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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制度的

演变
第五单元



1.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2.知道秦汉的赋税制度，掌握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

的历史概念。

学习目标

重点

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近代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

难点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趋势和特点。

重点难点



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自主学习】根据时空定位图示，结合教材知识梳理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历程。

《进口税
暂行条例
》

金花银

所得税暂
行条例

19361931

开始取
消国内
关税



一、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赋税是中国古代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统治者为维

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强制征收的。赋税制度是随土地制度变化而变化的。

    主要包括税和役。

    税：以人丁为主的人头税(丁税)；

        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调)；

        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租)；

        其他杂税。

    役：以丁男为主的徭役和兵役等。



西周

分封制下贡赋制度——诸侯的义务：
缴纳贡赋；为王室服役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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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滕文公上》

1.先秦时期的赋役制度 

①改革
管仲“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地多
少和好坏征收赋税。

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是指无论公
私田，按亩数实数收税。

②影响：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地主土
地私有制的形成；促进了奴隶制生产关
系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变；是中国古代土
地税的开端。

春秋战国



2.秦汉时期

田赋：  秦朝田赋税率极高，史称“收泰半之赋”。汉朝降至1/15，甚至1/30。

人头税：秦朝人头税极重。汉朝人头税分为口赋（7-14岁）和算赋（15-56岁）。

徭役：  更卒【每年一个月，在当地郡县修筑城垣、道路、河渠、宫室、运输粮食等

】

        正卒【每人两年，到郡国和京城服兵役】

        戍卒【每人一年，到边塞屯戍】

财产税：对车船征税，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征收算缗钱。

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

制度正式形成。



    受田农民，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户税）帛或麻，还必须服徭

役和兵役。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50

岁以上的男子，可以交纳一定数量的绢，以代替徭役，以庸代役的办法开始在部

分受田农民中推行。

前期：租庸调制
3.唐朝

朝代 税田 税人头 税人力

秦汉
田赋

（按产纳实物）
口赋

（按丁纳钱）
徭役

隋
租

（按丁纳实物）
调

（按户纳实物）
役

唐前期
租

（按丁纳实物）
调

（按户纳实物）
庸

（实物代役）



3.唐 朝

后期 两 税 法

内容：按田亩征收地税，按户等征收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

影响：这是我国封建税制的重大变化，由人丁税转为财产税，表
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影响：①保证了农民生产时间，促进了农业发展；

      ②税收从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

      ③保障了财政收入。

    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

绢絁(shī )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

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

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旧唐书·食货志上》

思考：根据材料和图片，分析租庸调制的影响。



① 赋役合并，简化税制，减轻人身控制；

② 按资计税，相对公平合理；

③ 征收货币，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④ 基本定时，规范税制；

⑤ 扩大收税对象，增加财政收入。

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

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

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思考：根据材料及两税法的内容，

分析两税法的进步意义。两税 所含项目 标准 形式 时间 对象

地税
 租庸杂徭
（赋 役）

田亩 粮 秋 主户
客户
行商户税

人头税、
杂税……

资产
人丁

钱 夏



王安石变法
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漏税。
募役法：政府雇人服役，不服役者交免役钱或助役钱。

影响：减轻百姓负担，增加财政收入。

4.宋  朝

承袭唐制，两税法+附加税
税
重
扰
民



5.元  朝

沿袭唐制
租庸调与两税法
分别施行于北方（丁税、地税）与南方（夏税、秋粮）。另有科差(代徭税
)。



6.明朝

赋税分夏税、秋粮    

（米麦实物米麦实物））

初

期

江南部分税粮江南部分税粮
折银送北京折银送北京 “金花银

”

一条鞭法

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
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
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

后

期

赋役合一
田赋征银

徭役征银

货币地租产生

评价：
1. 简化了征收手续，减轻了农民负担。
2. 赋役征银，适应和促进了明后期商品经济和资本主
义萌芽的发展。
3. 是古代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
转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 刘若愚 《酌中志·内臣职掌
纪略》：“又浙江等处，每岁夏
秋麦米，共折银一百万有奇，即
国初所谓折粮银，今所谓金花银
是也。”《明史·食货志二》



康熙

内容：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
银作为定额。

影响：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进一步松弛，促进了人口增长；有
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盛世滋丁 永不加赋

7.清  朝
雍正 摊丁入亩

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
一赋税，叫做“地丁银”。
自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被
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
控制松弛了。

影响

①摊丁入亩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约2000年的人

头税，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束缚进一步减弱；

②有利于经济恢复与发展；

③税制简化，保证了政府的财政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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