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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估是唐代后期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存在

于盐利榷率、两税征收以及政府支出中，对唐代的政

治、经济都有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唐代虚估

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①涉及虚估的含义、起源、标准

以及影响等方面。然而，由于学者们视角不同、对史

料的理解不一致，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就虚估的起源、标准等

问题，试做分析，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虚估的产生

我们先对虚估的含义进行规范，以免在讨论中

引起歧义。李锦绣先生认为：“由于中央制定的绢帛

价格与实际交换中的绢帛价格不一致，有了虚实估

的区分，等量的绢帛便具有了不等量的两种价值：一

种为中央规定的价值，即虚钱；一种为实际流通中的

价值，即实钱。”②本文认同李先生的观点。从史料来

看，中央规定的虚估一般要高于绢帛的市场价格，因

此所谓虚估就是中央制定的高于市场价格的绢帛

价。与之相应，实估即绢帛的市场价格。

虚估广泛应用于唐代后期的国家财政收支中，

如盐利榷率、两税征收、和籴支出、官员俸禄的发放

等，但是虚估并非同时出现于上述场合，而是存在着

时间上的先后，以及价格标准上的差异。

李锦绣、吴丽娱等先生认为大历时刘晏整顿盐

法，在盐利征收中率先使用了虚估。③刘晏是否制定

了虚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据目前的文献记录，

虚估最早产生于盐利征收中却是毫无疑问的。《册府

元龟》卷493记载：“贞元二年，收粜盐虚钱六百五十

九万六千贯。”④这里的“虚钱”即指政府将盐出卖给

商人时，允许其以虚估的绢帛充当价值。这是我们

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关于虚估的史料。

那么虚估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盐利的征收方式以

及唐王朝的财政困难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刘晏

在改革盐法时，曾有一项重要举措：“商人纳绢以代

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⑤学者们对

这条史料各有不同的解释，此不赘述。这项政策的

出发点是政府为了征收匹段以供军衣，那么盐利收

入在此之前当是征收现钱。在大历(766-779)匹绢四

千文的情况下，⑥现钱的运输费用远较绢帛为高，⑦况

且当时绢帛的货币地位已经下降，商人更愿意持有

铜钱，而不是绢帛，因此即使每缗再增加二百文，商

人也是愿意交纳绢帛的。但是，政府又不会完全放

弃现钱的征收，在征收绢帛的同时，现钱也是要交纳

的。所以说，这项政策的所谓“每缗加钱二百”，就是

指商人在交纳匹段的基础上再多交现钱。以大历匹

绢四千文的估价来算，之前四千文的盐需要商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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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四千文的现钱，现在四千文的盐则需要商人交纳

