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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荷包》

内容概要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
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
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
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
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
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
，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
、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
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
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
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
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
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
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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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荷包》

精彩短评

1、草草翻过一遍，算得上是第一流作品。表面上是探讨皇室财政，实际上对于清代盐税、关税、寺
庙经济及与户部财政关系等等都有研究，或同学界已有成果商榷，可见功力深厚。唯一可惜的是文风
依旧艰涩，非局内人不能明其关窍。中华书局的装帧很好，布面精装，纸质也很好，舒服。
2、何炳棣路数的翔实史料导出结论，还是很扎实的功课，只是可读性不强，观点归于乾隆用私人荷
包巩固边疆民族关系，似有待深挖之处。
3、材料罗织，文笔不佳，谈不上有趣的著作
4、F812.949/5958 普通，参考都要到六月中旬还
5、乾隆不仅擅长搞政治、写微博体诗词、文物鉴定⋯⋯还特别擅长敛财、捞钱
6、南海那些去都去不成的岛就是皇帝的官庄啊
7、非常精细，很不容易！与祁美琴的书比起来，自然深入很多。但是常年的档案阅读对作者思维有
束缚，不宏通。
8、图表做的很差。看了@战争史研究WHS 的推荐买了这本书。第一章讲土地收入蛮无聊的，但是后
面讲到盐税，讲到内务府变卖贡品库存就很有趣了。原来书里大户人家家里“内造”的东西并不一定
是皇帝赏赐的，而是上崇文门买到的啊，幻灭了。看完感觉就是皇帝死要钱，内务府侵吞户部的钱，
又强行问盐商要钱，最后要来几千万两银子，都建藏传佛寺去了。[doge]这本书太学术了，大量的图
表数据罗列，看得人发晕。
9、不好看，数据堆的多，分析少。
10、数据看得头蒙，不明觉厉
11、怎么都说可读性不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
12、数据详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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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荷包》

精彩书评

1、

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守成奇才，在清朝绝对君主独裁制的固有体制内，他将国家威权与体制
的“优越性”、“制度自信”发挥到极点，也是跨越三代领导人、长达一百多年的所谓“康乾盛世”
的顶点，姑且不论这套制度的优劣，也不讨论人民的“幸福感”这些抽象问题，从经济总量（不谈人
均收入）、内政、外交方面来看，乾隆在位期间对内统治人心稳定，对外方面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还未能正面抗衡清朝，“金瓯”尚称稳固。乾隆不仅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治人物，更是一个留下了四
万多首诗歌的微博式诗人（写诗轻易如写微博），而且还特别擅长文物鉴定，傅申教授认为“乾隆要
是不做皇帝专做鉴定，定是一把好手”，赖慧敏女士则通过扎实的档案研究指出，乾隆还是个特别擅
长敛财、捞钱供自己挥霍的皇帝。
《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是台湾中研院研究所赖慧敏经过20多年孜孜不懈地解读清朝内务府档案的研
究成果之一，这部书的书名很吸引人，但一看内容却足以令外行读者胆怯，全书90%以上的内容都是
非常硬的档案统计数据，用数据和档案说话是这本历史著作的最大特点。书的上篇论述了乾隆皇室财
政的来源，下篇论述了乾隆运用皇室财政修建藏传佛寺的情况及其政治上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历史上从汉代以来就确立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割的原则，田赋归国库，山海、盐铁之利归皇
室财政、皇帝私人掌控。在君主独裁制达到顶峰的乾隆时期，皇室财政、皇室开支更是“统治者对人
民无法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清代国库和内务府还存在家国不分的情况，为了掩人耳目，税关解
交内务府的银两皇帝朱批“交海望”，海望为户部尚书，“交海望”乍看之下以为此银流入户部银库
，但海望同时兼任内务府总管大臣，他比必须向皇帝奏报该银入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据统计乾隆皇帝
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估计总收入在8000
万两以上，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的田赋税收，是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皇室财政的
来源主要有四项：内务府的官庄（房地产）、关税盈余、当铺与生息银两及盐务。

