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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物的性质说，官厅理财源于公共权力对剩余产品的

分配，而国家则是公共权力发展的高级形态。史料记载，我国

在炎黄时期就产生了国家和财政。我国古代的财政思想，最早

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根据现存的古代典籍，比较系统的财政

概念，始见于古文献中有关西周部分的记载。所以，我们论述

古代官厅理财思想的起源，虽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甚至更早，

但主要以公元前11世纪开始的西周为考察对象。而最能反映

西周理财思想的典籍莫过于《周礼》。

对于《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众说不一，有说周公所作，

有说战国人所作，有说西汉人所作，至今难有定论。胡寄窗先

生认为，《周礼》一书基本上能反映西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或西

周封建政权的若干规划。我们对于《周礼》的历史事实和基本

资料不能不加以肯定，对于其所反映的理财思想和财计制度

建设的历史价值不能低估。下面笔者根据《周礼》以及相关典

籍探讨其所反映的理财思想。

一、量入为出，略有贮蓄

量入为出是指按照国家收入安排支出，这是西周王朝最

基本的财政原则。量入为出在近代财政思想上虽是不尽全面

的原则，但在中世纪和我国古代世界却被视为政府理财的金

科玉律。在世界历史上，量入为出是最早出现的财政原则。

西周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特点受时间、气候和自然条

件的限制很大，加上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农业生产的丰歉难以

预料，不可能保证每年都可以得到收支的平衡。经济的状况决

定了人们的财政思想，使人们认识到：淤丰年可以多用，歉年

只可少用，以求得入出的平衡；于因当时为实物财政，市场交

换尚不发达，所以实物的储备也很重要。鉴于上述认识，人们

认为国家支出原则上只能在国家收入已经取得的前提之下进

行安排。《礼记·王制》追述西周国家财政支出时说：“冢宰制国

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

歉；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意思是说，冢宰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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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都已收进来，按土地的大小，年成的好坏，通算三十年平均

数以编制支出预算，根据收入计划支出。《礼记·王制》明确地

提出了“量入以为出”这个财政原则，在古代世界范围内也是

很值得称赞的。

《周礼》虽无如此明确的文字表达，但也体现出根据岁入

以定岁出的精神。例如《大宰》在阐述治国安邦的一系列总方

针时，其关于国家财政部分，首先提出“以九赋敛财贿”，接着

又提出“以九式均节财用”；又如《廪人》中记载“以岁之上下数

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亦具有以岁入制约岁出之意。而

《周礼》似乎更关注每岁在收支相抵之外尚有结余，且对理财

有余裕者，给予奖励。《大府》掌管全国财政收支，要求有“式贡

之余财”，其他如《委人》要有“余聚”，《仓人》要“有余则藏之”

等，均表示《周礼》编者主张在管理国家财政收支时，要做到岁

岁有余财或结余。为防万一，又在收入中规定有九贡，即邦国

之贡，以供经常性支用；还有万民之贡，即九职之贡，以充府

库。邦国之贡具有特种收入供特殊支出的性质，万民之贡则纯

为藏而有备，贮藏性质十分明显。这样一来，便可以保证日用

的充足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不至于因出现意外的情况影响到

人民的正常生活。

但是，由于封建财政支出很难控制，而财政收入又没有可

靠的保证，因此，“量入为出，略有贮蓄”的原则在封建社会很

难真正实现。封建社会初期的财政以劳役地租为基础，而农业

的丰歉又不能事先预定，故国用在原则上只能而且必须在榨

取的实物已经得到以后才能制定。这是封建财政量入为出原

则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又由于封建王朝的王室费用与国家

经费很难严格划分以及君主个人的奢侈浪费，这个原则也就

无法实现。但从理论上说它始终不失为我国三千年来经常被

人们称道的财政格言。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许多经济

学者又根据西方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将上述说法确定为我国

古代预算制度或预算理论之滥觞。

西周的财政收支计划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由辅佐天

子、总揽政务的冢宰亲自掌管国用收支规划的制定工作，以示

封建国家对此事的高度重视。二是制定财政收支规划的时间

通常在一年之末即“岁之杪”，并以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作为确

定财政年度的自然标准。三是在编制国用规划时，以五谷实物

为计算收支数额所用的基本单位。四是国用规模虽受耕地大

小及农业收成丰歉之制约，但年度财政收支的估算还须考虑

【摘要】《周礼》系统而周密地设计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周礼》一书结合

相关典籍探讨其所反映的理财思想。

【关键词】《周礼》摇摇摇理财思想摇摇摇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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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收成的平均数，即所谓“三十年之通”，这恐怕也是“平

