
则认为，监卖盐制为曹魏首创，魏、蜀、吴政权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政策，并探讨了三个
政权的盐铁管理机构。前引齐涛文也认为曹魏、蜀汉、东吴都实行了盐业官营。前引王向
田文还强调了盐业作为魏国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政治、经济上起到的重要作用。陈庆

连《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与
王向田观点略同。前引马志冰文认为，西晋继续推行盐铁官营政策，东晋沿袭西晋政策，
但又有改创；南朝盐业大都采用征税制，而北魏、东魏、北齐盐业主要实行征税制，西魏
则设盐池都将管理盐池生产。前引齐涛文也认为，两晋实行盐专卖，但无法禁绝豪强大族
经营盐业，实际上是官私并举；宋齐梁陈时期实行盐业放任的政策，最初征收一般商税，
陈文帝时开征盐业专项税，但豪强大族把持盐业的情况始终未变；十六国时，各方一般都



实行专营，北魏盐政出现过官营与放任的多次交替；东魏北齐时实行分区管理政策，而西
魏北周则设盐池都将征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分见燕羽：《中国古代关于深井钻掘机械的发明》；吴天颖：《中国井盐开发史二三
事》；白广美：《关于汉画像砖“井火煮盐图”的商榷》；杨宽：《古代四川的井盐生

产》(以上4文同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白广美：

《中国古代井盐生产技术史的初步探讨》，载《清华大学学报》1962年第6期。刘志远：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②马志冰：《魏晋南北朝盐铁管理制度述论》，载《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③分见罗庆康：《东汉盐铁制度蠡测》，载《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前引《两汉
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前引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

究》，《汉代盐制研究(续)》；罗文：《齐、汉盐业专卖争议之我见》；郝树声：《略论
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王健：《东汉盐铁业诸问题考辨》及《东汉盐

铁制度探析》，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分见齐涛：《魏晋南北朝盐政述论》，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王向田：《盐

业在曹魏恢复北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上引
马志冰：《魏晋南北朝盐铁管理制度论述》；罗庆康：《东汉盐铁制度蠡测》。  

曾謇《三国时之蜀盐》(《中央日报》1947年12月24日)、吉成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盐

生产》(《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

1998年第3期)、卢海鸣《六朝盐业考略》(《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和曾仰丰、郭正
忠等都探讨了食盐生产等问题。 

出处：《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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