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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李  晓   姜雪燕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北京，102249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财政局 济南，250100） 

 
 
提要：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采取了实物运输、信用汇兑、异地结算、截留上
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等多种手段，并且分别表现出了实物调运的“轻
赍”化，便钱汇兑和异地结算的信用化，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的本地化等
趋势性特点。这些情况，既体现了财赋周转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制度取
向，也反映出宋朝的财政分配不仅在收支方面与商品货币经济联系密切，而且在调
拨周转方面也对市场交换、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商业资本的运营有很多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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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政府购买，是政府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以履行其职能，使用财政性资

金购买货物或劳务的行为，它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在宋朝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1] 这既与实行募兵制军费开支激增有关、也与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分
离有关，更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及财政收支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现代财政管理体制下，政府购买经费的划拨是通过国库或委托代理的银行，运
用转帐、支票等信用性手段，以及电脑、互联网络等信息化技术完成的。如果说政
府购买经费的划拨实质上就是支付手段在异地之间的移动过程，那么在距今千载之
遥的宋朝，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 

以往，宋朝财政史研究的重点是收入和支出（且尤其注重收入），而对于收支
过程中财政资金的调拨运转，缺乏足够关注和系统分析，个别论著即使涉及到了这
方面问题，亦十分简略和零散，[1]从政府购买资金调拨角度的探讨更尚属空白。这
种研究状况显然不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宋朝财政制度内部的衔接状况及其运作实
态。 

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宋朝要完成政府购买经费的异地调拨，首先面临着两
个问题： 

其一，宋朝政府购买经费的物质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有金属铸造的铜铁钱，有
绢帛、金银，还有茶盐香矾等实物。这些物品都有相当的重量和体积。以铜铁钱为
例，宋朝每千文铜钱的标准重量通常是五斤（八十两），[2]每两约合37.3克，则一千
文铜钱相当于2984克，一万贯足的铜钱就是29840公斤。即使按官方规定的77文为陌
计算，一万贯省陌的铜钱仍达22977公斤。铁钱价值低却更笨重，每千文六斤半，合
3879.2克，一万贯足的铁钱就是38792公斤。再如绢，北宋时，每匹绢的标准重量是
十二两，合447.6克，则一万匹绢就是4476公斤。若按一匹绢值一贯铜钱计，绢的确
属于质轻价高的交换媒介，故宋人谓绢帛、金银为“轻赍”。宋朝虽然发明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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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早的纸币，但在北宋时流通范围较小，其大规模使用是在南宋。 
其二，宋朝财政收支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衡，资金调拨的空间跨度足以涵盖宋

朝统治的整个疆域。中央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东南六路和四川，而政府购买的交易和
结算活动却大量集中于京师及财政收入较少的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等沿边地区。
因此北宋时期财政资金流动的总体趋势是自南向北，重点集聚于京师，再间接或直
接地流向沿边三路。同时，宋朝的政府购买活动又是全国性的，各地或者采购上供
物资、或者开矿铸钱、筑城治河等等，都免不了要进行资金的异地流动、上下调
拨。 

在宋朝的技术条件之下，要持续实现上述财政资金的跨地域移动，以满足政府
购买的结算需求，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为此宋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概而言之，主要有实物运输、信用汇兑、异地结
算、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等。如果我们对这几种方式的趋势性特
点加以概括，似乎可以表述为：实物性经费之调运表现为“轻赍”化，便钱汇兑和
异地结算的兴盛乃信用化，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则表现为财赋周转的本地
化。这几个方面都贯穿着资源有效利用、利益分配等问题。以下分述之。 

 

[1] 汪圣铎教授的《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编第2章“财赋的转输”关于财赋的

水运、陆运、上供制度、以及第2编第5章第4节“官营便钱与财政”关于便钱制度与财赋转输等

部分的简要论述，是这方面现有的主要成果。高聪明博士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

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晓的《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版）等，也间或谈到了财赋调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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