一匹四千文的绢，同时再多交纳八百文的现钱。即

使如此，商人还是趋之若鹜。

到建中三年(782)，正值国家平定河朔藩镇叛乱

的关键时期，政府财政困难，于是“增两税、盐榷钱，

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⑧提高了盐价。随

着榷盐价格的上涨，商人自会将其转嫁到百姓身上，

而贫苦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这就影响了食盐

的销量，使得商人向国家购买的食盐越来越少。但

是，国家规定了盐铁机构卖出食盐的最低指标，即盐

利定额，⑨盐铁机构为了完成既定指标，只能向商人

妥协，在绢价已经下跌的情况下，⑩允许商人继续以

匹绢四千文的价格去购买食盐，将实际上只值三千

二百文一匹的绢在账目上计作四千文，虚估就此产

生了。随着贞元年间绢帛价格的继续下跌，虚估与

实估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到贞元末年(804)，史称

“榷盐法大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

总之，国家榷盐价格的提高以及盐铁机构的盐

利定额是虚估产生的最直接原因。然而从根本上

说，唐朝货币经济欠发达，以致在赋税征收中不能完

全使用货币，但在一些财政收支中却又以货币为计

量单位，这一矛盾是产生虚估较为深层次的原因。

二、盐利虚估的价格标准

关于盐利中虚估的价格标准，元稹的文章给我们

提供了具体数值：“河南府应供行营般粮草等车……共

给盐利虚估匹段。绢一匹，约估四千已上，时估七百

文。绸一匹，约估五千，时估八百文。约计二十八千，

得绸、绢共六匹，折当实钱四千五百已来。”时估就是

当时的市场物价，即实估。在盐利中，一匹绢虚估四

千以上，其实际价值只有七百文，虚估几乎是实估的

六倍。卞孝萱考证元文写于元和四年(809)。《册府

元龟》中记载了元和年间盐利收入的虚钱、实钱总数：

(元和)四年二月，诸道盐铁转运使李巽奏江

淮、河南、河内、兖郓、岭南诸监院元和三年粜盐

都收价钱七百二十七万八千一百六十贯，比量

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

钱一千七百八十一万五千八百七贯。……六年

四月，盐铁转运使刑部侍郎王播奏江淮、河南、

峡内、岭南、兖郓等盐院元和十五年粜盐都收价

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比量未改法已前

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七百

四十六万三千七百贯，除充盐本外请付度支收

管，从之。……七年四月，盐铁转运使刑部侍郎

王播奏元和六年籴盐除峡内盐井外，计收盐价

钱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比量示[未]改法已

前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七

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贯，改法实估也。……八年

四月盐铁使刑部侍郎王播奏应管江淮、兖郓等盐

院元和七年计收盐钱六百七十八万四千四百贯，

比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

钱一千二百一十七万九十贯，其二百一十八万六

千三百贯充粜盐本，其一千四百九十九万二千六

百贯充榷利，请以利付度支收管，从之。

文中说“比量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

抬”，这里的“四倍加抬”也就是时价的5倍。宋人有

“将五分折变于官钱，是一倍增抬于酒利”之语，“一

倍增抬”即是增加1倍，四倍加抬当是指增加4倍，也

就是说虚价是时价的5倍，与上文元稹所言6倍稍有

差距。二者的差异，主要是基于实估价值的不同。据

李翱元和四年的记载：“钱直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

价不出二十，帛一匹价不出八百。”绢价实估为八百文，

五倍正好为四千文，与元文盐利虚估四千文相吻合。

我们已经知道了盐利中虚估的价格标准，但是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解释的，否则容易引起

疑惑。虽然《册府》中明言“总约时价四倍加抬”，那

为何盐利收入中的虚实钱之比却是5∶2呢?
在上文谈到刘晏改革盐法时，曾提道：“以大历

匹绢四千文的估价来算，之前四千文的盐需要商人

交纳四千文的现钱，现在四千文的盐则需要商人交纳

一匹四千文的绢，同时再多交纳八百文的现钱。”等到

了元和年间，匹绢实估已经降到了八百文。那么，在

盐利中匹绢四千文的虚估价记成实钱正是匹绢八百

文的实估价加上多收取的八百文，合一千六百文，盐

利收入中的虚实比价正为4000∶1600，即5∶2。
三、虚估的扩大

盐利收入中虚估越来越多，国家的实际收入也

就越来越少，于是在财政支出中也开始使用虚估。

“(贞元四年)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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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

