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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赋税

税 欲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税收

明代赋税以田赋、徭役为主，包括盐钞、商税等杂税及各种租课。

田赋明代田赋继承唐以来的制度，分夏税、秋粮两个主税。夏税为小麦、人丁丝折绢、

农桑丝折绢等；秋粮包括米粟、地亩棉花绒等。

弘治十五年(1502年)，河间府实征夏税小麦19801石1斗8升，人丁丝并没官地亩折

绢4902匹2丈6尺3寸，农桑丝折绢889匹7尺3寸；秋粮米46280石6斗2升，地亩棉花

绒4643斤13两，枣株课米37石5斗5升。

据嘉靖《河间府志》记载：嘉靖时，河间府应纳赋旧地额49912顷41亩，税额分别为：夏

税38437石、秋粮89788石j 18州县共有官民地28268顷35亩，夏税39803石、秋粮92903

石。其中，各县在今境内者征收数如下表：

州县名 官民地(顷) 夏税(石) 秋粮(石) 合计税收(石)

河间县 2278．94 3197 7460 10657

献县 3333．42 3698 8631 12329
‘

肃宁县 1040．28 752 1755 2507

任丘县 3650．89 4147 9677 13824

交河县 1011．58 998 2325 3323

青县 852．82 1341 3149 4490

兴济县 860．44 447 1044 1491

吴桥县 432．04 981 2290 3271

东光县 465．82 745 1740 2485

沧州 1929．23 3064 7147 10211

南皮县 1278．40 3197 7461 10658

盐山县 1755．83 2870 6697 9567

合计 18889．69 25437 59376 8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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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 明朝正税除田赋外，还有徭役。明代徭役分里甲、均徭、杂泛三部分。“里甲”规

定110户为一里，每里推丁多的10户轮流为里长，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轮流充

当甲首。每年由里长一人率领本里十甲首应役。“均徭”则为按民户丁粮多寡派充的各种经

常性杂役。“均徭”分力差、银差、听差等。“力差”为应役户亲身到部寺衙门充役；“银差”为

缴银代役；“听差”则为承应礼部祭祀等活动中的杂役。“杂泛”亦称杂役，为“均徭”以外的杂

役。

明后期，官府不再征发徭役，改为征收银两。据嘉靖《河间府志》，各县在今境内者征收

银两如下表：

力差
州县名 银差(两) 听差(两)

人数 银(两)

河间县 382 1278．08 2644．64 807．74

献县 229 799．52 2663．6 385．78

肃宁县 190 950 1663．2 404．58

任丘县 371 1791．69 2697．75 540．97

交河县 426 2456 1904．44 338．54

青县 382 2031．13 1203．14 205．31

兴济县 141 715 295．14 52．05

吴桥县 417 2138．02 2737．2 244．85

东光县 271 1384．83 1789．34 238．85

沧州 841 5400．6 1129 311．56

南皮县 328 1823．96 1319 307．29

盐山县 446 2903．1 1489 256．23

因明朝役重于赋，有一种役必增一种差，明朝赋税之滥莫重于差徭。差徭虽有定额，但

官府杂支、胥吏中饱全部出于役银，故明朝役银实际征收额远远大于定额。

商税《明史》记载：“关市之征⋯⋯明初务期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

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于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

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另纳纸价。凡纳税地，置店历，书所止商氏名物数。官

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盐山县有河泊所)。所收税

课，有本色，有折色。”“凡税课，征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

钞，领于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

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当时河间府州县商税税额，据《河间府志》记载：河间府税课司原额课钞12841贯65文。

在今境内各州县税额分别为：

河间县 3212贯29文

肃宁县894贯200文

任丘县 7081贯408文

交河县 1018贯493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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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 1327贯260文 盐山县 10392贯710文

兴济县 70贯800文 吴桥县4296贯400文
。

献县 6204贯712文 东光县 549贯050文

南皮县 650贯400文 沧州 26586贯120文

食盐税由于明代河问府销盐实行包课制，故将食盐税分包于各县，由州县征收。各州

县在今境内者征税数额如下：

河问县73367贯658文 兴济县17907贯500文

肃宁县34008贯 吴桥县40657贯500文

献县84753贯500文 东光县27274贯

任丘县88612贯650文 沧州31700贯500文

交河县59044贯310文 南皮县28938贯

青县39169贯 盐山县51226贯500文

租课除税赋外，明代河间府及各州县征于民者还有各种租课，包括屯田租、官庄租、草

场租等。

洪武三年(1370年)令各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收十分之五的租，自备牛种者收十分之

