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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清代财政》

内容概要

《转型中的清代财政》共十二章，分别从雍正皇帝的财政改革、难以解决的收支矛盾、财政收支结构
的时代变迁、中央与地方：硝烟中的财权之争、户部与内务府：两个财政的互助与冲突、“量入为出
”还是“量出制入”、官员的低薪与腐败、军费政策的得与失、有限的“民生财政”、影响财政支出
政策的政治文化因素、财政压力与民众负担、财政危机与辛亥革命来解读清代的财政状况。《转型中
的清代财政》是以试图专题的形式，向读者展示清代财政的大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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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耗羡归公政策推行后，各地私自滥征加派的弊端得到有效遏制。耗羡归公之前，由
于各地私征滥派，致使农民不堪重负。而改革之后，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各地所征耗羡的数额
比以往减轻了不少，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实行耗羡归公后，地方经费因固
定化而有了保证，中央免征部分正项赋税，以耗羡节余抵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另
外，耗羡归公是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必要调整，它促使了中央和地方的双赢。耗羡归公意味
着中央把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分配管理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进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扭转了“干
弱枝强”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和办公经费固定下来，地方政府除了上缴国库的
钱粮，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也减少了因赋税征收而产生的官民矛盾，这是地
方财政的一大进步。 第三节雍正改革的历史启示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古今中
外，财政改革无疑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形式之一。总体来看，只要改革者勇于正视问题与矛盾，
意志坚定，敢于触动既得利益者，以人民利益为本，最终必然会取得改革的成功。雍正的财政改革就
是这样的例子，它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其一，财政改革要取得成效，改革者必须意志坚定，
敢于触动既得利益者。康熙中期以后，各级官员利用康熙的宽仁，贪污腐败，造成严重的财政经济危
机。晚年的康熙皇帝虽然看在眼里，但没有坚决地予以遏制和打击，而是一味纵容，致使情况愈演愈
烈。雍正上台后，严查亏空整顿吏治，变革不合理的赋役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态度可谓强硬，也最
终使财政亏空情况得到了有效治理，社会经济恢复了往日的稳定发展。如果雍正依然纵容既得利益集
团，财政改革很难想象能够取得成效。 其二，财政分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社会公平正
义的实现不是靠政府的行政压力，也不是靠小恩小惠，而是需要必要的、根本的制度保障来理顺利益
分配关系，这就要求财政必须发挥应有的调控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雍正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就
是赋役不均，地主士绅与当地官员勾结，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迫使大批贫困农民逃亡。为此，雍
正大力改革旧制度，在全国推行单一赋役标准的“摊丁人亩”，从而推进了社会的公平。与雍正同时
期的法国，也存在不同阶级税负上的不平等问题。贵族获得免税特权，全部财政负担落到第三等级尤
其是广大城乡贫民头上。但法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类似雍正皇帝的调控措施，结果第三等级揭竿而起
，法国大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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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型中的清代财政》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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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能够古今推荐就更好了。
2、清代财政基础书籍，很全面的基础书籍
3、也没办法 人家毕竟读了博  看的东西比你多
4、一本烂书  估计只有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是别人没有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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