闻是诏，莫不欢忻乐输焉。”这里“物估逾于时价”自

然不是说提高了百姓的粮食价格，而是说官府给付

的匹段价格高于其实际价格，也就是虚估，损害了百

姓的利益，因此政府才下令禁止这种行为。

在边地进行和籴时，也同样使用虚估。贞元十

一年(795)，陆贽上书指斥裴延龄，其中云：“诸州输送

布帛，度支不务准平……及其支送边州，用充和籴，则

于本价之外，例增一倍有余。布帛不殊，贵贱有异。

剥征罔下，既以折估为名；抑配伤人，又以出估为

利。”在当时，边军的粮食需求很大，需要中央将布帛

运送过去充当和籴的费用，而裴延龄在计算绢帛价格

时，则“例增一倍有余”。权德舆说：“大率以布帛之不

中于度，不鬻于市者，积以窳滥，备其名物，移用于军，

增三倍之价，平粜于人。”度支将质量很差的绢帛用

于边军和籴，并将其价格提高了三倍。在上述和籴

支出中，虚估的价格标准并不一致，当事者的规定有

点随意性。之后，在两税征收中也出现了虚估。

众所周知，两税法虽然以钱为额，但在征收过程

中却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折算成绢帛的，绢帛的折纳

价格就成为国家调节财政收入的一个杠杆，同时也

是体现民众赋税负担轻重的一个重要表征。两税征

收中虚估的出现与当时“钱重物轻”所造成的百姓赋

税负担加重有密切关系。

大历、建中初的高物价与安史之乱后的物资短

缺有关。永泰元年(765)，官府绢帛少，就需要从市场

上大量购买，“郭子仪率回纥兵大破吐蕃。诏税百官

钱，市绢十万匹以赏回纥”。永泰二年，元结在通州

时说：“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斗，估

钱五百尚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

匹，估钱二千尚贱。”绢价已经达到两千文。

大历中，政府收入仍然不多，给官员发放俸禄都

成为问题。《通典》卷35《俸禄》：“自大历以来，关中匮

竭，时物腾贵，内官不给。乃减外官职田三分之一，

以给京官俸。”同时，与回鹘市马也需要消耗大量的

绢帛。“肃宗乾元中回鹘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

十匹，动至数万马。代宗大历八年，回鹘遣赤心领马

一万匹来求市，帝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

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大历八年(773)，官府

已经没有足够的绢帛来交易回鹘的战马。当是时，

欠回鹘马价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如建中初，回鹘可汗

对出使的大唐官员源休说：“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

万匹，当速归之。”这自然也都是大历时所积欠下的。

大历十年，大兴善寺的僧人秀岩修建文殊阁讫，

在给代宗的奏状中称：“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二贯文准

绢四千一百一十七匹。”此阁是大历八年开始修建

的，修建费用由皇帝所赐绢帛充，也就是说大历八年

时，匹绢已经高达两千七百余文了。大历九年，广智

三藏和尚灭度，皇帝赐绢造灵塔，其弟子云：“今日内

侍韦守宗奉宣恩敕。赐绢七百五十二匹，充先师塔

直。”这些绢值多少钱呢?其碑文中言：“又赐钱二百

二十五万，建以灵塔。”由此可知，匹绢几近三千文，

较上年又上涨了二百余文。

德宗初年，官府曾雇人营田，月给八千。“德宗

初，严郢为京兆尹……且秦地膏腴，田称第一，其内

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

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使犹僦募不占。奏令

府司集事，计一丁岁当钱九十六千，米七斛二斗，计所

僦丁三百，每岁合给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

六十斛。”唐代给付雇直一般按一丁“日绢三尺”计

算，则一月为九十尺，算下来匹绢约三千五百余文。

自建中初年两税法实施后，绢帛的价格又开始逐

年下降。陆贽在奏疏中说：“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

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

匹。价计稍贵，数则不多。及乎颁给军装，计数而不

计价，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纳绢

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资

治通鉴》系此文于贞元十年(794)，上距建中元年(780)
只有十五年，而绢价已经由三千二百文下降到一千六

百文，下跌了一半，百姓的负担也加重了一倍。到贞

元十五年时，绢价进一步下降，权德舆称：“大历中绢

一匹价近四千，今止八百、九百。设使税入之数如其

旧，出于人者已五倍其多。”绢价相差已达4倍。

绢帛价格的不断下跌，与史料所说的“两税法悉

总诸税，初极便人。但缘约法之时，不定物估。粟帛

转贱，赋税自加”正相吻合。也就是说，在两税征收

之始，中央没有规定一个长期稳定的绢帛折纳价格，

而是让百姓根据随时变动的市场价格交纳赋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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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随着绢帛价格的下降，百姓的负担才成倍上

升。于是，诸多大臣开始不断抨击两税法，政府出于

减轻百姓赋税的目的，“明知加价纳物，务在利及疲

人”，遂在两税征收中制定了虚估。

关于两税虚估制定的详细时间，史书中并没有

明确的记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产生的时间下限，

即早于元和四年(809)。“(元和四年)先是。天下方镇

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垍

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

从文意来看，虚估在当时的两税征收中已经存在

了。其时间上限，我们不妨从诸位大臣奏疏中的绢

帛价格虚估还是实估来推断。

李翱的奏疏为我们了解两税虚估提供了一个绝

佳材料。元和十五年(820)，李翱称：“臣以为自建中

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

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

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

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

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耶?
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

