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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中叶专卖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http://www.crifs.org.cn  2005年5月20日  赵云旗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一切财权归中央所有,现在一部分财权

划归地方.随之税收也发生了变化,一类由中央和地方分享,如两税法便是如此,曰上供.留州.送使.另

一类由中央直接收益,如青苗钱.商税.盐税.茶税.酒税和矿税等.这些税收由中央完全控制,地方无权

干涉.当时,政治动荡,战乱迭起,经济凋敝,户口流亡,中央财政来源只剩下江南等八道, "户百四十四

万,比天宝才四之一"( 新唐书 卷52 食货志 ).然而, "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同上),

国家财政极度困难, "府库耗竭", "天下用度不充".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把直接收益税(主要指盐铁

茶酒专卖)视为重点, 进行了全面改革和整顿,使中央财政很快得到了好转,充分显示了盐铁专卖在国

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 实行专卖的原因 

唐代盐铁茶酒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盐池共十八处,盐井六百四十处,皆隶度支掌管.据 《 新唐书`

食货志 》载:蒲州安邑,解县有五池,总曰 "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

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

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岁得盐一万四千斛.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 、 州各一井，果 、阆、 开、 通

有井一百二十三, 眉 、嘉有井一十三, 遂 、 绵 、合 。昌 、渝 、沪 。资 、荣 、陵 、简共有

盐井四百六十.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岁得盐二千八百斛.除此,在沿海州县皆产海盐.矿藏也位数

不少,铁、 铜 、锡 、银之冶共一百六十八.陕 、宣、润、 饶、 衢 、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

十六,铁山五,锡二,铅山四.至于茶在长江以南普遍生产,酒流行于各地,更无需细说。 

唐代虽然有如此多的盐铁茶酒资源,但受隋代的影响,从开国至开元九年138年间盐均无税。隋代

财政丰厚,隋文帝下令 "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 《隋书`食货志》).唐代初年,

由于财政支出不大,国家积蓄相对富裕,所以继续延用了隋代的这一政策，国用所资，惟赖租调。贞

观初年，右御史权万纪建议税银，被唐太宗所责："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

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视我耶。"（《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

五）不但如此，权万纪为此被罢官还家。但是，象这样的财政状况毕竟不会长久，从唐高宗即位至

唐玄宗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的困难。首先，阶级矛

盾日益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出现。如高宗永徽四年（653），睦州地区爆发了陈硕贞领导的农

民起义。永淳年间，绥州农民起义又掀高潮。武则天时期，四川的蓬、渠、果、合、遂等州农民，

结为绿林好汉，"依凭林险，……劫杀公行。……攻城劫县，徒众日多"（《陈子昂集》卷8《上蜀川

安危事三条》）。开元盛世的背后，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据《册府元龟》卷385《立功》载：期间有

萧子 起义，权梁山起义，刘志诚起义，还有浙东吴令光领导的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的激

化，重要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农民被剥削得"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



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就不能不起来造反。所以，对农民的负担不能再加重了，分配不公的现

象必须加以调整，国用所资，惟赖租调的财政方针必须改变。况且，唐玄宗末年，随着均田制的破

坏，租庸调制也处于瘫痪状态，加之户口流亡，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其次，民族矛盾又日益加剧。

咸享元年（670），吐蕃攻陷安西四镇，高宗发动了著名的"大非川之役"和"青海之役"。唐玄宗开元

十年（722），又与吐蕃发生了"小勃律之役"，开元十七年（729），发生了"石堡城之役"。为此，

调动了大量的兵力屯守西北边防，"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资治通鉴》卷

212）。与此同时，唐王朝又与南诏连年发生战争。天宝十一年（752）和十二年（753），两战"凡

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给唐王朝的财政带来很大危机。再此，在

租税日减，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支出迅速膨胀。为了战争，唐代的军队不断增加，开元天

宝时期，边兵为49万余，加上长从宿卫20余万，总数估计在70万。因此，军费开支数额巨大。《通

典》卷148《兵》云："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

五百万贯。"官俸支出也不是小数。贞观时，文武定员只有642人，至唐玄宗时，官僚队伍达"一万八

千八百五员"（《通典》卷19《历代官制要略》）。唐代的官俸是很高的，最高正一品米七百石，钱

六千八百，最少从九品，米五十石。取其平均数，每官每月禄米84石，每年为1008石；钱每官每月

为900贯，每年为10800贯。那么，唐代每年支出官俸米额达18955440石，钱为1175094000贯，确实

惊人。唐玄宗时期，统治集团日趋腐化。杨贵妃姐妹"一堂之费，运输千万"，府第唯恐不为天下第

一。唐玄宗为安禄山治第，"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天宝九年（750），令贵戚献食，水陆珍奇

数千盘，一盘之费就是中人十家之产。史载："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泽之费日侈，而横与别赐不

