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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理财思想的历史演变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2月16日  罗 英 荀 荣 

【摘要】我国的理财思想源远流长，理财思想丰富，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财思想进行

了简略的历史回顾，并对当代的理财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量入为出 量出为入 

一、理财思想概述 

理财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政权的巩固、国家的兴衰以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

地看到我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作为治理国家的大事，而理财思想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和单位或个人

进行自己一系列理财活动的指导思想，选择何种类型的理财思想对一个国家进行什么样的经济决策

和理财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开始有理财行为发生的时候理财思想就不可避免地相伴而生，只是当时的理财思想都是很简

单朴素的，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后来随着理财行为的不断拓展，理财思想也在逐步地系统化、条

理化，这种系统化的理论根据收入与支出的制约关系的不同地位，大致化分为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

这两种。 

二、“量入为出”理财思想的历史演变 

所谓量入为出，也叫以收定支，是指在既定的收入条件下，根据收入安排支出，它是中国历史

上比较早的理财思想，也是中国国家预算的基石，最早提出是在西周时期，史料中比较明确的论述

则是载于《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

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意思是说冢宰在编制国家财政支出预算时，必须在每

年年底制定，这时各种租税谷物都已经收进来了，按照土地的大小和年成的好坏，通算三十年以编

制支出预算，根据收入计划支出。冢宰是当时治理国家的大臣，在量入为出理财思想指导下制定财

政方针时还明确提出以九赋之所入，适以供九式之所用，也就是以一定的岁入，抵补一定的岁出，

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式九赋制”。 

西周以后，量入为出逐步成为各个朝代理财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春秋时期的孔子主张在财政收

入上贯彻薄敛、富民思想，在财政支出上要贯彻崇俭抑奢的思想“礼，与其奢也宁俭”。孔子把收

入和支出有机地联系到一起，认为财政上该征收的要征收，该使用的就要使用，可以俭省的一定要

俭省，这体现了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 



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对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

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意思是说取之于民的要有节制，不能竭泽而

渔，支出一定要符合节约的原则，因为管子认为，地辟而国贫的原因是由于“舟舆饰，台榭广”，

不注意“用之有止”造成的。正是因为管子坚持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治理国家，才为齐桓公成为战

国七雄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措施，财政收入减少，由于采取的是

量入为出的理财理想，自然需要削减一定的财政支出，“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

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当时规定天子外出不能乘驷马之车，将相外出只能乘牛车。这种轻徭

薄赋节约开支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西汉度过了初建时期的难关，逐步走向强大。 

唐朝建立之初，常以隋亡为借鉴，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唐太宗基本上是坚持量入为出的，

“先王之治，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

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赋，而教化行焉”。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大唐王朝取得了很大

的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宋代到真宗、仁宗时期，消费巨大“年年亏短”，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王安石提出

的改革主张指出天下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在于“不知法度”，他非常强调理财的重要性，他说

“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财方为今先急”，他认为治国必须先理财，不加强国家财政力

量，什么事也办不成，至于理财理财之道，他说“欲富之天下，则资之天地”“因天下之力，以生

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些主张说明他是坚持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的，他反复

阐明这个道理“且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

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他所坚持

的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在神宗时期的变法中得到了实现，为国家财政经济的改革做出了有益的贡

献，王安石的这种改革使得摇摇欲坠的大宋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在宋代比较值得一提的还

有理财家叶适，叶适承认量入为出是财政平衡的基本原则，也只有以量入为出才能限制财政支出规

模，避免因封建皇帝过度奢华而暴敛百姓，但是他已经敏感地认识到“国家之体，当先论其入，所

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蠹国，审矣。”意思是说量入为出可以避免封建国家对人民

横征暴敛，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但是，对“入”本身也要重视和分析，不仅要考虑“入”的数

量，同时还要考虑“入”的来源和结构，只有“入”的数量适当，来源和结构合理，才能真正避免

对人民横征暴敛的发生，并且叶适进一步认为，若赋税来源和结构不合理，意味着对人民进行了横

征暴敛，这样的收入愈多，对人民的损害愈大，对封建国家也不利。 

明代社会发展到明英宗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就是土地高度集

中，地主可以豁免赋役，而农民则因租税过重，相率逃亡，引起耕地减少，加上吏治腐败，贪污盛

行，到了嘉靖以后，情况更为严重，以致造成财政的亏空，“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万历时期内

阁首辅张居正在财政困窘的情况下提出了改革财政经济的主张，他清丈土地，施行“一条鞭法”，

打击豪门，排除兼并，进行税制改革等等。同时他在财政收支问题上还提出了开源节流，量入为出

的主张，其中在开源方面他主张发展农业，农商并重，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

得利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开源的同时他也不忘节流“开利源，节漏

费”。他在奏疏中，强调量入为出的重要性，为治国者所不能忽视“夫古者，计三年所入，必积有

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乃今一岁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复一年，旧

积者日渐消磨，新收者日渐短少。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



何以给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势之所必至者也”。虽然张居正的这系列措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

级的利益，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万历时期的财政，经过其大力整顿

和改革，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国家的经济变得比较富裕。 

三、“量出为入”理财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财政史上，与量入为出相对的理财思想是量出为入，也叫以支定收，是指在合理确定财

政支出范围及规模的条件下，根据支出确定收入。一般都认为最早提出量出为入财政思想的是唐朝

的杨炎，其实早在西汉时期理财家桑弘羊就有意识地提出了量出为入，只是没有很明确地提出“量

出为入”这个词语。前文也提到过唐朝初期采用的是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只是唐玄宗即位以后，

由于赢得了“开元之治”，就骄奢淫逸起来，在财政上不能坚持坚持量入为出，以致收支不敷，不

得不加强对人民的盘剥，造成了社会形势的恶化，特别是玄宗天宝十六年爆发的历经八年的安史之

乱，更是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财政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接下来的藩镇割据又给国家的财

政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财政也变得日益困难，到德宗的时候宰相杨炎在在建议施行“两税法”

的同时，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杨炎提出量出为入的

理财思想是企图根据朝廷的需要，来确定财政收入，并进行税制改革，虽然这次税制改革确实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有它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不良的

后果，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更加激起了人民的不满。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著名思想家黄遵宪曾经提到过“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

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塞，是在筹国计。”并且黄遵宪是把量入为出和量出

为入结合起来了，在财政收入上提倡采用量入为出，在财政支出上则主张用量出为入。他是受了近

代西方国家支出思想的影响的，认为财政本身并不是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的需要，必须先

有支出然后才能有收入。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也主张量出为入，认为即使多支

出一些，民众也不会反对。虽然在清朝，量出为入被一再提及，却并没有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它只

是出现在早期受西方影响的一些进步人士的观点当中，甚至不能称其为一种理论。 

四、结论 

从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的历史演变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占

据了绝对的地位，封建王朝的几千年中，基本上量入为出是被奉为圭皋的，量出为入则只是昙花一

现，偶尔被提起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拯救摇摇欲坠的帝国。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都有

其可取之处，而且二者不是完全矛盾的，所以当代财政在选择理财思想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它们的有

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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