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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作11章：第一章，作为导论，主要探讨
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并揭示政策的变异及其在不同情势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二章，作为学术史的回顾，对前此学者有关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论。
第三章，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考察王朝建立之初财政政策的特征。
第四章，通过对赋役制度及相关政策的考察，揭示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演变轨迹。
第五章，试图通过对人口政策的研究，揭示人丁编审以及移民政策与国家财政的某些联系。
第六章、第七章，分别考察财政收入、支出结构与收入、支出政策的变动。
第八章，通过对钱粮征解与奏销的考察，分析在不同的政策导向下这一重要财政制度的变化。
第九章，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与调整。
第十章、第十一章，则是对有关货币政策的探讨。
在重点论述清代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的前提下，兼顾到政策与制度、体制与吏治、财政与经济、财政
与社会、局部与整体、历时性与共时性等几个重要的方面。
可供财政史、经济史、清史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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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财政政策及相关问题　　一、引言：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列宁在《论国家》
中曾经指出：“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
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
⋯⋯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
把实力强制机构、暴力机构、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
”国家在设官分职之后所体现出来的管理或统治特征，从表面上看是各级官僚直接行使或大或小的政
治权力的结果，但事实上在这背后，正常权力的行使（当然排除了权力的滥用）则受制于一系列的政
策或法令。
换句话说，正是在政策、法令的规范下，各级官僚藉以发挥各自的行政职能。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抑或说随着时势的变化而颁布的政策或法令也可以视作是把持在统治集团手中
的“武器”，并不断地采取进行调节的“新手段”。
因此，我们探讨国家职能以及由国家职能直接衍化出来的政治权力对财政经济的干预，也就需要在政
策、法令的研究上花气力。
　　传统社会的国家财政，从总体上体现着国家政权为实现其职能，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
分配而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这种分配关系的简明形式就是国家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把握，其实质则是国家凭藉权力对剩余产品的
占有和重新分配。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家财政具有不同的性质，财政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国家本质（社
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但其主要职能并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或朝代的更替而改变。
在清代，为了实现国家的财政职能，形成了一套沿袭自前代并不断完善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由户部
及各“清吏司”衙门主管全国及某一门类、某一区域的财政事务，地方上则由布政使司衙门主管一省
的财政，下至各府州县，也有相应的财政管理职能。
在这套财政管理体制的运作下，以保证财政收入与支出程式的贯彻与协调。
同时，对赋税钱粮的征解与奏销，清朝统治者又制定有各种制度，以便于官吏的遵循和有关事项的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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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对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作11章，书中在重点论述清代财
政收入与支出政策的前提下，兼顾到政策与制度、体制与吏治、财政与经济、财政与社会、局部与整
体、历时性与共时性等几个重要的方面。
可供财政史、经济史、清史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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