均数”这个概念在财政历史上的最早运用。

二、任土所宜，合理负担

任土所宜就是当地生产什么就贡纳什么。任土所宜的财

政思想在我国渊源甚早。据《禹贡》所载，九州所贡方物非常具

体，均系因当地之所产而致贡；殷商时代，据说其《四方献令》

已规定各诸侯的贡献为“因其地势所有而献之”。尽管这两种

文献的成书年代尚不确定，但至少能说明贡土所宜是先秦时

代久已流行的财政观点。事实上这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

社会的必然产物。

《周礼》的这一原则，在《职方氏》中作了明确的表述：“凡

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

所有。”《闾师》的记载更为具体：“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人民六

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凡任民：任农以

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

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

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这是城郊的征

课方式。关于甸稍县都的征课，《县师》只说：“辨其物，……以

岁时征野之贡赋。”这是有意省略以免与《闾师》所记重复。所

以，“任土所宜”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只以农牧川泽的产品为课

征物，商品市场之货币课税也应包括在内，这也是《职方氏》所

谓“制其贡各以其所有”，故“任土”只是概乎言之。在农业生产

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古代，这一财政原则对百姓有利，从而也就

是合理而又正确的原则。在隋唐以后，商品货币关系有了相当

程度的发展，这个曾经一度有利于百姓的原则，也服从辩证法

规律日益转变成不利于百姓的原则，出现所贡非所有之弊。

合理负担的思想也和任土所宜一样是渊源甚早的财政原

则，这一思想在《禹贡》中表现得较为鲜明。《周礼》也充分体现

了这一指导思想，贡赋负担之公平与力役负担之合理，在《周

礼》中是分别处理的。《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贡

……皆以地媺 恶为轻重之法”，专管野外土地征课。《均人》则

专管“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凡均力政，以岁上下”，大丰年

服力役三日，中丰年二日，平年一日，凶荒年份免服力役。又如

《小司徒》与《大司马》均有规定：上地“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也是按民户人

口多寡来分配上地、中地或下地，并据此确定其可能负担赋役

的多寡。而不是一律计亩征课不考虑土质之优劣问题，或者以

户为单位按户征兵，不考虑每户人口之多寡。

《周礼》关于税率的阐述也充分体现出了负担公平的思

想。且这种阐述较其他古代文献更为明确而具体。《载师》的规

定如下：“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

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这一税率规定反映了几个要点：淤从“近郊”到县都之税

均为田税，因为在这段引文前面已清楚地指出：“以宅田、士

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

……以大都之田任畺 地。”但田税随田地距王城之远近而有差

别，即由百分之十增加到最高百分之二十。这就是后郑所谓

“轻近而重远”的原则，其解释是距王城愈近的农民负担的劳

役愈多，反之则愈少，这反映了负担平均的原则。于园廛多在

城郊，税率仅为百分之五，这也反映了轻近重远之意。更为重

要的是，廛里为私人住宅，既然“国宅无征”，则私人住宅的纳

税也不应过高，同时房屋税是以地基及地上建筑价值为基础

而征课，故百分之五税率的收入也就比一般田税多。又因为园

圃为都市提供副食品其税率也不应过高以免有损其供应，同

样园圃的生产率也远较一般农耕地为高，故百分之五的税率

收入亦不在少。这些理由，《载师》虽未明确指出，而“园廛二十

而一”的规定必然有其不同于一般耕地的合理指导思想。盂“漆

林之征”是泛指各地区的漆林产品而言，其税也最高，这表明

《周礼》编者对经济作物的特殊意义与作用已有所认识。尽管

只提到“漆林”一项，这在古代文献中也是少见的。榆什一税的

税率是先秦时代一般认为较合理的税率，除儒家大力宣扬外，

法家李悝在其“尽地力之教”中也将什一税看做是理所当然

的。至于齐桓公三会诸侯主张“田税百取五”，或白圭说“吾欲

二十而取一”，均是以轻税为号召，这也折射出当时的实际税

率绝不止百分之五。《周礼》的税率规定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什

一之税观点，主张按不同地域或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税率，这

在当时也是非常独特的见解。

以上这些税率思想从总体来看在古代是很突出的，但由

于它是以力役的轻重为依据，其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无论如何，古代这种负担均平思想对后世具有极深远的

