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子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理财家，我国历史上的重

要经济改革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管子的理财思想。

一、管子的理财思想

管子任齐相四十年，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理财思

想史上的贡献更是彪炳史册，他所主张的财政政策主要有以

下几种：

员援 慎于征敛的税收政策。我国是农业大国，历代财政收

入都以田赋为主。国家支出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因此人民

田赋负担日愈增加，甚至危及税源，侵蚀再生产成本，大大阻

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儒家认识到横征暴敛对国家的影响，因

此大力倡导轻税政策，《论语·颜渊》中有：百姓足，君孰与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谓：省刑法，薄税敛。管子则更

进一步倡导减免税政策甚至主张无税。

管子不赞成实行租税制度的理由有三点：淤租税制度妨

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于租税制度剥夺了国民所得；盂租税制

度会招致国民对政府的嫌怨。《管子·国蓄》言：以室庑籍，谓

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

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

不尽也。这一段是说：征收房屋税，不啻毁人的庐室；征收六畜

税，将影响六畜的繁殖；征收田亩税，无异禁人耕稼；征收丁

税，将失民心；征收户税，将使正户逃亡为大贾所役属而增其

利。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生产力的发展。另外，租税是国民

的一种强制负担，因此征税必惹国民的反感。政府为维系人

心，应取之于无形，夺之而不见。管子既然提倡减免税甚至无

税，那么用什么来供应国家经费开支呢？对于这个问题，管子

主张在充实国家财政上尽可能采取租税以外的政策，如盐铁

专卖、矿山国有等。

圆援 食盐专卖政策。近代国家所实行的专卖政策，远在三

千多年前，管子就实行过。管子主张食盐专卖，其主要目的在

于增加财政收入。他的食盐专卖制度具体表现为对内实施计

口售盐，对外以盐作为国家专利事业，以吸收国外资金。管子

认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凡食盐之数，

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

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这样

计口售盐的办法能产生比租税更多的财政收入，同时每人得

到定量分配，不会出现缺盐的情况，而且在政府的控制下，人

民也不会感到高价的压力。

食盐专卖政策的对外作用，在于根据市场供求原理，以专

卖的方法吸收国外资金。采取的具体措施为：由政府囤积国内

之盐，待阳春耕种之时，人民忙于耕作，乃下令人民，禁止煮

盐，使盐之产量减少，然而，产量虽少，但消费量仍然未变，自

然造成食盐供不应求，盐价必然升高，政府即于此时将所积之

盐，运至国外销售，以获厚利，而充国家政费，并减轻人民负

担。管子将这个道理解释得很清楚：“君伐菹薪，煮沸水为

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农事方作，令北海之众，毋得

聚庸而煮盐。然盐之价必四十倍。君以四十倍之价，修河济之

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圈之本，其用盐

独重。君伐沮薪，煮沸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这个政

策也可以说是国家对外贸易统治政策，即由政府实施食盐的

专买专卖。

猿援 铁矿国有政策。矿产为天然财富，理应不许私人占有。

因为私人占有易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从而影响到社会稳

定。所以现代国家，多将矿产收归国有。而这种进步的政策管

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他主张：如果探知山内有矿藏，

国家就应封禁，不允许人民自由采掘，对于铁矿更特别注意。

对于铁矿国有，管子解释为：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

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 銚 ，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

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

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

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

轻重者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这就是说，只

要是成人都要纳税。

针、刀是女工的生产工具，耒、耜、銚 是农人的生产工具，

斤、锯、锥等是车辇制造者的工具。根据管子的算法，万乘之

国，可得百万之籍，为钱则有三千万。在古代国家这是一笔很

大的财政收入。但管子并不赞成对生产工具征税，他的主张是

山有铁矿的，由国家封禁，不允许人民自由开采。人民要采矿，

必先得到国家的允许，然后缴纳一定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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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管子理财政策及措施的分析，发现管子理财思想的核心在于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增加财政收

入。而管子之所以在财政上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是因为其能做到因地因时制宜，使政策顺应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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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主张就铁矿征税而不是就铁器征税。铁器是生产工

具，如被征税，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招致人民反感。对铁矿

征税，“民无税负感觉，并令民得利之十，君得利之三，民有利

可图，必踊跃采掘”，即一方面可以促进矿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也可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这个办法是很周到的。还有一点我

