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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英文版初版于1974年。
黄仁宇先生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
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
点。
黄仁宇先生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了全面说明的第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
性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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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
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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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保证柴炭供应，宣德皇帝在北京西100英里左右的易州设立山厂，专门生产柴炭。
按规定，采烧人夫从山东、山西及北直隶的三个府中征派，其数量超过30000人，他们每年要服役3个
月。
工厂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相继以工部尚书或侍郎督厂事。
在初期，该山厂每年大约生产1000吨木炭和好的引火木柴。
到1442年，它的产量已经上升了6倍。
向首都运输柴炭变成了沿途居民一项额外的负担。
这段距离虽然很短，但估计拖运一吨柴炭也要花费5两白银。
这种办法很不经济，因此到15世纪末，一部分柴炭从京师购买，佥派到易州山厂的劳动力也逐渐由士
兵取代。
即使在那时，每季还要从民户中佥派采烧人夫19900人。
据此我们可以估计15世纪京城每年消耗的柴炭燃料需要花费500000两白银，这些花费朝廷要用现金来
支付。
　　宫廷的实际生活费用难以估算。
其供给仓库很多，应役者甚众。
宫廷人员消耗的白米是田赋正额的一部分。
毛皮是由地方上供，缎匹是作为田赋附加税来征集，或者坐派地方。
一些特供，诸如皇帝想要的瓷器，因为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实际上无法计算其价值。
1433年，宣德皇帝谕准江西烧造各样瓷器443000件，一直到弘治皇帝1505年去世时，瓷器烧造未完者
还有300000件。
一些物品甚至有意被列入征收项目之中。
所有已知的供应宫廷的各种花费每年可能要超过500万两白银。
　　这些项目多由“役”来补偿，这抵消了低水平税收造成的后果。
由于此类款项主要为劳役和运输费用，这样做很可能造成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到穷人和本分人身上，他
们常常被征召无偿服役。
　　与宫廷开支密切相关的是公共建筑和陵寝的建设费用以及在首都的超编军事人员的生活费用。
京军各营变成了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伍，建筑材料则从各省征用。
从15世纪初到17世纪营建计划从未间断，它们可能已经不是政府财政资金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后者已
经组织得更好。
很明显，考虑到王朝有限的财力，优先安排这些建筑工程是很不合适的。
由于财政资源的划拨缺乏深思熟虑，军队陷入了巨大的苦难之中。
这除了造成京军各营缺乏战斗操练外，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好几个皇帝还以不合格的编外人员填
充官军数额。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