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國家的統治 第二節：戶籍、土地或賦役與國家統治的關係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賦役與土地制度的依據 歷代重要的賦役與土地制度 

背景 定義 漢代 北魏 隋唐盛世 唐中葉後 宋代 明代 清代 

 
 

這
是
中
國
古
代
首
次
承
認
私
有
土
地
的
合
法
性
，
並
向
農
民
徵
收
租
稅
。 

 

春
秋
時
期
，
魯
宣
公
十
五
年
（
西
元
前
五
九
四
年
），
魯
國
宣
布
「
初
稅
畝
」
的
法
令
，
即
將
私
有
土
地
按
畝
徵
稅
。 

●
補
充
：
土
地
私
有
制
： 

→

編
戶
齊
民
（
指
政
府
將
人
民
以
戶
為
單
位
登
記
入
籍
，
納
入
管
轄
且
均
需
齊
一
受
法
律
規
範
。
） 

２
春
秋
戰
國
封
建
瓦
解 

→
 

土
地
私
有
制
形
成 

１
戰
國
時
代
各
國
追
求
富
國
強
兵
與
中
央
集
權 

 
 

的
掌
控
會
因
戰
亂
、
地
方
勢
力
崛
起
等
因
素
有
所
消
長
，
但
整
體
而
言
，
其
作
為
國
家
統
治
的
一
環
，
並
未
在
歷
史
上
消
逝
過
。 

→

中
央
政
府
通
過
戶
籍
制
度
掌
握
全
國
大
部
分
人
口
，
進
而
達
成
組
織
軍
隊
、
完
成
國
家
建
設
等
目
的
，
雖
然
國
家
對
「
戶
籍
」 

 

（
２
）
人
口
遷
移
受
限
：
人
口
為
國
家
重
要
資
源
，
故
對
人
民
遷
徙
定
下
嚴
格
法
條
限
制 

 
 

（
１
）
社
會
地
位
差
異
：「
齊
民
」
僅
限
於
表
面
的
法
律
、
政
治
意
義
，
實
際
上
可
能
因
財
富
差
異
等
因
素
，
造
成
社
會
地
位
不
同 

 

Ｃ
影
響
：  

 

Ｂ
方
式
：
實
施
人
口
調
查
，
確
立
戶
籍
制
度 

 

Ａ
目
的
：
為
了
增
加
兵
源
、
勞
動
力
、
稅
收
，
並
維
持
治
安 

●
補
充
：
國
家
控
制
下
的
編
戶
齊
民 

→

建
立
於
編
戶
齊
民
基
礎 

２
役
：
徵
兵
、
徵
役→

戰
爭
與
國
家
建
設 

１
賦
：
按
私
人
土
地
面
積
計
算
，
實
物
繳
納
田
租 

 
 

且
也
以
錢
幣
替
代
。
此
制
實
施
之
下
，
若
遇
人
民
負
擔
不
起
者
，
常
見
賣
身
為
奴
，
始
得
免
於
這
類
賦
稅
。 

 

源
自
封
建
時
代
若
貴
族
對
外
有
戰
事
，
農
民
需
對
其
貢
獻
車
牛
或
勞
力
。
自
戰
國
以
來
，
因
烽
火
連
年
，
賦
的
徵
收
漸
成
為
常
態
，  

●
補
充
：
人
口
稅
（
又
稱
為
「
賦
」） 

２
人
口
稅
：
算
賦
與
口
賦 

→
 

負
擔
不
起
者
賣
身
為
奴 

 

１
土
地
稅
負
擔
輕
：
土
地
兼
併
嚴
重 

→
 

農
民
多
為
佃
農 

●
黃
老
治
術
、
與
民
休
息 

３
影
響
：
依
附
於
豪
強
的
人
口
釋
放
，
政
府 

 

Ｂ
計
口
授
田
，
並
規
定
生
產
型
態
利
於
政
府
徵
稅 

 

Ａ
結
合
賦
稅
與
土
地
制
度 

２
辦
法
：
均
田
制(

授
予
人
民
可
世
襲
的
桑
田
【
又
稱
永
業
田
】，
以
及
死
後
須
歸
還
的
露
田
【
又
稱
口
分
田
】) 

１
背
景
：
戰
亂
導
致
荒
地
與
流
民
多 →

 

政
府
無
法
掌
握
人
口
，
但
擁
有
大
量
荒
地
、
土
地
產
權
不
明
，
豪
強
兼
併
土
地 

 

○
特
色
：
Ａ
平
時
耕
作
、
訓
練 

→
 

有
事
臨
命
出
征 

Ｂ
兵
源
不
虞
匱
乏
，
節
省
軍
費 

 
 

一
人
充
當
府
兵
。
獲
選
府
兵
者
可
免
其
稅
役
，
但
武
器
及
用
具
需
自
備
。 

 

採
區
域
徵
兵
的
方
式
，
將
全
國
分
為
百
府
。
府
兵
區
內
以
財
產
多
寡
為
準
，
將
民
戶
分
為
九
等
，
六
等
以
上
之
家
需
選
健
壯
者 