影响，虽然不能够真正贯彻执行，但至少在理论原则上是被较

普遍接受且一直影响至今。必须指出，当时考虑财政负担的平

均，并不只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其根本出发点是想借此

以减少因财政征课所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使统

治更加巩固。“合理负担”与“任土所宜”同为古代所共同尊重

的合理财政原则，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前者一直可谓足资珍视

的光辉思想，而后者则日益变得不合时宜甚至有害。由此可

见，在研究或评价任何一种经济思想时，切忌形而上学式简单

化理解，应以不同事物在其各自不同历史经济条件下的情况

为依据，反复考察，才能得出合理的论断。

三、收支对口，专税专用

西周王朝为了强化财政管理，确定了收支对口，专税专用

原则。

财政收入上，用九赋之法征收财物。九赋是国家财政收入

来源的九个方面，《周礼·天官·冢宰》载：“以九赋敛财贿”，指

出王室九种收入分别来自以下地税：城区地税；四郊、六乡地

税；甸内的六遂和公邑的地税；稍内的公邑和家邑的地税；县

内的公邑和小都的地税；都内的公邑和大都的地税；关卡和市

场征收的税；山林川泽的地税；天子大府仓库内久藏不用的财

物变卖后的收入。九赋是国家的经常性收入。

财政支出上，用九种规定来节制财政支出，《周礼·天官·

冢宰》“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

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

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即用来节制财政支

出有九种规定：祭祀支出的规定，招待宾客支出的规定，办理

丧事和赈灾支出规定，饮食和衣服支出的规定，百工造作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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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不断加速的今天，高层次

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在各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鉴于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加速培养

一批优秀的跨世纪高层次会计人才，已成为一项紧迫的重要

任务，也对大学会计硕士研究生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科学、

合理地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是

当前会计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

1. 研究生培养模式构成要素。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是多

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结构系统，而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实

际上是培养系统的一种简化、抽象和类比表示，其涉及“培养

什么样的人”及“怎样培养”两方面的命题。据此考察硕士研究

生培养系统，构成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主要要素有：培养目

标、入学形式、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价。

（1）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指通过培养活动使作为培养对象

的研究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上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和规

格标准。它规定着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和规格要求，回答了

“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整个培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具有导向作用。

（2）入学形式。硕士研究生入学形式是指针对不同的培

中外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陈晓芳渊 教 授 冤 崔 伟

渊 武 汉 理 工 大 学 武 汉 430070冤

【摘要】本文借鉴国外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对我国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并就

我国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培养模式 会计学硕士 培养目标

支出的规定，聘问与慰劳支出的规定，饲养牛马支出的规定，

王者赏赐群臣支出的规定，王在宴饮间特别恩赐群臣支出的

规定。

在以上收支项目中，国王把九赋与九式对口作为一项重

要财政原则，提出“以九式均节财用”的口号。《周礼·天官·大

府》有：“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

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服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

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

币余之赋，以待赐予。”从而把九赋、九式对口收支明确下来。

为说明九赋收入、九式支出及用途，列表如下：

以九赋确定财政收入来源，用九式规定财政支出范围，形

成各项“收支对口”、“专税专用”的格局是西周财政的特点。

笔者认为，“ 收支对口，专税专用”原则的目的和意义主

要在于：收入有保证，支出有节制，量入以为出。首先，古代赋

税多以实物为主，有可能按所收入的实物的自然属性核定其

必要的用途，以免用于不必要方面而形成浪费。其次，收支对

口专税专用无异是给使用部门规定了一个开支最高限额，使

其在设计支出方案时有所依据，同时也使支出部门的开支能

得到确定的赋税来源为之保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专税专

用原则既否定了最高统治者对财政收支的主观任意决定，也

对他的奢侈滥用至少在理论上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不过由

于有“唯王不会”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定，

使所谓专税专用、式法制财也逐渐流于形式，统治者滥用民财

的现象仍难以控制。

另外，专税专用是在古代落后经济条件下才可能采用的

财政原则。依现代观点来看，专税专用降低了国家在财政总收

支决策方面的灵活性。然而即便如此，这一财政原则仍有其合

理因素且对今天仍有影响，现代国家预算中专款专用思想盖

源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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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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赋收入 九式支出 用 途 说 明

邦中之赋 宾客之式 用于宴请宾客

四郊之赋 刍秣之式 用于饲养牛马与家畜的谷草

邦甸之赋 工事之式 用于工需制作品物

家削之赋 匪颁之式 用于分赐诸侯百宫

邦县之赋 币帛之式 用于赠劳宾客

邦都之赋 祭祀之式 用于祭祀天地尧祖先尧山川

关市之赋 羞服之式 用于国王及其家庭吃穿

山泽之赋 丧荒之式 用于丧礼与救荒

币余之赋 好用之式 用于国王需要的玩好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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