绝，于是重取于左右藏。 （王 ）迎帝旨，岁进钱巨亿万，储禁中，以为岁租外物，供天子私

帑。"（《古今图书集成》卷242《国用部上》）唐玄宗不仅挥金如土，而且大肆赏赐，凡劳军、典

礼、登基、过节、巡幸、示恩、怀柔等活动都有赏无缺。如天宝十三载（754），大宴群臣，赐右相

绢一千五百疋，彩罗三百疋，彩绫五百疋；左相绢三百疋，彩罗绫各五十疋；余三品八十疋，四品

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极欢而罢。当时在京内有七千官吏，所费之大可想而知。至于统治

集团的迷信费用更巨。大足元年（701），武则天营造百马寺，所费达170万余贯，若人给一千，可

救济17万户。唐中宗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大则耗费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十万余，略计都用资

财，动至千万以上"（《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 《新唐书》卷118《辛替否传》载："十分

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唐睿宗时，大造道观，使"太府之帛为殚，太仓之粟不支"。除以上支出外，

还有农田水利、交通、运输、营田、教育等等多种开支。所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与日俱增，

不得不把盐铁收入提到议事日程。 

开元元年（713），左拾遗刘彤上书献策，第一次提出"盐铁木等官收兴利，贸迁于人，则不及

数年，府有余储"的建议。指出"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的利

害关系。讲到煮海为盐，采山铸铁，伐木为室者皆成富翁，而寒而无衣，饥而无食，靠出卖劳动力

为生的全是穷苦之人。要求"损有余而益不足"（《 旧唐书·食货志上》）。刘彤的建议正好符合唐

玄宗的想法，并很快被采纳，。开元十年（722），唐政府下令首先对食盐征税，从此实行了食盐课

税制。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动荡，经济残破，户口剧减，国家财政更加恶化。当时，均田制彻底崩

溃，租庸调无从实施，加之人口的流亡，田租庸调征税无几。国家只好不断加大地税（即原来的义

仓税）和户税（创于武德时， 与地税皆为副税）来维持。而且，经过安史之以后，中央集权大为削

弱，各地藩镇割地独立，垄断了各自统辖地区的财权和赋税，拒不上缴中央，国家财政又被严重地

分割和截留，"王赋所入无几"（《旧唐书》卷118《杨炎传》）。然而，由于唐后期战事频繁，军队



数量剧增，官僚队伍膨胀，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腐败，财政支出的数额比以期更大。在这种情况下，

又不得不把盐铁课税改为盐铁专卖。 

由此可见，唐代盐铁专卖的提出与国家财政日益紧缺密切相关。  

二、专卖收入的地位和作用 

唐代中后期,盐铁专卖政策的实行受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使国家财政得到了明显的好转,而且在

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盐铁专卖制度,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中最突出的是盐利收入, 《资治通鉴 》卷225

载: "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所入,

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刘晏代第五琦改革盐务在大历元年(766 ),大历初盐利收入为60

万缗,末年超过十倍,那就是600万缗,占财政总收入的60%.大历一共有14年,盐利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增

加十倍,其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新唐书·食货志 四》云: "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

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 、军饷 、百官禄俸皆仰给焉."由此可知,盐利收入

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当时,国家财政中的主要开支都依靠盐利.而且,大历初年的60万缗,还只是江

淮地区的盐利收入,因为刘晏在大历元年（766）接管的是东南盐务.既然如此,全国的盐利收入就不

至此了.这60万缗的盐利收入,还不是在通货膨胀下取得的,而是在通货膨胀已经停止,币值已趋稳定

(与大历元年以前相比)的情况下取得的.可知这一数字是非常实在的. 《旧唐书·刘晏传 》载: 

"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

利且过半."以上的历史记载,都充分说明了唐代宗后期盐利的地位.唐宪宗时，兵部尚书李巽为榷盐

使，整顿盐务，剔除中饱，"以盐利皆归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

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新唐书·食货志

四》）。所谓刘晏季年的盐利收入，即600万贯，其后三倍晏时，即为1800万贯。其中两池岁收150

余万贯，占每年总收入的十二分之一。可知，唐宪宗时期的盐利收入比唐代宗时还要多。此后，唐

代的盐利收入虽然没有总的记载，但从个别盐池的收入来看仍然是唐王朝财政收入中的重头。如唐

穆宗长庆元年（821），"敕乌池每年粜收博榷米，以一十五石为定额"。丰州胡落池，"每年采盐约

一万四千余石"（《旧唐书·食货志上》）。唐文宗大和时期，"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

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二年正月，敕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年，度支奏纳榷利一

百二十一万五千贯"（同上）。直到唐代末年，盐利仍然是唐代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 

茶叶专卖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饮茶之风大兴于唐代，这是由于陆羽箸《茶经》，言茶之原、之

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其后尚茶成风"。这就为茶叶的专卖创造了基础，收入也随着增

加。唐德宗贞元时，"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旧唐书·食货志下》）。这40万贯相当

于刘晏刚任盐铁使时一年收入。《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其后

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由此可见茶叶专卖收入的重要。大中

初年，盐铁转运使裴休整顿茶法，规定私鬻三犯三百斤者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园户私鬻

