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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的财政制度、秦汉的财政制度、魏晋南北朝的财政制度、隋唐五代的财政制度、宋、辽、金
的财政制度、元朝的财政制度、明朝的财政制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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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志宇，男，1977年生，贵州遵义人，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本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税收专业，硕士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
专业，博士毕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思想文化史专业。
兼任东京经济大学客座教授，中组部首批"西部之光"学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
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四川省经济史学会理事，贵州省税务学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理事
。
已出版《国际税法》、《中国税收思想发展论纲》、《中国近代税制流变初探》、《近代中国税收现
代化的思想史考察》等学术著作四部，参与编写《财政学教程》、《税收经济学》、《中国财政政策
报告》、《中国传统文化》等教材、学术报告四部。
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现代中国
税收思想史研究》等课题十余项，获得各类学术奖励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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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七、关于“井田制”及其性质井田制的记录始见于《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
，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诗经·大田》上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其他古籍如《周礼》、《汉书·食货志》、《左传》、《韩诗外传》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基本
内容与孟子所记大致相同。
有的学者认为井田制纯属虚构，但多数学者认为西周确有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甚至在周以前就已经存
在了。
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田字作}}形，这可视为井田制存在的证明。
在周朝，土地以及附着于土地的劳动者，都属于周王室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
周天子按照爵位高低将土地分赐给诸侯及卿、大夫、士；各诸侯国以同样办法逐级分赐辖境内的各级
大小贵族；下级贵族要向上级贵族交纳一定的贡赋。
受赐的各级贵族，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并可以由子孙世袭，但土地不能买卖。
所谓井田制，即各级统治者把耕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方田，每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分给
劳动者耕作；中间一区为公田，周围八区为私田，分授给八家耕种；井田上的劳动者只有耕种完公田
之后，才能从事私田上的劳动。
井田制的单位是“夫”，无论是十迸位制的井田，还是“九夫为井”的田制；田间都有沟洫、道路以
便灌溉，以利交通；在井田上纵横交错的道路称作阡陌。
所分配的田地，四周设置分界，即在界上“启土作墉”，形成封疆。
春秋以来，随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井田制开始瓦解，至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变法，“开阡陌”、“除
井田”，井田制才彻底崩溃。
关于井田制的性质及经营方式，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认为井田制是一种村社土地制度，井田
上的生产者主要是村社成员或自由民。
认为井田制形式上保留了原始村社的残迹，而实质上井田是一种被奴役、被榨取的单位，居民已成为
一种集体奴隶。
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井田是周王封赐给诸侯、百官等各级奴隶主，并以此计算俸禄的单位。
井田制并不像孟子所述的“八家共井，其中为公田”，而是周王封赐给各级奴隶主的井田，统称“公
田”。
奴隶主将分到的井田分配给自己的奴隶集体耕种，作为课验奴隶勤惰的计量单位，以榨取奴隶的血汗
。
此外，奴隶主还鼓励奴隶开垦井田之外的荒地，此称“私田”。
土地的耕种者奴隶是没有土地的。
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井田制是领主制经济下的封建分地制度。
井田制中确有公田和私田的存在，领主们都有公田，农民们从领主处受私田百亩，并且要茌领主的公
田上进行无偿的劳动，以提供劳役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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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财政史》是全国高等际校财政学专业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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