３
府
兵
制(

兵
制)

【
創
立
於
西
魏
（
宇
文
泰
）】 

 

「
調
」
即
戶
調
，
每
戶
隨
鄉
土
所
產
不
同
，
須
繳
納
絹
、
棉
、
布
、
麻
等
物
。 

 

「
租
」
即
田
租
，
每
丁
每
年
須
繳
納
粟
米
；「
庸
」
即
力
役
，
每
丁
每
年
須
為
公
家
服
役
；  

２
租
庸
調
法(

賦
稅)

：
徵
收
田
租(

地)

、
力
役(

丁)

、
戶
調(

戶) 
 

１
背
景
：
沿
用
均
田
制 

４
影
響
：
符
合
公
平
原
則 

→
 

往
後
各
王
朝
大
體
沿
用 

３
特
色
：
Ａ
量
出
為
入(

先
有
預
算
才
制
定
稅
額)  

Ｂ
夏
秋
兩
季
徵
稅(

僅
收
稅
不
授
田)  

Ｃ
依
土
地
與
資
產
課
稅(

徵
收
銅
錢)  
 

２
因
應
方
式
：(

唐
德
宗
時
，
由
楊
炎
創
立
「
兩
稅
法
」 

１
背
景
：
Ａ
人
口
滋
生
，
導
致
授
田
不
足 

→
 

人
民
逃
戶 
Ｂ
安
史
之
亂
後
，
均
田
制
崩
潰
，
租
庸
調
法
無
法
施
行 

 
 

至
北
宋
後
期
，
則
只
剩
派
別
之
爭
，
無
視
政
治
理
念
，
使
北
宋
政
局
益
加
不
堪
。 

 

 
 

分
為
新
舊
兩
黨
，
引
發
黨
爭
。
由
於
新
黨
多
南
人
、
舊
黨
多
北
人
，
黨
爭
甚
且
演
變
為
以
出
身
地
區
分
的
南
北
之
爭
。 

 

 

加
之
王
安
石
的
性
格
剛
愎
，
對
於
新
法
推
行
失
當
不
聽
勸
諫
意
見
，
而
引
起
反
對
，
使
朝
中
基
於
支
持
與
反
對
改
革
之
不
同
立
場
， 

●
補
充
：
新
舊
黨
爭─

─

王
安
石
的
改
革
方
針
雖
多
能
切
中
時
弊
，
但
因
實
施
不
當
且
所
用
非
人
，
反
造
成
擾
民
。 

●
王
安
石
變
法
失
敗
原
因
：
Ａ
替
政
府
謀
財 

→
 

與
民
爭
利 

 

Ｂ
官
員
執
行
不
當 

→
 

新
舊
黨
爭 

２
背
景
：
Ａ
冗
官
冗
兵+

歲
幣 

→
 

財
政
負
擔 

 

Ｂ
王
安
石
變
法
政
策
：
青
苗
法/

免
役
法/

方
田
均
稅
法
等 

１
允
許
土
地
買
賣/

承
認
土
地
私
有 

→
 

產
權
受
到
法
律
保
障 

 
自
十
六
世
紀
以
後
，
因
歐
人
東
來
亞
洲
，
並
利
用
開
採
自
中
南
美
洲
的
白
銀
與
中
國
交
易
，
致
使
白
銀
大
量
流
入
中
國 

●
補
充
：
白
銀
的
使
用 

●
補
充
：
黃
冊─

─

以
戶
為
單
位
，
登
載
籍
貫
、
姓
名
、
年
齡
、
丁
口
、
田
宅
、
資
產
等
資
料
，
因
套
用
黃
色
封
面
，
故
稱
「
黃
冊
」 

２
明
神
宗
（
萬
曆
皇
帝
）：
Ａ
背
景
：
商
品
經
濟
發
達 

 

Ｂ
張
居
正
「
一
條
鞭
法
」：
力
役
與
稅
收
合
併
、
按
畝
徵
「
銀
」(

白
銀) 

１
明
太
祖
：
黃
冊
、
魚
鱗
圖
冊 

→
 

清
查
戶
口
、
土
地 

 
 

（
康
熙
五
十
年
）
在
冊
人
丁
數
作
為
全
國
徵
收
丁
銀
的
固
定
總
額
，
以
後
從
中
央
到
地
方
均
不
得
隨
著
人
口
的
增
加
而
增
稅
。 

●
補
充
：
永
不
加
賦─

─

清
聖
祖
巡
幸
各
地
後
，
體
悟
到
人
口
成
長
的
事
實
，
加
上
國
庫
充
裕
，
即
下
令
以
一
七
一
一
年 

２
清
世
宗
：
攤
丁
入
地 

→
 

廢
除
丁
稅/

攤
入
田
畝 

１
清
聖
祖
：
下
詔
「
盛
世
滋
生
人
丁
永
不
加
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