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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点评：维正之供 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维正之供》一书的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感兴趣的欢迎下载阅读

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

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

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相关内容部分预览

















作者简介 

周健，1983年生于浙江萧山，2001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

目前关注清代以来的赋税、财政与社会，晚清漕务变革，近代中央与省、州县财政关系等问题。已在《近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清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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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文献

维正之供视角下的田赋制度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随行画家绘制的卖米小贩。

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徐扬绘制的《盛世滋生图》，描绘理想统治下“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富庶场景，图中展现的是江苏藩台衙门前热闹的街市景象。

《闹漕惩办》记述晚清镇江一场所谓的闹漕事件。因镇江闹灾，粮食歉收，众人遂推举江某报官请求赈济灾民，反而被漕总拘捕。众怒之下引发闹漕事件。最后，漕总将闹漕之过归咎江某头上，自己安然无恙。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

“不胜骇异”。当乾隆帝在上谕中写下这四个字时，他登基不过两年，年方27岁。被后世奉为“乾隆盛世”的漫长统治刚刚开始，但他早已意识到自己继承的庞大帝国，

绝非执政之初列位臣工在贺表中所描述的那样河清海晏，而是浊流暗伏。不仅前朝留下的诸种秕政积而未清，本朝伊始，暗藏弊端也渐浮出水面。

让年轻的皇帝“不胜骇异”的，是四川巡抚硕色不久前呈递的一份奏折。奏折中提到四川长期沿袭的一项“陋规”，在火耗税羡之外，每银百两，提六钱，称之为“平余”，

用以充当地方衙门杂事之费用。“火耗”本就是朝廷正式税收地丁银之外，向民众收取的额外费用，可以说是税外加税。由于这项额外税费的征收无一定之规，征收多少全凭官员己意。

乾隆帝的父亲雍正帝同样也是在登基的第二年，以山西巡抚奏请通省耗羡存公为由，将原本灰色的火耗归入公费，彻底洗白。他本以为朝廷将火耗归入公费，规定征收额度，便可以避免官员滥收之弊。

但意想不到的是，到了他的继承人乾隆帝时，地方官员竟又在火耗之外创造出新的灰色税费“平余”，而且还是皇帝长期不得而知的“相沿陋规”。

“火耗之报官，原以杜贪官污吏之风。若耗外仍听其提解，此非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乎？一项如此，别项可知；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不胜骇异”的乾隆帝谕令将平余“永行革除”。但查阅档案资料，

就会发现，这项被乾隆帝命令永行革除的灰色税费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发扬光大”。其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所谓借官银熔铸损耗的“补平”“补色”“宝平”“重平”，有官方解运钱粮的“解费”

“领费”“委员程仪”，由解交各级衙门书吏的“上房费”，处理填造公牍的“奏效费”。与之相比，“平余”不过是个中分枝而已。

年轻的皇帝自然不会逆料到自己的严旨谕令竟会被地方官员置若罔闻。几天后，他又颁布了另外一道谕旨，下达给贵州古州的苗民。古州自清初便以叛服不常著称，一如乾隆帝在谕旨中所言“素性凶顽，

每多自相仇杀，视人命如草菅，且时时出扰内地，戕害居民，劫夺行旅，为黔楚数省之患久矣”。历经朝廷叠加剿抚，直到近来才得以平靖。面对这样一个时时搅扰朝廷的叛乱渊薮，皇帝却决定加恩此地苗人：“特命将维正之供，尽行革除。”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皇帝的旨意同样未得到官员的严格执行。尽管官员在赋税造册时往往记录古州“无税可征”。但当地私下授受屯田的事件却有增无减，官员也借此上下其手，收取田赋之外的灰色税费。到乾隆的孙子道光在位期间，不得不再度恢复古州的赋税。

这两件事情看似毫不相关，但仔细思忖，其内部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逻辑。这种逻辑决定了皇帝对地方官员在朝廷正税之外私加灰色税收近乎极端的零容忍，也决定了皇帝为何会特意加恩一群叛服不常之人，更决定了官员们为何会对皇帝的旨意阳奉阴违。

关键，正在于“维正之供”这四个字上。

“维正之供”：国家在经济中的意义

乾隆帝谕旨中的“维正之供”，恰好也是清代财政史研究者周健的这部专著《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的书名。

这个文质彬彬的古老词语，出自历朝历代奉为经典的《尚书》中《无逸》一篇：“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但如周健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清代官方文献中，田赋常被定义为‘维正之供’。这一称谓已经远离其本意，更接近‘正供’之意。”周健将“田赋”称为“维正之供”，并赋予它更深广的涵义：