内务府官庄——皇帝是国家最大的地产主

满清入关前即设有庄园制度，入关后皇室圈占直隶31州县的土地，以及关外热河、盛京等地的土地，
形成官庄。内务府官庄的来源还有百姓投充的土地、查抄犯罪官吏的田产及开垦关外土地之牧场为耕
地。官庄面积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57万多亩增长到373万多亩，说皇帝是中国最大的地主一点也不过分
。内务府的官庄通过土地和房屋的租赁收取租金，乾隆年间的地租收入约在10万至15万两之间。赖慧
敏比较清代各地的地租，发现皇室的地租属于偏低，偏低的原因并不在于皇帝特别仁慈，而是由于官
庄存在诸如圈地实际圈占的数目多于官报数目、土地清丈不确实、投充庄头隐匿赡养地、自然灾害、
银钱比价等问题，导致官庄收入低下。
康熙年间，内务府官庄约五十余万亩，到乾隆晚年增至一百多万亩，主要是查抄承安的家产。伊犁之
锡伯部落领队大臣承安的罪名是“玩愒性成、复耽麴蘖，一切事务，竟置不问”，承安的祖父揆叙，
曾祖明珠是康熙朝的内阁大学士，曾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权势威吓一时。明珠与索额图互相植党倾
轧，康熙二十七年，皇帝将之罢斥。明珠结党营私，都没被抄家，而承安不过是爱喝酒、不问事务即
被革职，赖慧敏认为乾隆这么做主要是觊觎他家的田产，查抄出承安田产40.6万亩，承安家的土地占
了内务府土地的三分之一。乾隆皇帝捞钱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税关“盈余”成为内务府提款机

乾隆时期经济发展，百货充盈，理应大幅提高关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源，然而乾隆皇帝却人用包衣奴
仆来囊括硕果，皇帝利用奴仆广开皇室财源，各税官新增苛捐杂税，由此埋下清代中衰之根源。清代
的税关收入本属国家财政，从交给户部的税收数目来看，清代关税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是“清征薄敛
”，但是其实从顺治、康熙时期以来，担任税关监督的大都是皇帝派遣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关税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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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荷包》

以外的盈余全部解交内务府，乾隆更是从制度上规定了关税正额有缺的照定例处分，各关盈余的数目
少于雍正十三年的，要加以处罚，从而关税“盈余”也就相当于必须完成的正课。不仅如此，各关监
督遇到国家重大庆典、皇帝下江南巡游等活动，还要自愿报效银两，一次多达数百万两。内务府包衣
为了孝敬皇帝，还常将养廉银捐出。乾隆皇帝大肆修筑宫殿、成做各种器物，需钱孔急，不断向关税
监督需索银两。陈国栋认为，包衣奴才习性下贱，希意承旨，小气琐碎是其短处，却正是皇帝可以利
用的“消极优点”，他们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将税关衙门的办公费用解交内务府，等到地方经费不足
，又再三增添新的税目，税目繁多，令人无所适从，增加关税监督贪污的机会。包衣奴才新增的税目
十分琐碎却达到替皇帝攒银的作用。西方君主专制时期，统治者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在中国，则是皇
帝借助内务府包衣奴才来扩展其财产范围。
有学者认为包衣任税关监督的好处是，若官员贪污，皇帝可以查抄其家产，也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宽
纵贪污的大官，遂使贪污案件屡禁不止。赖慧敏则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就税关监督来说，皇帝
多以议罪制度惩治官员，因贪污被查抄家产者仍属少数，一来查抄家产所得利益不多，二来税关监督
还必须承担盈余不足的风险。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几次蠲免田赋，赢得宽仁的美名，然而对灾荒所导致
的关税短少问题却不予宽容，迫使官员将自身的亏损转嫁百姓身上。对于贪污和“盈余”不足的官员
，乾隆在四十年（1775）以后都采取议罪、罚俸方式，来填饱荷包。譬如，乾隆六十年（1795）全德
当九江关监督，因收受商人19万两贿赂，本当处死，乾隆却让他继续当官，命他加倍罚缴38万多两，
乾隆发明议罪制度，养成官员“笑骂由人，好官自我为之”的心态。
皇帝既为自己荷包着想，官员自然上行下效，乾隆后期，由于皇帝性好铺张浪费，开销不断增大，国
家财政不孚支应，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在摊派和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腐败
现象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最为讽刺的是，乾隆皇帝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提到，“危乎上之
所好恶，速矣下斯成倡随”、“人君好尚可弗谨”，这么好的道德文章终究是掩盖不了他带领全国官
员一起贪污的史实。

