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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榷关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榷关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税务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揭示清代税制度存在、发展的过程，
并从清代国家相关的经济政策对榷关发展的影响和榷关税收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断代史研究，还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皆已由大而化之的宏观 论述逐渐发展到
个案研究的微观突破，其中不乏兼具理论缜密思考和史料深刻剖析相得 益彰的研究佳作。祁美琴女史
所撰《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3 月)无疑就是上述研究范式重大转变的典型范
例。这一研究成果的贡献，不仅在于梳理 和描述了我国榷关制度演变尤其是清代榷关制度发展的完整
历史过程，使我们加深了对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关税问题的真切认识，且触及到榷关这一清代国家财政
的“中枢神经 ”，成为考量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砝码。通过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的
个案突破，以阐释深化清代史研究的丰富内涵，思路十分明确；而该成果的形成无疑实 现了作者的意
图与既定目标。笔者展读者再，深感收获良多。取其大要，有如下四个方 面：
一曰大处着眼，纵观全局。该作抓住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势力角逐中的根本性问 题，体现了作者
选题论证能够从大处入眼的宏阔视野。诚如作者在论述榷关的设置与沿 革时关注到的那样：榷关是国
家的重要“利孔”所在，榷关的设置与沿革也反映国家税 收的盈缩变化规律，中央政府既要取得丰厚
的榷关税收来保障其经济上的控制权，又要 给广大的地方社会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这种中央与地方
利益瓜分的态势反映在榷关的 增设与撤并过程中的规律性事件，往往表现在中央政府把那些税收成本
高、税额趋于萎 缩的税种让渡给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又将管理成本低、收入相对丰厚的税种划归中
央 政府直接掌握，专差与兼差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利益的考虑。直到清末清理财政改 革时，实
行分税制，即通过税种体现利益划分，成为中央与地方税收制度分治构建的物 质基础。显然，榷关问
题超出了它的表象本身，作者在平实客观的介绍与评析过程中， 时时处处体现出匠心独具。如在论证
榷关的内、外部组织与管理时，便着笔不繁却余味 无穷。从内容来看，尽管榷关内部的组织机构与管
理方面的内容着实枯燥无味，似乎难 觅生动的话题，但透过作者对税款存储与报解的具体而细微的分
析、解释，我们豁然发 现包括榷关在内的所有官僚机构和利益主体之间均存在着“数马分肥”的现象
，而这正 是榷关运行过程中最具有本质内容之处。从机构归属而言，榷关归户部管辖，而由于分 设
在全国各地，其组织结构几必然呈现出户部与地方政府双重管理的特色。户部从公开 税则、划一税收
、保障库藏、规范管理入手，地方则协同管理，在一些榷关税源盈缩变 化比较大、征榷成本较高的时
期，往往委托地方兼管，榷关在户部与地方政府管理关系 方面的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微妙关系，其
表面上往往是组织结构的频繁调整，而体现 出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角逐。同样，内务府通过对榷
关人事的安排与控制，也达到 了清代皇权对“利孔”的实际控制。对于榷关额税的分配与用途进行细
致的分析研究， 也可以通过一斑而窥国家这一庞大机器运转的全豹。因为榷关税收的支出，主要是服
务 于封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职能需要。既有固定的分配奏销渠道，也有因时而定的临时安 排，而这
正是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生动画面反映在经济领域里的一个缩影。榷关关税的 盈绌变化，也必然是同
期社会经济繁荣与衰落的晴雨表；而盈绌变化的制约因素也正是 促进或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
。这种知微见著的洞察力，是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 不可多得的解剖武器，《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的成
功之处，恰恰表现在总体上把握到了 清代榷关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关联性问题，给相对生硬的制度
考证赋予了极为丰富的 内涵，从榷关制度的演变，折射出清代社会历史的全局性进程。
二曰史料详实，剖析深刻。从理论上讲，制度史比之社会、经济、文化史似乎有着更 多的稳定性和规
律性。然而制度本身也是人为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和工具，如果透过制 度本身去分析其运行的社会背
景，实际发生的变数往往出人意料。作者在研究过程中， 既满足了人们对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构建的认
识要求，通过对清代政典法规资料考证，把 清代榷关制度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且运用大量
的文献资料来论证制度之外的 人为变数；在分析清代榷关的人事管理制度时尤见其研究功力。在阐述
榷关存在户部专 差与地方兼差及差官选用、考核的基本程序之后，特别注意到内务府包衣司员与关差
之 间特殊关系，继而分析清代皇帝安插内务府包衣为关差的多方面考量；尤其是如何妥善 体面地处
理“国库”与“内帑”甚至皇帝本人“私帑”之间的变量关系，使制度层面不 便解决的难题，通过一
种有派系倾向的人事安排，从体制外形成有序的“银两”供应链 结，这正是中国古代帝王大谈“祖宗
之法”的所谓“法制”，而实际上却实行“便宜行 事”的“人治”的具体体现。该著作通篇都在阐述
着制度运作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人为因 素的作用。在检讨清代榷关的发展与贸易限制时，通过大量的事
实剖析后明确地指出， “清代的榷关，既是规范商品流通、增加国赋的经济部门，同时也是执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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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榷关制度研究》

贸易禁令 的行政机构。机构的二重性是榷关设立给商业贸易带来诸多阻碍的原因，同时也是榷关 管
理始终受认为因素的干扰，不能建立起良好的运行、发展秩序的根源所在。”(第294 页)在榷关兴废与
税利争斗中，作者关注到榷关的发展直接受到航运业发展的影响，尤 其是海运业的发达，给海关与内
地榷关、特别是那些与海关距离较近的河关之间利益冲 突日益凸现出来，受各自本位利益的诱导，各