“田赋是国家财政中最重要的部分，其额数是固定的，征解俱有经制。因其为度支所系，关系匪浅，小民应竭力全完，官员应勉力催征，不可使其缺额，致影响国家俸饷之发放，王朝大政之运作”。

因此，作为“维正之供”核心的田赋，不仅在19世纪中叶以前清朝国家法定财政收入中占据接近四分之三的份额，而且在传统政治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田赋背后承载着超出于“财源”

之上的政治象征意义——它既是编户齐民对君上的义务之体现，也是帝王衡量官僚行政架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指标。

然而，周健在书中所讨论的“田赋”，并不仅仅是法定财政收入，而是围绕着田赋形成的一整套财政体系。它包括雍正年间摊丁入地改革后，田赋的主体以货币形式征收的“地丁银”，

也包括与地丁银一并征收的供应漕运钱粮的“漕项”、杂赋屯饷，以及以实物形式征收的米粮和清代税目中的“漕粮”。这些税收被称为“正项钱粮”和“天庾正供”，它们可以说是国家法定的正规税收。

而在这些正规税收之外，还有一系列与之紧密相关的灰色税收。它们也是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将以田赋为核心的正规税收比作推动国家运行的财政机器的话，那么这些灰色收入，则是注入机器的润滑剂。

让年轻的乾隆帝“不胜骇异”的“平余”，正是田赋庞大体系中的一环。尽管只是其中一线，但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牵涉的国家财政体系中朝廷与地方的财政互动，皇帝、

官僚与作为税赋承担者的基层臣民之间的关系，寻踪追迹，足以勾勒出一幅帝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活画卷。所以，对田赋的讨论，除了要从财政、官僚人事和基层社会这三个“现实主义”

的角度考察其运作，还要注意到笼罩着其运作全程的政治氛围，庶几才能更好地切近历史场景。

乾隆统治时代以降的清代田赋研究，其核心问题正在于，在外部环境巨变的情况下，一个以稳定为预期且形成了强大制度惯性的财政体系应该如何调适。这种调适的程度又与整体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变迁相互因应。

这本专著的重要价值，恰在于以18世纪中叶以降的清中后期田赋尤其是漕粮为对象，结合关键性事件或历史切面，给我们透视了当时财政运作实态和制度变迁机制。

在分析上兼顾了田赋管理技术约束与田赋承载的政治观念。在晚清官场逻辑下，解说官僚人事与财政运作的关联。鲜活地揭示了田赋承载的政治涵义，以及这种政治观念给田赋制度运转、变革带来的巨大影响。

以这本书作为起点，我们或许可以理解皇帝“不胜骇异”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像谕旨中冠冕堂皇所言，是忧心“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给他龙心轸念的臣民又增加了一项负担，还是别有其他原因。

也可以探究地方官员为何会冒着违抗圣旨的危险，仍然采取种种手段暗度陈仓，将这项灰色税收坚持到底。因此，不妨循着本书所引述的那些身在其中的帝王、官员、幕友、吏役和普通民众的所见所闻，讨论了围绕田赋的两个政治理念的影响：“不加赋”、漕粮实物征解。

必要之恶？当现实危机遭遇制度惯性的“魔咒”

“今海宁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

这道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由康熙帝亲自颁布的谕旨，就是有清一代众人皆知的那句金口玉言：“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来源。

自清朝入关后，顺治朝的“免除加派”、康熙朝的“永不加赋”，都不仅是一项简单的赋税政策，而是作为强化本朝合法性的政治宣言确立的，具有清朝的“祖宗之法”的地位。在口号提出当时或稍后不久，

朝野上下都对其宣言意味心知肚明，所以才会有把继续征收的辽饷加派改名九厘银的做法，以及雍正朝的耗羡归公改革。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朝廷长期大力宣扬的口号会变成从君主到臣工绅民头脑中的

“魔咒”——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加赋”、“加派”这两个词是万万不可见于朝廷政令的。

无论实际运作中额定田赋之外的附加性征收已经多到什么程度、无论“不加赋”已经给从百姓到州县再到中枢造成了多么大的困境，从九五之尊到州县官员都无人愿意、敢于在律令层面进行突破。

被不断强化的“不加赋”的政治理念，哪怕一开始只是聚拢人心、宣扬德政的说辞，也会慢慢变成一种强大到连嘉庆皇帝也难以突破的力量，一种不能承受之指责，成为制约田赋制度变革的最大因素和最主要理由。

