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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
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
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
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
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
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
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
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
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
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
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
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
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
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
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
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
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
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
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
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
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
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
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
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
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
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
甲各户承担。
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
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
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
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
。
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
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
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
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
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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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
等事务。
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
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
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
户甲首承担。
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
收入来源。
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
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
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
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
“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
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
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
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
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
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
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
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
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
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
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
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
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
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
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
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
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
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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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井茂树的这本《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
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赋
税征收过程还出现过包税制。
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
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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