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故臣曰：

‘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一匹绢按

八百文折纳，交十千需要十二匹，如果杂虚估交纳，

则需要八匹，那么匹绢八百文自然就是实估的价格

了。与之相应，初定两税时的匹绢四千文也是实估

价格。因为李翱所言绢价就是指百姓交纳两税时的

绢价，若前面依虚估价，则后面也是虚估价；若依实

估价，后面自然也是实估价，只有二者相吻合，才能

对比出百姓负担的加重，所以说这里的绢价都是实

估。上述陆贽、权德舆奏文中初定两税以及大历中

的绢价分别为三千二百文、四千文，我们姑且不管他

们叙述上的差异，但可知其绢价肯定也是实估。

学界有人认为初定两税时绢价是虚估，只是后

来政府在两税征收中“降虚就实”，所以两个价格一

是虚，一是实。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们认为没有，

因为奏疏的主旨基本都在说“粟帛日贱，钱益加重”

而造成的百姓负担加重，相应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

“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如果说是因为政府“降

虚就实”，从而造成百姓负担加重的话，那么诸人在

奏疏中自然是要对这种做法大加批判，提出的解决

办法也一定是让中央下令就虚征纳。所以从奏疏的

内容来看，其体现的就是绢价的自然下跌，而不是其

他的问题。陆贽也说：“臣谓宜令所司勘会诸州府初

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

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仍依庸、调旧制，

各随乡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勿更

计钱，以为税数。”正是因为绢价不断下降，百姓负

担加重，所以陆贽要以初纳两税年绢布的估价比类当

今时价，希望能提升百姓折纳绢帛的价格，最后以钱

额折成绢数，不再以钱为额，从而减轻百姓负担。

综上，诸人奏疏中所言两税征收时绢价都是实

估。在没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两税征收

中虚估出现的时间上限要迟于权德舆奏疏的时间，

即迟至贞元十五年(799)，两税征收中还没有虚估。

并且，政府是出于减轻百姓赋税负担的目的，才在两

税征收中制定了虚估，在建中初年绢价高昂的情况

下，政府也没有必要去制定虚估，将两税虚估产生的

时间上限断至贞元十五年之后也与绢价不断下跌的

社会现实正相符合。“明知加价纳物，务在利及疲

人”，“利及疲人”正是两税虚估产生的直接原因。

四、两税虚估的价格标准

我们认为，两税虚估产生于贞元十五年至元和

四年间，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然而，地方政府在执

行过程中，却是“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

于上”，于是宰相裴垍又进行了一次改革。

宪宗元和四年二月，度支奏：“诸州府应上

供受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每年匹段估价

稍贵。其留使留州钱，即闻多是征纳见钱及贱

价折纳匹段，既非齐一，有损疲人。伏望起元和

四年已后，据州县官正料钱数内一半，任依京官

例征纳见钱支给……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

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

充。……其折纳匹段定中估，仍委州县精加拣

择。如有滥恶，所由官并请准今年正月十五日旨

条处分。……所纳匹段并依中估，明知加价纳

物，务在利及疲人……先是。天下方镇恣意诛

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垍深知

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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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家规定的绢布价格较高，所以地方州府中的

“留州留使钱”部分多是直接征收现钱或者贱价征收

匹段，并没有使百姓的负担减轻。于是尚书省又进

一步制定了“留州留使钱”中可以征收现钱的数量以

及折纳匹段按“送省轻货中估”的标准。

两税法实行的是三分制，“送省”是指“两税三分”