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的流产就是明证。被作者称为第二次耗羡归公的咸同年间钱漕改章，虽然事实上扩大了法定财政规模，但基本是利用财政核算手段（银、米）与征收手段（铜钱）的分离，

通过提高漕粮、地丁实征折价的办法实现的，在字面上勉强保住了“不加赋”的祖训。

只有到了甲午战败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才在巨大的筹款压力下，抛却政治正确的口号，田赋附加税开始光明正大地登场。

但如作者指出的，“加赋”本身的含义存在模糊性，因此进一步探讨不同人在不同语境下如何定义“加赋”，何时以“加赋”拒绝更改，何时巧妙地避开羁绊，可以进一步揭示“不加赋”话语及观念与财政运作的关系。

田赋中的漕粮，最突出地体现了传统政治思想中实物征收、实物储备的理财观念，围绕数百年的漕粮、漕运，又衍生出从州县“吃漕饭”的“刁生劣监”到运丁水手，从书手幕友到漕运总督一系列形形色色、

正式非正式的利益相关机构和人员。可以说，漕粮、漕运制度是清朝财政制度中制度惯性最大的一个，河运难以改海运，本色漕粮难以在法条上确立折征采买制度，本色漕粮难以实现折银解京。

因此，对18世纪中叶以降清代漕粮、漕运制度考察，就有超出财政史的价值，而可以成为管窥传统中国制度变迁之复杂性的一扇窗户。就漕粮、漕运制度而言，制度惯性主要来自官僚人事制度导致的

“因循为上”、避免参劾物议的官场风气，传统理财观念的约束，依托旧制度形成的利益集团的阻挠。更具体地说，河运难以改海运，还因为改革后面临的社会失序风险；本色漕粮难以实现折银解运进京，还因为对京师米粮供给安全的担心。

漕粮制度转变的最终达成，或许主要也不取决于既有制度内部的自我革新动力强大与否，而是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轮船带来的交通运输条件突飞猛进，北京周边地区（北直隶、东北）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市场成熟，

应该才是让朝廷最终放弃实物漕粮解运的根本原因。尽管漕粮海运、折银征解肯定意味着朝廷对市场手段信任的提升，但是，这与从贡赋逻辑向市场逻辑演变的关系，似乎还有细加考量的余地。

贡赋逻辑下的漕粮制度固然是以确保皇室、朝廷为第一要义，却也是综合考虑成本、风险和效果的结果。坚持实物漕粮解京，本质上还是出于确保京师粮食供应安全的考虑。雍正朝在京畿尝试水利营田，发展畿辅农业生产，

就包含着缓解漕运压力的意图。随着外部经济环境更新，当改变达成目标方式的风险显著降低时，制度变革恐怕在贡赋逻辑下也能得到解释。

外部环境具备而制度变革依旧举步维艰，我觉得与其说是“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所致，不如说是制度惯性的结果，突破惯性的契机仍旧是军事背景下的财政危机。但在这种突发紧急状态下展开的变革，

只能聚焦于短期内可见效的应急措施，没有时间和稳定的环境去细密地进行综合系统的制度调整，而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根本不会有人冒着未知的风险去触动一套包含复杂利益纠葛的制度（因循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正是晚清国家治理的困局所在。

目前所见晚清漕务变局的契机在于军事财政危机，但最终让其常态化的原因，应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毕竟清末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各种新的环境、资源、技术乃至观念，

不但提供了试行新制度的可能性，也让试行新制度衍生出的利益及利益集团开始有可能与旧格局一较高下。我想应在这种整体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作者所说的“市场逻辑”。本书展示的被动应变和主动探索之耦合关系意味深长。

财政史一般被归为经济史的分支，因此，研究者比较容易不假思索地在财政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之间搭建起逻辑链条——恰好当时官僚的奏疏也多如此表述，貌似合理且有依据。但清代官员们首先面对的，

并不是民生、物议，而是其为官的生存实际——考成、考课的指标，降罚的压力，言官参劾的可能，上级、同僚、下属与自己的私人关系及公务协作的融洽程度，与本地乡宦、士绅的协商。

尤其是到了“千里为官只为财”已经成为通行理念的晚清，对绝大多数外官而言，免于降罚，不酿成民变，不招致参劾、不与同僚妄生抵牾，才是财政施策提出的首要考量。当地社会经济状况，是要通过多种传导机制才进入地方官财政决策逻辑的。