内务府专卖的奢侈品、皇家特供产品

清代税关还是变卖内务府物资的重要渠道，官方垄断的奢侈品销售大受欢迎。清朝入关后，皇室垄断
东北人参开采权，人参变卖所得尽归皇室所有。变卖人参使乾隆获得千万两以上的收入，但原因并非
产量大增，而是由内务府所属单位专卖，使其价格不断上涨所致。包衣为了讨好皇帝，竞相提高参价
。乾隆六十年五等参每斤售价接近一千两！官定人参价格不便宜，市面上参价更居高不下，成为官场
贿赂上司的高贵礼品。
除了人参，清人生活中，冬天用高丽纸糊窗，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进贡的葡萄干，穿着欧洲来
的羽缎、哔叽衣裳成为时尚，这些物品均是清朝周边藩部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家，以及欧洲国
家的进贡，这些奢侈品、日用物资远远超过宫廷所需时，乾隆皇帝就会将贡品交给崇文门税关发卖，
百姓争相购买，以买得起、用得起“内造”物品和皇室的变价物资为身份、地位、面子的象征。

放贷取利，全国最大银主

清初，内务府设立各种庄园、渔猎户等，供应皇室所需之物资，后来发现这些物资远远超过皇室一年
所需，于是不定期变卖内务府贮藏的货品、各国贡物，至乾隆年间，內帑已累积数百万两的资产。存
着这么多钱不用实在可惜，乾隆皇帝于是想出了开办当铺赚取利息的主意，内务府开设经营了26座当
铺，但后来乾隆皇帝发现当铺收入利润不高，因此不惜关闭十余座当铺，将钱直接借给商人，其利息
高于当铺之利润。清代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各级文武衙门、官僚、贵族，都在公开或半公开地放债取
利，皇帝是当时全国拥有资金最巨，每年贷出金额最大的银主，又是全国取得债息最多的人。商家借
款的利息多半维持在12%的水准，大大低于民间高利贷，年利率虽然不高，但因借款的年限长达十年
、二十年，以致于利息数目超过或等于本银。于是就有许多盐商因为借贷內帑而导致资不抵债、破产
、抄家的命运。
乾隆时期的盐务与税关部门情况相似，历经清朝盛世，国家重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似乎没有增加；反观
皇室财政，由乾隆初的数万两到乾隆晚期达一二百万两。盐政官员都是内务府包衣出身，正课之外，
私费不赀，“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名目有报效（朝廷重大庆典的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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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荷包》

捐款）、借帑利息（支付给内务府贷款的利息）、余银（“正额钱粮之外”的多余之银）、提引余利
（预提翌年盐引额度）等，从这些陋规、科派中皇帝也获得不少好处。乾隆初期原本交给户部的盐政
衙门经费，改解内务府；衙门的运库银两借给商人，利息归皇帝所有；盐商欠税课，查抄家产也归皇
帝所有。

乾隆皇帝荷包的银子流往何处去

清代皇室的主要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
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
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不过赖慧敏也指出，乾隆皇帝除了将聚敛的民脂民膏供自己挥霍、享受
之外，也为国家做了点政治上的好事，那就是用自己的荷包修建藏传寺庙，这些寺庙分布多伦诺尔、
盛京、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形成一道“宗教长城”。除了拨內帑修建藏传
佛寺，皇帝还通过户部、内务府、税关提供喇嘛口粮，清政府还给蒙古贵族朝拜寺庙提供路费、免税
贸易的权利，从而达到借由宗教来统治蒙藏地区，并且将蒙古人对宗教的热诚从西藏转移到北京和热
河等地。通过修建热河藏传佛寺，维持了清朝和蒙古一百余年的和平关系，比明朝和蒙古战争每年动
辄耗费七八百万两银来说，更能呈显清代统治者策略的成功。

原文删节刊于《南方都市报》2016年7月24日A2叠08版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6-07/24/content_59028.ht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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