中的上供部分，“轻货”是指绢帛，“中估”则是中等质

量的绢帛价格。唐代政府征收税物时，一般会根据税

物的质量好坏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等，相应的价格标

准就是上、中、下三估。如会昌五年(845)，政府想要剑

南两川也折纳绢帛，就下令“有机杼之家，依果阆州且

织重绢，仍与作三等估，上估一贯一百，下估九百”。

所以敕文中一直强调“仍委州县精加拣择，如有滥

恶”，“令加意织造，不得滥恶”云云，主要是从绢帛的

质量上来强调要达到中估的标准。且文中言“不得剥

征折估钱”，“折估”是指因税物质量不达标而征收的

补偿价钱，“(杨)慎矜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

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亦可证明上述

“中估”主要是从质量上规定的绢帛标准。

由于民间绢帛质量的差距比较大，有的质量很

好，有的质量又很差，质量较好的按中估折纳，百姓

不愿意，质量过滥的，地方州府又不愿意，因此每到

交税时节，百姓多需将绢帛转卖，换成现钱交税，这

样就造成了损失。元和六年(811)二月，国家下令：

“近日所征布帛，并先定物样，一例作中估受纳，精粗

不等。退换者多，转将货卖，皆致损折。其诸道留使

留州钱数内绢帛等，但有可用处，随其高下，约中估

物价，优饶与纳，则私无弃物，官靡逋财。其所纳见

钱，仍许五分之中，量征二分，余三分兼纳实估匹

段。”规定绢布无论质量好坏，都“约中估物价，优饶

与纳”，以减轻百姓转卖绢帛的损失。

所以说，“送省轻货中估”就是指“留州留使”中的

绢帛也要按照“上供”部分的折纳标准。其中包含了

两层意思：其一，绢帛的质量依据的是中等绢帛的标

准；其二，绢帛的折纳价格依据的是送省(上供)轻货

(绢帛)的标准。根据“虚估闻于上”云云，可知“送省轻

货中估”即中央规定的高于实际价格的绢帛虚估价。

“送省轻货中估”又被称作“省估”。“先是。天下

百姓输赋于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自

建中初定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

固已倍其初征矣。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

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及裴垍为相，奏

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天下留州送

使物，一切令依省估”，正是上文所说的“其余留使州

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

段充”。李翱：“诏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额钱，其正料

米如故，其余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赖之。”“其余估高

下如上供”，也正是说留使留州部分也要跟上供部分

一样，按“省估”折纳绢帛。

关于“省估”的具体含义，学界还存在争议。吴

丽娱、李锦绣认为省估指一半纳实钱(现钱和实估

物)、一半纳虚钱(虚估折物)的税价标准。徐东升、

吴树国则认为省估是官府制定的征收绢帛的虚估

价。对史料的详细解析，徐、吴二人的说法可能更接

近事实。在史料中省估往往与匹段相连，与见钱相

对。比如武宗时，两税征收中部分匹段还是依据省

估计折，“今天下诸州所纳两税，皆据分数纳见钱，除

[馀]纳省估匹段，给用之日，钱货并行”。两税中一部

分要交纳见钱，一部分则交纳省估匹段。官员发放俸

禄时，也是如此。《册府元龟》卷507《邦计部·俸禄三》：

“(敬宗时期)沧、德二州州县官吏等，刺史每月料钱八

十贯……其俸禄且以度支物充，仍半支省估匹段，半

与实钱。”由是可知，省估并非一半纳实钱、一半纳虚

钱的税价标准，而是政府制定的绢帛的虚估价。

那么，省估的标准是多少呢?
《唐会要》卷 91载：“(元和)十二年四月，敕：‘京

百官俸料，从五月以后，并宜给见钱。其数内一半充

给元估匹段者，即据时估实数，回给见钱。’”从这条

史料来看，原先百官俸料中一半是给见钱，一半给元

估匹段，现在元估匹段也要折成见钱。但是，令人疑

惑的是，百官俸料本就是直接以钱贯计数的，现在要

全部给见钱，直接给钱就可以了，为何要从“元估匹

段”再据时估折回见钱呢?那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元估与时估的价值并不一样(时估是指绢帛当时的