们也要明了：管子对于盐、铁虽主张专卖，但在政策实施上又

有差别。盐为齐国特产，梁、赵、宋、魏都须从齐国输入，故由国

家专买专卖。至于铁，则完全以对内为宗旨，并不向外输出，仅

供国内人民使用。当时，铁器已盛行，对铁征税，必可获得一笔

可观的收入。

源援 谷米贸易国营政策：既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又可充实

国家财政。“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粮食问题的重要

性，古人已有深刻认识。但对于粮食问题的解决对策，在历史

上，谁也没有像管子那样提出深刻的见解。管子主张由政府掌

握谷米的买卖权，用货币调节其价格，从中获利，借此增加财

政收入，而不直接课税于民。管子认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

也。谷贵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

人君御谷物之迭（按迭积也），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

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

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

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粜百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

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穑而户籍也。

彼人君守其本委谨（房注：委谓所委积之物也谨谓严也）而男

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

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

可调而君得其利。

这个政策可以叫做谷米贸易国营政策。政府以其雄厚的

资本操纵国内谷米市场。当丰年旺收时，政府则用多余的货币

买谷米，及中岁每石值十钱，凶年每石值二十钱之时，政府即

依市价而卖之，故人民丰岁谷多，不至无用，而中岁凶岁亦有

所食。既得岁入充裕之利，尤收调剂食粮供需之效，一举两得。

缘援 货币管理政策：以货币稳定物价，借助市场机制增加

财政收入。货币问题的重心是货币价值问题，货币价值的变

动也就显示着物价的变动，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重大。管子对

于物价变动的影响，曾有以下认识：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

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

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

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

有相百倍之生也。

管子认为：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

则市籴釜千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

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

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十倍而不可得，民

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

物利之不平也。可见管子主张以货币稳定物价。这与近代经济

学家凯恩斯所主张的管理货币说近似。

“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

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

“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

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

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

在上。万物重十倍。”

综上所述，其主要思想在于主张由国家管理金融机构，利

用金融政策操纵物价。货币流通量对于物价具有决定性作用。

货币流通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将引起通货膨胀，太

少则会导致通货紧缩。这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被认为是货币

学说的新发现，而管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透彻的认识。他明

白物价与货币的关系，所以主张以货币稳定物价。同时管子主

张对全国的田谷和各种财币进行统计，“先知物量若干，以物

量以铸币，物量多，则增加币量；物量减则减少币量，使物价常

近于水平”。

二、管子理财思想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管子所主张的财政政策重心为盐铁专卖，其理

财思想的特点在于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增加财政收入。

古今中外的财政学说无不主张以租税作为公共收入的基本来

源。欧洲国家在十九世纪末才有人主张把国营企业的收入列

为国家财政收入，但仍以强制性的租税收入为主。管子始终强

调利用市场活动来增加国家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收入，对强制

性的租税收入不但不重视，而且一再加以否定。这些思想足以

在我国乃至世界理财史上大放异彩。

我们知道财政的本质问题是财权由谁掌握为谁服务的问

题。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财政与税收操纵在统治阶级的少数人

手里，统治阶级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牺牲民众的

利益从而导致收益分配失衡，阻碍生产力发展，并最终引起社

会动荡乃至朝代更替。我国历史上财政思想和财政制度呈周

期性变化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此问题，各个朝代立国初

期，由于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比较注重处理税赋征纳和财政

分配关系，整顿吏治，轻徭薄赋，使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带来社

会经济的繁荣，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等，直至各朝

代中后期，随着统治者地位日益巩固，重视官员的利益，冗官、

冗政、冗费层出不穷，横征暴敛导致征纳矛盾日益突出。即使

有识之士提出改革，结果也往往以失败告终。最后只有通过农

民起义改朝换代，开始又一轮的周期循环。管子在财政上之所

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其能在民本思想的

指导下做到因地制宜，使政策顺应民心。正如管子所主张的那

样：“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

民心”。他的理财政策和思想及其理财成就足为后世理财家之

楷模。“民为帮本，本固帮宁”。史实一再表明，理财必须关注民

生，相向者成，相背者败，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应为当国者鉴。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野中国政府理

财与会计控制问题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200607021冤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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