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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酒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使用而制定实施的制度政策

的总和。 一 酒的特殊性 在众多的生活用品中，酒是一种非常

特殊的用品。这是因为: 1 中国酿酒的原料主要是粮食，它是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由于酿酒一般获利甚丰，在历

史上常常发生酿酒大户大量采购粮食用于酿酒，与民争食，

当酿酒原料与口粮发生冲突时，国家必须实施强有力的行政

手段加以干预。 2 酿酒及用酒是一项非常普遍的社会活动。

首先，酒的生产非常普及，酿酒作坊可以大规模生产，家庭

可以自产自用。由于生产方法相对简便，生产周期比较短，

只要粮食富裕，随时都可以进行酿酒。酒的直接生产企业与

社会上许多行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酒的消费面也非常广，如

酿酒业与饮食业的结合，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国家

对酒业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3 国家对酒实行榷

酒以来，一般来说，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商品。酿酒业往往

获利甚厚，在古代，在社会上能够开办酒坊酿酒的人户往往

是富商巨贾，酿酒业的开办，给他们带来了滚滚财源，但财

富过分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对国家来说并不是有利的。酒政

的频繁变动，实际上是酒利的争夺，即是不同利益集团对酒

利的争 夺的结果。即使在当代，不同行业，不同管理层，不

同的流通环节对酒利的分配也 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4 酒是一种

特殊的食品。它不是生活必须品，但却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如同古人所说的"酒以成礼，酒以治病，酒以成欢"，在这



些特定的场合下，酒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酒又被人们看作

为是一种奢侈品，没有它，也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

，酒能使人上瘾，饮多使人致醉，惹事生非，伤身败体，人

们又将其作 为引起祸乱的根源。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酒业

管理，使酒的生产，流通，消费走上正确的轨道，使酒的正

面效应得到发挥，负面效应得到抑制也是一门深厚的学问.数

千年来，基于上述考虑，历代统治者对于酒这个影响面极广

的产品，从放任不管到紧抓不放，实行了各管理政策。这些

措施有利有弊，执行的程度有松有紧，历史上人们对其有煲

有贬，虽然这些都成了历史，但对于后人总有借鉴的 作用。 

二 古代酒政的内容 远古时代，由于粮食生产并不稳定，酒的

生产和消费一般来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主要受粮食产量的

影响。同时要明确的是，在奴隶社会，有资格酿酒和饮酒的

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酒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

不是商品，而只是一般的物品。人们还未认识到酒的经济价

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朝前期。 从夏禹绝旨酒开始及周

公发布>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酒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内容

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酒政的具体实施形式和程

度随各朝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禁酒，榷酒和税酒之间

变来变去。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形式。实行不同的酒政，往

往涉及到酒利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有时，经济

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另外，由于政权更迭，酒政的

连续性时有中断，尤其是酒政作为整个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其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往往与国家整个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 1 禁酒 禁酒，即由政府下令禁止酒的生产，流通和消费 禁

酒的目的主要是: 减少粮食的消耗，备战备荒。这是历代历朝



禁酒的主要目的。 防止沈湎于酒，伤德败性，引来杀身之祸

，禁止百官酒后狂言，议论朝政。 这点主要针对统治者本身

而言。禁群饮，在古代主要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众闹事。 由于

酒特有的引诱力，一些贵族们沈湎于酒，成为了严重的社会

问题，最高统治者从维护本身的利益出发，不得不采取禁酒

措施。 在中国历史上，夏禹可能是最早提出禁酒的帝王。相

传"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

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在此，"绝旨酒"可

以理解为自己不饮酒，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绝旨酒"的目的

大概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表明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被美酒

所诱惑， 同时大概也包含有禁止民众过度饮酒的想法。 实证

明夏禹的预见是正确的。夏商的两代末君都是因为酒而引来

杀身之祸而导至亡国的。从史料记载及出土的大量酒器来看

，夏商二代统治者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夏桀"作瑶台，罢民

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夏桀最后被商汤放逐。商代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

越演越烈。出土的酒器不仅数量多，种类繁，而且其制作巧

夺天功，堪称世界之最。这充分说明统治者是如何的沈缅于

酒。据说商纣饮酒七天七夜不歇，酒糟堆成小山丘，酒池里

可运舟。据研究商代的贵族们因长期用含有锡的青铜器的饮

酒，造成慢性中毒，致使战斗力下降。商代的灭亡被普遍认

为酗酒成风是其重要的原因。西周统治者在推翻商代的统治

之后，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 >。其中说道，不要经常饮

酒，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抓起

来杀掉。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初中期，酗酒的风气有所敛。

这点可从出土的器物中，酒器所占的比重减少得到证明。>中



禁酒之教基本上可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并认

为酒是大乱丧德，亡国的根源。这构成了中国禁酒的主导思

想之一。成为后世人们引经据典的典范。 西汉前期实行"禁群

饮"的制度，相国萧何制定的律令规定:" 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

，罚金四两"(>文颖注)。这大概是西汉初，新王朝刚刚建立

，统治者为杜绝反对势力聚众闹事，故有此规定。禁群饮，

这实际上是根据>而制定的。 禁酒时，由朝廷发布禁酒令。

禁酒也分为数种，一种是绝对禁酒，即官私皆禁，整个社会

都不允许酒的生产和流通.另一种是局部地区禁酒，在有些朝

代如元代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粮食丰歉程度不

一。还有一种是禁酒曲而不禁酒，这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即

酒曲是官府专卖品，不允许私人制造，属于禁止之列。没有

酒曲，酿酒自然就无法进行。还有一种禁酒是在国家实行专

卖时, 禁止私 人酿酒、运酒和卖酒。 在历史上禁酒极为普遍

，除了以上的政治原因外，更多的还是因为粮食问题引起的

。每当碰上天灾人祸，粮食紧张之时，朝廷就会发布禁酒令

。而当粮食丰收，禁酒令就会解除。禁酒时，会有严格的惩

罚措施。如发现私酒，轻则罚没酒曲或酿酒工具，重则处以

极刑。 2 榷酒 榷酒，现在称为酒的专卖。即国家垄断酒的生

产和销售，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由于实行国家

的垄断生产和销售，酒价或者利润可以定得较高，一方面可

获取高额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此来调节酒的生产和销

售。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在历史上，专卖的形式很多，主

要有以下几种： (1)完全专卖 这种榷酒形式，是由官府负责全

部过程，诸如造曲，酿酒，酒的运输，销售。由于独此一家

，别无分店，酒价可以定得很高，故往往可以获得丰厚的利



润，收入全归官府。 (2)间接专卖 间接专卖的形式很多，官府

只承担酒业的某一环节，其余环节则由民间负责。如官府只

垄断酒曲的生产，实行酒曲的专卖，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

南宋时实行过，叫"隔槽法"，官府只提供场所，酿具，酒曲

，酒户自备酿酒原料，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酿酒数量不

限，销售自负。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