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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6辑）》共20篇文章，其中税收与财政、生活水平两个栏目是本辑重点讨
论的两个主题。
　　税收与财政：中国自秦以来，征收赋税就成为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力，无疑具有强制性特征；在臣
民意识中，也将交粮纳税视为正常。
　　生活水平：“消费也是生产”，只有民众消费水平提升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经济社会才会健康
发展。
　　土地与农业：这是一个传统课题，但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始终受到普遍关注。
　　学苑撷英：赵文洪研究员提出：我们的时代、我们民族太需要思想家了，世界史学科应该成为培
养思想家的摇篮。
　　随笔札记：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龚书铎先生认为：文化有传承性、继承性，更有时代性，何者为源，何者为流，不能颠倒。
　　学者访谈：我国政府重视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
社会福利制度发轫于欧洲，它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学界动态：2011年，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成为一级学科。
为此，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世界史学科
建设座谈会，共商学科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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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宋代的军队是国家供养的，军事装备完全由国家提供。
首先是战马的配备。
宋代主要靠向境外购买，每年约买万匹。
宋代也曾下气力设马监企图自己养殖，为此投资巨大，但成效不佳。
其次是军器的配备，宋代曾设三司胄案、军器监等专门管理机构主持此事。
又于中央设御前军器所、弓弩所、斩马刀局等作坊，于地方设都作院和作院。
在这些作坊中劳作的工匠总数不下数万人，也要由国家保障日常生活。
 宋代常备军虽多，战斗力却很差，为了弥补这一缺欠，同时也作为恢复兵民合一的一种尝试，宋代又
着力发展民兵。
民兵的数量众多，总数可能不下百万，其中相当一部分也与国家财政联系，或者需要减免税役，或者
需要支给津贴。
如西北弓箭手，通常国家要为他们置办田产、农具、种子甚至耕牛、居室，还要资助其购买马匹。
尽管时人讲，国家用于一名民兵的支费只有正规军的几分之一，但由于人数多，合起来也不是小数目
。
 宋代官与吏区分得很清楚。
宋代吏人中很大一个数量也是由国家给俸禄的，这些人主要分布在中央和州郡两级。
王安石变法以前，这种人的数量较少，大约有数万人。
王安石推行免役法，一下子使这种人增加了几十万（因为县级吏人也要雇募）。
 宋代有别于唐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官学的发展。
宋代中央除国子监、太学的师生人数多于唐代外，还曾开设法学、武学、道学、算学、画学，为宗室
专门开设了宗学。
在各州及大的县都开设官学。
南宋大多数书院也是官方办的（中国古代的官学不同于西欧学校，它们不但不收取学费，而且学生可
享受一定数量的津贴）。
此外，还专门为皇帝、皇储设立讲学机构。
这些既增加了官员数量，也增加了教育开支。
 宋代还有官营铸币场（钱监）、纸币发行机构（交子务、会子务）、汇兑机构（便钱务），官营钞引
发行机构（榷货务），官营造纸场、印制纸币的作坊、印制钞引的作坊，官营当铺（抵当库）、煤铺
（石炭场）、纺织场、茶场、瓷窑、砖窑，官营房地产管理机构（楼店务）、造船场（每年仅漕船就
要造上千艘）等。
很多官营作坊都有数百人（如大的钱监有上千人，中等的有四五百人）。
这些机构中的工匠一般也靠领取俸禄过活。
 此外，还有效力于官方的御用僧人、道士、官妓官乐人、官画家画匠、官牙人、抄书匠、印刷工匠等
。
 总之，大约经常性直接、间接吃国家饭的人不下千万。
这些人希冀改善自身待遇的努力，又推动着国家财政需求的不断膨胀，进而导致国家财政收支的紧张
状况不断加剧。
 二、宋代财政收入项目的继承和发展 1.宋代两税的新变化 中唐实行两税法后很快就出了问题：初颁两
税法时，物价很高，以钱立额，后来物价下落，两税钱额折为实物数量过多，农民无法承受。
唐廷被迫根据各地实际物价情况，改立折征实物数额。
较为常见的是以绢匹数立夏税额，以米谷斛斗立秋税额。
这样，就出现了农村两税常见的税钱额、税绢额、税苗（斛斗）额并存的情况，宋初大抵即沿袭了此
种情况。
唐廷在初颁两税法时虽许诺：“租庸杂徭悉省”（《旧唐书》卷——八《杨炎传》），“比来新旧征
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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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许诺很快就被抛弃，因为自从低折实物后，官方很快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税外杂征、无
偿征用民力的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至宋初，就已存在税正钱、税绢、秋苗外的多种杂税。
其中一部分被称为“沿纳”，意即沿袭前代已有的杂税敛。
还有些由割据造成的局静陛税收，如身丁钱米、曲钱、进际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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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6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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