百斤以上杖背，伐园失业者刺使、县令以纵私盐论，使茶叶专卖制度进一步完善。于是，"天下税茶

增倍贞元"（《新唐书·食货志四》）。倍于贞元，即岁得80万贯。至于唐后期，随着茶税的日益加

重，茶利也同步增长，大约每年获利一百万贯。由于茶利的重要，当时以茶盐并称。 

唐中叶对酒实行专卖后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和八年（834），"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



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新唐书·食货志四》）。即使除去三分之一的酿费，

还有一百万缗的纯利，这笔收入也相当可观。 

铁、铜专卖收入也不可轻视。元和时，"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十万

斤，锡五万斤"（《新唐书·食货志四》）。开成年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专以盐铁供国用，"天

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同

上）。总之，盐、铁、茶、酒等重要物资的专卖，成为唐中叶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的收入，扭转了

原来财政空竭的危机局面。《通典》卷6《赋税下》记载唐德宗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和

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其中，专卖收入占有很大的比例，如《资治通鉴》卷237记载唐宪宗

时，"两税纳酒斛豆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由此不难看出唐中叶专卖

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 

唐代中叶的专卖收入不仅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起着

积极的作用。 

首先，加强了唐中叶的中央集权。不论在任何时期，财政是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生存的命

脉。否则，政权就难以维持和存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府库空竭，中央集权的力量不仅严重

削弱，而且靠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唐王朝通过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很快使中央的财力增强起

来。盐利不但供皇室费用，而且供百官俸禄，这些巨额的开支都由盐利来供给，从而保障了中央集

权的正常运转和一步步加强。由于财力的不断充实，至唐宪宗时期，相继平定了四川、淮西、河北

等藩镇割据势力，出现了短期的安定统一局面，史称"元和中兴"。这与其说显示了唐中叶中央集权

的政治力量，倒不如说显示了国家的财政实力，而国家财政的实力主要来自于盐铁专卖的收入。 

其次，保障了军队的供给。在封建社会中，国家财政的巨大开支除官俸外就是军队的费用。唐

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处于平定藩镇的需要，军队的数量在不断的扩大。元和时，"通以二户养一

兵"，当时有户"百四十四万"，可知军队数量为72万，比唐玄宗开元时增加了20多万。"至长庆，户

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新唐书·食货志二》）。政府拥有如此膨大的

军队，还要与藩镇经常作战，这批巨大的支出主要靠盐铁收入。如唐德宗时，天下之赋，盐利居

半，"军饷……皆仰给焉"(《新唐书·食货志四》）。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得山南西道观察使

报："其果、阆两州盐，……供当军士马，尚有悬欠，……臣今商量，河中盐请放入六州界粜

货。"十年（815）七月，度支使 皇甫 奏："加陕内四监、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盐估，以利供

军。"十三年（818），盐铁使程异奏："伏以榷税茶盐，本资财赋，瞻济军镇。"（《旧唐书·食货

志上》）。《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其后军费日增，盐价浸贵，"可见盐利和军费的直接关系。 

再此，用来改革漕运，提高财政调拨的效率。唐代建都长安，安史之乱以后，中央财赋主要靠江南

八道供给，所以财政调拨成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然而，唐代的漕运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征发

劳役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唐代的漕运需要大量的人力，农民充役是一种无偿劳动，不仅没有报

酬，而且受到统治阶级的百般奴役，不胜其苦。由于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漕运的效率

颇低。刘晏任盐铁转运使以后，利用获取的盐利改派役法为雇佣法，解决了这一难题。《新唐书》

卷53《食货志三》云：刘晏以"盐利顾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可知雇佣法的内容

是，国家用盐利收入，根据各地情况分别雇佣船工进行漕运，不再对农民征派劳役。雇佣费用，

《资治通鉴》卷225载：刘晏以盐利为漕庸，"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唐代宗时，"岁

转粟百一十万石"，共计费用77万缗，可见盐利投入之大。经过改革，财政调拨的效率大为提高，而

且还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岁省十余万缗"（《新唐书·食货志四》）。不难看出，专卖收入在国家



财政调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除此，盐铁等专卖收入还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旧唐书·食货志下》云

长庆二年（822），诏曰："兵革初宁，亦资榷管， 阎重困，则可蠲免。如闻淄青、兖、郓三道，往

来粜盐价钱，近取七十万贯，军资给费，优瞻有余。……及均减管内贫下百姓两税钱数。至年终，

各具粜盐所得钱，并均减两税。"两税主要来自广大农民的地税和户税，减少两税的征收必然减轻了

农民的负担。在盐铁专卖中，国家不仅可以获得厚利，而且还能有力地控制各地的盐价及其物价。

如刘晏改革盐铁专卖法时，建立了常平盐仓，"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

民"（《新唐书·食货志四》）。因此，各地的盐价长期处于平稳状态，《大唐新语》卷10云："永

泰初，奏准天下盐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这样一来，农民就不会因盐价不稳遭受商人的盘剥。广

大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劳动积极性就会提高，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来源

奠定雄厚的基础。 

总之，唐代中叶的专卖收入不仅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

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所以，专卖收入是古今理财家都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文章来源：财科所研究报告/2005/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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