关之间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导致处处设 关重叠课征，各地扼河阻水，常常诱发商民控争的案件，这
种陋习实际上到民国初期仍 然存在。这种控制和阻碍商品贸易的榷关贸易，在制度层面上否定了资本
主义在中国专 制土壤上蕴生的可能性。正如作者所推导的那样，从一开始就证明了中国没有资本主义
，即使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也绝不是西方那种促进国内商品市场形成、保护民族工商 业发展的关税
制度。清代榷关所展现的背景，或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专制体制协同追 求的价值目标是官僚垄断利
益，而非商品垄断利益，其结果必然是殖民地化。(311页) 同样，作者在研究清代榷关的税额、税率、
税收及其用处等问题时，也论证了传统(榷 关)关税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像其他历史时期一样，榷
关的税率与税则、税额与税 收，在清代没有一个稳定、透明的标准，既没有“从价税”、“从量税”
之分别，也没 有“定额包干”、“比例分成”等差异。虽然户部对各榷关都有公开的税则和奏销数额
，但是各关在征榷过程中实际上却呈现出随心所欲、五花八门的混乱局面。这种因地而 异的混乱无章
的征榷系统所带来的后果，除了大量关税流失，不知去向之外，便是对有 限的商品经济给予致命的打
击，最终导致现实民生的日益艰难。该书细致剖析榷关问题 的各个环节，做到了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
，并在此基础上取得非常深刻的认识。而这些 成功的取得，都是源于大量翔实的资料例证。资料富澹
是该书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不仅 见诸于每个细小问题，都是通过大量的资料进行鞭剥入里的透彻考究
，而且附录五表的 资料汇辑，使人阅后对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如从附表(三)“各关专差官员一览表”
所反 映的身份来看，清代皇帝为了控制榷关并且监督各地舆情动向，大量的内务府司员被安 插到各
榷关中担任要职，与前面书中的论述形成对照，使人一目了然。
三曰逻辑严密，论证清晰。把握清代榷关制度演变的历史进程，并通过研究得出科学 结论，关键在于
如何把握好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结合与完美统一。该书显示出在这一问题 上逻辑严密、论证清晰的特点
。作者首先把榷关制度本身的基本框架及其发展脉络输理 得一清二楚，勾勒出其历史过程的清晰轮廓
。但这仍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制度 演变的历史取决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变量，制度的文本层面
与制度的实施层面常常是大相 径庭。所以，清代榷关制度演变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必须在制度外的
背景分析方面施 以浓墨重彩。作者所展现给人们的认识恰恰是努力使应然与实然统一起来，将理论研
究 扎根于对研究对象全面把握的基础之上，使得论证更具有逻辑连贯性和穿透力。如在论 证榷关的
盈缩与制约因素、晚清榷关的衰落及其地位改变中，既考虑到榷关本身存在的 弊端对榷税所产生的消
极影响，又着眼于社会环境变化对榷税带来的强大作用，两方面 因素的分析论证具备逻辑上的协调一
致。榷关本身的弊端常常经过有限的改革之后很快 得到平复，如吏治的整饬，税率的统一，机构的撤
并，税种的调整，往往在体制内可以 得到及时解决；而社会环境带来的消极作用，通常不是制度完善
所能够解决得了的难题 。如书中分析的战争、灾害，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影响也非常久远。如
太平天国 起义给长江流域的中国传统关税制度以致命打击，在战争过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混乱的 关
税制度造成对商民重叠课征的交困局面，便久久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该书所分析的近 代意义上的中国
海关，正是在这一时期乘机攫取了传统榷关的大片利益空间，清代榷关 走向衰落与近代买办资本主义
海关制度应运而生，这一起一落之间，既是历史演变的自 然形态，也是理论分析论证的逻辑结果。近
代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给予清代榷关 制度演变一个基本的走向，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
程也成为清代榷关制度发展的 最终归属。作者对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的逻辑严密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
四曰见证历史，有利当代。作者在研究清代榷关制度的同时，把视野延伸到中国明代 和近代进行对比
分析，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榷关所应对的中国社会经济演变过程，是 一个历史沧桑的沉重话题。明
代在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一度涌现出商品经济繁 荣的景象。尽管作者不能苟同在封建榷关制
度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但榷关所具 有课征税入、稽查商货、调控物价的功能，仍然可以说明
，榷关产生甚至在一些商品经 济获得一定程度发展的地区星罗棋布，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写照。
榷关进入近代社 会以后，被海关与常关所分割，由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性，使得被帝国主
义 控制的海关与常关之间蒙上了一层内外之争，但是榷关从本质功能上说就是设关征税， 其作为调
控社会经济的手段在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研究清代 榷关制度，无疑能够给
当代社会许多思考和借鉴。因为税种选择、税率轻重、税关设置 ，直接导致人们经济行为的决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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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该书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榷关制度本身对社 会政治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榷关制度之外的
社会环境，常常成为我们考量税制合 理与否的重要前提。尽管联系当代实际来思考这些问题，不是该
书所要达到的研究目的 ，但其结论性的中西封建关税制度比较，仍然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给当代人
以深刻启 发。
祁美琴女史为蒙古族学者，曾师从当代清史满族史大家王钟翰先生，获史学博士学位 。多年来致力于
清代制度史研究，曾有专著《清代内务府制度》行世。现又推出新作， 功力又见长进。古来文人学士
素有“佳作共赏”之雅趣，所以我愿为同人推荐这部精审之作。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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