或许有读者会感慨造成这种官场生态的官僚体制，认为是它使得地方官员不能勇于任事，全力解决在地社会经济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正是这种考成、降罚的官僚人事制度，确保了清代正额、额外互补、“包征包解”的财政体系能够继续支撑大清王朝这么久。

“盘中之丸”：国家建构与市场体系碰撞下的财政秩序

从本书讨论的主题出发，我们可以引向两个关系到理解明清中国更为宏大的话题：一是近世国家财政与市场波动性的关系，二是清朝的国家建构方式。

明万历至清雍正，田赋管理基本架构形成，此后的制度改革似也基本属于“丸未出盘”的状态，因为国家对商业市场手段的接纳和运用本来就是汉代均输平准以来的传统智慧。宋、明、

清的财政史学人相聚常有“你说的现象我这里也有”之语，这恰好说明这种制度架构及其演进逻辑具有某种内在自律性，体现的是传统社会和国家里某些稳定的结构性因素。但是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降

，使得“丸欲出盘”的因素却一直在稳定地扩大。这就是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的国内市场扩张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岸本美緒《明末清初の市場構造ーーモデルと実態》）。

清代法定田赋，采取以长期稳定为预期的定额财政管理方式。但是货币化征收、19世纪开始核算手段与征收手段的分离（以银核算地丁银、漕项，以米核算漕粮，而实际向百姓征收铜钱），

使得国家财政规模与银钱比价和米价波动密切关联。白银供给主要受到对外贸易影响，白银价格与国际金银价格存在连动，银钱比价和米价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外部影响和市场波动性，

给清朝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完全不同于叛乱、灾荒等传统课题。朝廷能明确感知到这种波动给国计民生、财政运作带来的深刻影响，却无法依靠针对明确个体的军事暴力和官僚人事制度等传统治理手段解决。

海潮般的“市场波动之势”是18世纪中期以降清朝国家田赋治理的最大挑战。

一方面，清前期经历的人口长时期稳定增长，使得人口从明末的1.5亿增加到1850年的4.3亿。18世纪物价也呈现出持续温和上涨趋势。这一大背景下实际财政收入萎缩而支出扩大，

是乾隆三十年前后清代田赋达到转捩点的主要原因。本书的这一论断得到当时官员们观察的支撑。但是其具体关联机制与程度，还有很大的探究空间，尤其是量化分析十分必要。另一方面，

官员们也在学习与波动性共舞的技艺。19世纪初州县官利用银钱比价进行勒折浮收开辟自主财源，同治年间江苏漕粮盯住米价波动的弹性征价制度都是学习成果。

但是，初学者毕竟步履蹒跚，用传统静态思维看待建立在银贱钱贵条件下的钱漕盈余，结果就是随着光宣之交的银贵钱贱逆转而给州县财政造成毁灭性打击，朝廷摊派随之无着。正是这些教训，

促使清末民国时期国人开始认真考虑货币主权问题。而贡赋经济与世界市场的整合，则如刘志伟在《中国王朝的贡赋体制与经济史》所主要论述的那样，是更为复杂漫长的故事。

财政秩序同样让我们反思清朝国家建构。周健强调“包征包解”关系不但存在于州县官府与小民之间，政府体系内部的财政关系也是由多层次、多线条的摊派-承包机制支撑起来的。而且乾嘉之际，

如当时著名学者章学诚所言：“督抚挟于州县，州县挟于吏役”已成“天下之势”。结合华南研究提出的清代“国家内在于社会=社会内在于国家”的认识，那么我们对清朝的国家建构就应当有一套全新的认识，

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顶峰”的真实内涵也应当有新的理解。

如前所述，维系摊派-承包式财政体系在政府系统内部存续的，在现实层面主要是官僚人事制度；但是，国家建构不同于企业管理，固化到头脑中的政治理念对官僚士人的约束力恐不容小觑。

哪怕他们“为官只为财”，这一方面似乎还有很大探究的空间。就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而言，除了现实层面的赋役征收关系包揽化和中间集团发育外，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在《武進県『実徴堂簿』と田賦徴収機構》中，

根据并无实际作用的实征册被年复一年的编造呈县，指出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其政治象征性——确认包揽人员、组织的行为是得到国家授权的，是国家行政的一环。这不禁让人想起郑振满教授地方行政体制仪式化的提法。

如此看来，政治理念、行政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都作为真实的力量参与着清朝国家的建构，这或许促使我们再思清代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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