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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水税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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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水体到可利用的水资源，转换过程中附加了人们的劳动价值，因此，征收水
资源税被认为是当代资源管理的进步，并被普遍接受。其实我国早在两千年前已经
出现了水资源税的概念，这里将讨论水资源税的起源和演变。 
 
水资源税在灌溉水税的征收上表现最为明显。灌溉通过水利工程才能实现，工程的
兴建和维护都需要经费投入，古代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或由政府出资，或集体组织
兴建，获得灌溉的农田因而提高了产量，所以受益农田较之其它无灌溉工程农田的
田租有所增加，增加值的一部分并还原为工程的建设和维修费用，以实现新的循
环，这个田租的附加值就是水资源税。可见征收水资源税是实现工程管理的关键措
施之一。灌溉水税始见于汉代。 
 
 
 
一、汉代水税的考证 
 
 
 
（一）汉代水官有收取水税职能 
 
先秦时期已出现有关水资源利用的税收。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礼记》中有记载四
季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产活动的篇章，篇名是月令。其中关于主管水泉池泽赋税的
官吏——水虞渔师的职责的记载是：“孟冬之月，……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
泉池泽之赋。”[1]东汉郑玄注解说，这是由于水泉池泽也是国有，收获其中的物
产，当然要收其税。这里所说的“水泉池泽之赋”是针对湖泊池泽中水产的税收，
但是否包括灌溉水费在内则不明确。[2] 
 
近年，有关学者对汉代是否有水税存在争议。[3]笔者认为汉代已对灌区征收水税，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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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主管水政的官员称作水衡都尉。三国魏人张晏注解水衡都尉时说：“主都水及
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4]汉代不止一个政
府部门设有都水官，例如主管农业的大司农，主管首都的地方官员，主管皇室收入
的少府，甚至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等机构内都设有都水一职。这许多都水之间互有
分工，而其总领则是水衡都尉。而且水衡都尉所带领的队伍中还有卒徒等军人，因
此其职称上冠以尉。 
 
都水的职责是什么？三国人如淳在注解《汉书》时说：“律，都水治渠、堤、水
门”，[5]即主管渠道、堤防和闸门等水工建筑物的建设。总管各都水的水衡都尉的
职责呢？唐代著名史学家颜师古（581～645）注解说：“衡，平也，主平其税
入。”[6]可见水衡都尉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和收取水税。 
 
东汉时期水利建设归司空统一领导，而收取水税的权限下放给郡县，其官员称都水
官，“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7]将“有水池”与“鱼利多
者”的水体分开说明，可见“有水池”与后之“主平水”的工作相应；而“鱼利多
者”与“收渔税”相应。从字义上来说，主平水是主持平均用水的工作。但农户田
亩多寡不同，要做到按地亩面积平均用水，其依据只能是受益户平均出钱或平均出
力。因此其中当包含有收取水税的工作。实际执行也是如此。据《后汉书·和帝
纪》载，永元五年（93年）九月，曾“令郡县……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
税二岁”[8]假即租赁，皇帝由于特别的原因对于使用陂池灌溉的给予免收水税（其
中也可能包括水产税在内）二年的优惠。那么，除此特例之外，水税当是普遍和经
常的税种。 
 
（二）汉代征收水税的几条相关史实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在治理黄河和发展灌溉方面有突出的建树。约
在公元前111年，他曾经发表过一道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的著名诏书：“农，天下之本
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9]极言水利对于农业以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
用。在这道诏书中他还特别提出鼓励首都地区发展水稻田的经济政策。他说：“今
内史地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
时。”[10]就是说，首都地区水稻田租税比其它郡县都重，为鼓励农民发展灌溉，政
府决定减轻水田田租。西汉时期农业税实行的是比例税，即依据农田产量，十五税
一或三十税一。据此，本无所谓“稻田租挈重”的问题，可见这一地区水田租税高
于旱地，不仅是由于产量高，而更表明由于产量特高，相应提高了税收比例的缘
故。所提高的部分或当是水税成分。 
 
当年还曾专为稻田租税的收取特设稻田使者一职。《汉书·昭帝纪》中记载了发生
在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的一宗宫廷政变，这起政变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事先被
“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11]对于稻田使者的职能，三国人如淳注解说：“特为
诸稻田置使者，假与民，收其税入。”[12]假即租赁。租什么，很可能是水资源，而
不是土地。“收其税入”也应当是稻田用水的水税。但水税的收取是附加在田税中
一并收取，还是单独的税种则不得其详。 
 
东汉时期征收稻田水税也有两条间接的史料。章和元年（87年）马棱出任广陵（治
今江苏扬州西北）太守，突出的政绩是“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2万余顷，吏民刻
石颂之。”[13]唐代李贤引用《东观汉记》一书的史料补充说，“棱在广陵……兴复
陂湖，增岁租十余万斛。”[14]增税租应当是兴陂湖置水田的效益。而其政绩中又有
“薄赋税”之说，既薄赋税，又增岁租，除农田大幅度增产之外，还有可能是收取
了灌溉水税。 
 
山东有按农田肥瘠收税的例子。秦彭在建初元年（76年）任山阳（郡，治所在今山
东金乡西北）太守。在任内“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
差为三品，各立文薄，藏之乡县。”[15]这一作法避免了豪强恶绅从中欺诈和盘剥，
保护了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因此被朝廷作为法律规定，在各地普遍推行。发展水稻
田和将农田划分等级是直接相关的，其等级划分标准虽未作说明，自当主要和灌溉



条件有关，也就是和收取水税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除去特别的优惠之外，水税是经常和普
遍征收的税种；第二，联系西汉特设稻田使者“收其税入”和东汉永元五年“勿收
假税二岁”的记载来看，水税更可能是独立的税种；第三，水税征收在西汉是中央
政府水衡都尉的职责，在东汉则是郡县地方政府的职责。 
 
（三）汉晋时代旱地与水田产量比较 
 
水税的收取幅度缺乏记载，谨录汉魏时代的旱地与水田收获之比较以为参考。西汉
末年贾让在著名的治河三策中提倡引黄灌溉：“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
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16]西晋时期著名学者傅玄
（217～278）在泰始四年（268年）针对当时灾荒频仍，农业歉收的情形提出五点内
容的奏疏，指出水旱灾荒不仅是天时的变异，更有人事不当之处。他说，曹魏时代
“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17]而近年
以来只追求扩大耕地面积，不讲求精耕细作，致使歉收。贾让和傅玄的说法相似，
当年水田比之旱地的收获量都要高出数倍。因此，在比例税之外，再额外收取水税
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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