估价，亦即实估)，元估并非实估。吴丽娱说：“敕中

所说‘元估匹段’者应理解为‘元(原)额估匹段’之

意。王永兴先生曾指出它是‘征税时之虚估’，无疑

十分正确。”也就是说百官俸料中一半匹段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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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依据的是当时征收两税匹段时的估价，即这里

的元估就等同于上文所说的省估。

元估的含义，还有两例史料可以说明。上文沧、

德二州财政困难，官员的月俸由中央发放，标准与京

官一样，也是一半给实钱，一半折匹段，这条史料中

“半支省估匹段”与“一半充给元估匹段”可以互代。

又，《全唐文》卷 744崔戎《请勒停杂税奏》：“(文
宗大和四年五月)准诏旨，制置剑南西川两税，旧纳见

钱，今令一半纳见钱，一半纳当土所在杂物，仍于时估

之外，每贯加饶三五百文，依元估充送省及留州留使

支用者。”剑南西川一直到文宗时，两税还是全部征纳

见钱，大和四年(830)才下诏要改为一半纳见钱，一半

纳杂物(匹段)。杂物按照时估价格折纳，但是税额中

每贯要加饶三五百文，并依据加饶后的估价供“送省

及留州留使支用”，即称为“元估”。可见，元估并没有

一个固定的估值，它只是附属于绢帛征收时的估价，

若征收时匹段按照省估折纳，则元估就等于省估，若

征收时按实估征纳，元估就等同于实估，若征收时匹段

按每贯优饶五百文计折，则元估就是每贯优饶五百文。

理清了元估的含义，让我们回到省估的标准问

题上来。会昌六年的时候，因为毁佛，国家有了大量

的铜材料可以铸钱，又一次给官员发放见钱：“以诸道

铸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绢价稍增，文武百僚俸

料起三月一日并给见钱，其一半先给虚(估)匹段，对估

时价支给。三月，户部奏：‘百官俸料一半匹段给见

钱，则例敕旨。其一半先给元估匹段者，宜令户部准

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敕例，每贯给见钱四百文，使

起四月以后支给。’”依据的敕例正是上文元和十二

年四月敕。那么也就是说，一贯钱根据元估先折算成

绢布，再按照时估价折回成钱数，只相当于四百文，元

估与时估的比值是5∶2，即元估是时估的2.5倍。按照

时估价，一匹绢值钱八百文，那么元和间的元估就是

匹绢两千文，即省估是匹绢两千文。会昌六年(846)上
距元和十二年(817)已有三十年，官方再次以见钱发

俸，还是依据之前的比值，这证明了省估与时估的比

值是比较稳定的，又或者说是省估匹段的标准是固定

的，并不根据时估匹段价值的升降而改变。

元和四年之后，政府在两税征纳中依据“省估”

的标准征纳部分绢帛，又称“送省轻货中估”或“虚

估”，在给官员发放俸禄时也使用“省估”，又称“元

估”，其标准是匹绢两千文。省估与实估的比值与盐

利收入中的虚实钱之比完全一样，省估价格标准的

制定或许是借鉴了盐利收入中虚实钱的比值。

五、结语

唐代后期出现在财政领域的虚估是指中央制定

的高于市场价格的绢帛价。虚估率先产生于盐利征

收中，它的出现是政府提高榷盐价格以及盐利定额共

同作用下的结果，在盐利中虚估的价格标准是匹绢四

千文。在虚估能够带给中央财政好处的促动下，虚估

范围很快扩大到政府支出以及两税征收中。在两税

征收中虚估又称省估、送省轻货中估，是政府在“钱重

物轻”的社会背景下于贞元十五年至元和四年间制定

的，其价格标准为匹绢两千文。盐利、两税中虚估的

产生都有着各自的直接原因，若从更深层次而论，唐

王朝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财

政体系间的矛盾是虚估产生的根本原因。学界在虚

实估问题上长久争论，不能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在

于没有将盐利中的虚估与两税中的虚估区分开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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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版)》1984年第4期。李锦绣：《唐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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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虚估与实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徐东

升：《论唐代物价的几个问题》，《文史哲》2002年第5期；吴树国：

《钱帛兼行与唐后期江南税收中的“省估”》，《“唐代江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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