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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明辽饷研究》共四章，分别为辽饷的供给系统、辽东战事与辽饷的加派、辽饷内容的探讨、
辽饷与晚明财政。
本书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中的一册，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共12册， 这套丛书还有《博弈与均衡：清
代两淮盐政改革》，《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清代台湾行郊研究》，《明清闽粤边客家
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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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边饷的供给系统　　&ldquo;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rdquo;北边防卫，可说是明代一个大问题。
明初，曾设置都司或行都司，以维持地方治安，并负责防卫。
但是在永乐年间，大宁都司撤入关内，使得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联系中断；迨宣德年间，又放弃开平，
移徙独石，于是关外的防卫尽撤，边防受到极大的威胁。
在此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设边镇，为北边防卫体制的枢轴。
　　边镇陆续增加，&ldquo;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
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rdquo;。
然而终明之世，又不只九边。
由于东北边患日益坐大，近畿一带先后设立许多边镇，使得边镇总数达14个之多。
　　有关将据点由关外撤退入关内的边防政策，时人或近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明代边防消极化的开始
。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积极的表现。
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在《山西商人の研究》一书中就有如下的评论：若是就明朝的财政乃至和经济问题
有所关联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军事后退的局面，甚至可以说带有积极的意味。
　　这个论点的提出，主要是鉴于明代的边防防线太过辽阔，与其以点的方式作为国防的屏障，倒不
如联成一线，作面的防守，并可更加节省远距离输送粮饷的财政负担。
无论积极或消极，如何供养边防军队所要粮饷，是明代财政上的一大课题。
　　军屯以及民运粮和开中等制度的出现，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后粮食供应系统崩溃，银两取而代之，边防供给系统进入另一个阶段。
晚明财政的穷困与边饷银额的激增有极大关系，有关这一重要的财政课题，乃是本章所要讨论的核心
。
　　第一节 边镇粮食的供给面　　一、军屯　　实行军屯的主要目的，是想以军队屯田的方式达到军
粮的自给自足。
洪武时期，天下卫所皆事垦辟，到了永乐宣德年间，屯政最为完善，屯粮最为丰富。
这种且耕且战的军屯制度，在明代初期，由于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成效显著；正统年间以后，监
督的工作逐渐懈怠，军屯日益败坏，生产规模日渐缩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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