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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賠款》

内容概要

庚子賠款，實際上有兩項：一為地方賠款，約兩千萬兩；一為大賠款，即四萬萬五千萬兩，本書專就
大賠款而言。本書共分四章：一為庚款的議定，二為中國的籌措，三為償付的波折，四為各國的退還
。庚子賠款是中國最大的一次戰爭賠款，對中國財政影響至大，為期三十九年之久，每年付出之數，
約為庚子年歲入的五分之一，中國財政困難，政府與人民的貧困，與此自有關係。幸好中國未向外國
借款償付，保留戰爭賠款的性質，分期付款，日後國際局勢變化，中國得以取消俄、德、奧三國賠款
，後又延付其他國家賠款，以致實際支付之數，尚不及甲午戰後賠償日款之多。至於各國退還部分庚
款，係各國要求過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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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45页

        劉坤一寄鄂督東浙蘇各撫：「⋯⋯江浙商定：江北認二十萬，蘇浙合認五十萬。南北共足一百萬
兩。」
原來還可以這樣分。

2、《庚子賠款》的笔记-第399页

        法统纯正。                

3、《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55页

        頁一五四：新捐開始不一，有於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一日開始者，有陸續添辦者，甚至到光緒末年
，尚有設法增加稅目者。
頁一五五：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開始交付賠欵，初期因稅收未齊，無不挪借庫欵。有庫欵挪用，即屬
不錯，大多數省分尚需息借商欵。光緒二十八年，各省息借商欵次數如下：江西，二次；安徽，六次
；浙江，一次；四川，二次；湖北，七次；湖南，九次；廣東，二次；雲南，二次；福建、河南亦曾
息借。⋯⋯所借數目，最多者一次達二十萬兩，最低者亦萬餘兩。足見各省困難情形。

4、《庚子賠款》的笔记-第254页

                        

5、《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57页

        注釋⑦江西
查旗兵加餉一欵，係光緒十年奉部添撥，原指裁勇節餉騰出厘金解部，自添撥後，派欵日增，厘金收
不敷支，以故歷年皆未請解。就裁勇節餉而論，自光緒二十六年，因籌辦防務，減勇甚多，後雖陸續
裁減，現尚逾舊數，亦無餉項可節，但又不得不籌，只有借墊一途。（「諭摺彙存」，頁四〇四一，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注釋⑧湖北

存：籌解賠欵檔
注釋⑨河南
世職俸銀：河南滿漢世職，約三百五十餘名，因籌賠欵，其俸銀約二萬六千兩，奉准停支，以之撥付
賠欵。原係暫時停支，但每期屆滿，賠欵仍不敷，於光緒三十年，三十一年續展在案，至光緒三十三
年底，已共停六年，而各世職歷陳苦情，並援浙湘省奏定酌復世俸章程，以爲餬口之資。

6、《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58页

        注釋⑨河南
節省河工經費：豫省黃河經費，歲撥工需定額六十萬兩，光緒二十二年後，每年節省四五萬至七萬數
千兩。如無異常險工，目前可省出銀十萬兩，擬自光緒二十八年起提成凑撥賠欵。

7、《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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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

1、庫平兩合關平兩，尚須補水，每百兩補水銀一·六四三兩
2、（庚子賠款）各省匯款至滬3、尚須匯費。各地匯率不一，每萬兩約須四五十兩不等

8、《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35页

        關名江海    鎮江    九江    江漢    閩海    津海    粵海    浙海    東海    牛莊    夔州※※※※※※※※※※
※※※※※※※※※※※※※※※※※※※※※※※※※※※※

王尔敏著：《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清康熙二十四年，开
放海禁，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以通对外贸易，其中闽海关实设于漳州而非福州。明代“
怀远驿”在福州，清代改为“柔远驿”，均接待琉球贡使。

第232页：通商关税乃（福州）将军主政武夷山茶产，可借福州口岸为最近便之出口栈

9、《庚子賠款》的笔记-第330页

        静生生物調查所北平文津街所址尚不在內
北平文津街

10、《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65页

        雖然清初有永不加賦之諭，但實際上仍有變相之增加，如火耗、平餘、漕折等之增加。⋯⋯（火
耗）行之既久，則上司奇索於州縣，州縣重斂於小民，火耗日增，因循既久，則視爲應得之物，一遇
公事，加派私征，皆以火耗爲名。雍正七年，則提解火耗歸公。火耗歸公後，又有平餘，起自四川，
乾隆初，又提解歸公。
總是提解歸公，呵呵。

11、《庚子賠款》的笔记-第69页

        英使認爲漕米運至北京後，分發賑濟八旗人員，彼等又轉售於北京貧苦之民，因漕米多霉壞，每
擔售價不過一兩五分，漕米之浪費，莫此爲甚，故主張全部停運，以濟賠款。

12、《庚子賠款》的笔记-第70页

        和（荷蘭）國公使提出：中國土產鴉片至少有十萬石，每石征百兩，可得千萬兩。赫德亦提此說
，他認爲：中國土產鴉片，至少有十五萬石，三倍於進口洋藥，若每擔定稅六十兩，改良征收方法，
每年收數可達千萬兩之譜。道勝銀行經理認爲六十兩一石之稅並不高，且此稅比之鹽稅易於管理。徐
壽朋等認爲土藥難以加重稅收，重則偷漏更多。
中國土產鴉片，至少有十五萬石，三倍於進口洋藥

13、《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页

        撿到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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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庚子賠款》的笔记-第566页

        Mark                

15、《庚子賠款》的笔记-第506页

                        

16、《庚子賠款》的笔记-第150页

        每省每項的征收均可做一個小題目。

17、《庚子賠款》的笔记-第472页

        鐵路方面：津浦、膠濟、隴海、北寧、平漢、京滬、滬杭甬、京贛、浙贛、粵漢、湘桂、敘昆、
滇緬各路及首都輪渡，或以（英）庚欵整理，或以庚欵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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