三的租，三年后亩收租一斗。明代对屯田尤为重视，规定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

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50亩为一份，给耕牛、农具。规定，军田，份，正粮12石，贮屯

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员俸粮。当时河间府屯田有：河间卫屯田地125顷，粮

1265石5斗2升；沈阳中屯卫屯田地102顷66亩，粮1231石9斗2升；大同中屯卫屯田地

46顷，粮552石；天津卫屯田地391顷57亩，粮4293石1斗5升；天津左卫屯田地326顷

66亩，粮3697石1斗9升；天津右卫屯田地173顷4亩，粮3066石1斗7升；沧州守御千户
所屯田地68顷88亩，粮812石8斗6升。

明《河问府志》还记载，全府牧马草场地亩数为170257顷57亩1分，岁征银3288两9

钱。

由于沧州地处京畿，明朝建立之初，朝廷就占据了这里的大片土地。以后这些土地或被

皇宫直接控制，成为皇庄；或封赐给王公贵戚，成为官庄。贵臣勋戚亦借机将大片民田侵占。

庄田设立之初，由皇宫或庄田占有者直接向佃种者收租以充宫廷费用和勋臣俸禄。弘治二

年(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以官庄侵夺官地民田，庄头扰害地方，请革去庄头，由地方官府

征租，每亩征银3分，充各宫用度。嘉靖时河间府共有仁寿宫、建昌侯张鹤龄、庆云侯周寿等

所占庄田6364顷84亩，共征银19094．5两。各州县在今境内者，占田及所征数分别为：

任丘1853顷零4亩，征银5559．12两 东光83顷，征银249两

河间396顷76亩，征银1190．28两 南皮55顷30亩，征银165．9两

肃宁565顷64亩，征银1696．92两 青县756顷52亩，征银2269．56两

献县1101顷91亩，征银3305．73两 兴济县90顷45亩，征银271．35两。

交河292顷零5亩，征银876．15两 ，

这些赋税均为当时正额。由于官吏的贪占，实际所征远不止此数。特别是明朝中期以

后，各种赋税加征不已。嘉靖《河间府志>云：“河间(府)田赋有夏税、有秋粮，皆一定之正额

也。而兼有养马之费，民之苦于此者犹多也。其后复有池洼鱼课之税、官庄籽粒之税、屯田

新增之税，视前益相远矣。其站地、余地等钱，又皆自正德以来起之也，孰谓田赋有定耶。”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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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河间府志》云，“明代之失在于役重赋轻而名繁多。多则愚民不知所输，吏胥得为奸欺，役

重而增加倍甚。”

由于官吏中饱，征夺无已，赋外有赋，丁外有丁，造成税制的严重混乱。明万历九年

(1581年)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各州县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

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缴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

库岁需与存留、供亿(即供给)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明史·食货志》)

二、清代税收

清初，仍袭用明朝的赋税制度，以田赋、丁银为主税。雍正时，将丁银摊入地亩，称地丁

银。同时，将地方官府暗加的耗羡改为公开的赋税。此外，还有各种商税，又在地丁之外加

征“差徭”。清末又出现各种厘金及杂捐。

地丁银清初，课征于农业的赋税，仍沿用明代“一条鞭法”。课征于田的称地粮，课征

于丁的称丁银，实行赋随丁增。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为鼓励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固定

丁口和赋税的实额，规定以康熙五十年人丁数为课征常额，其后新增人口不再征税，谓之“滋

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因人丁生死流转，不易管理，丁银难摊，经奏准自雍正二年(1724年)

起，直隶省将各地丁银摊入地亩，随地粮征收，统称地丁。

乾隆17年(1752年)，河间府共有田土70144顷19亩，征田赋银205360．383两。遇闰

年加征共银213331。126两，粟米1041．89石。其中：

河间县岁征银26885．7两，遇闰年加征共银27797．677两，粟米437．67石。

献县岁征银29794．8两，遇闰年加征共银30806．164两，粟米246．2石。

肃宁县岁征银15424．575两，遇闰年加征共银15990．8两。

任丘县岁征银15201．9两，遇闰年加征共银15715．848两。

交河县岁征银12608．611两，遇闰年加征共银13462．731两，粟米358．1石。

吴桥县岁征银17080．789两，遇闰年加征共银17874．711两。

东光县岁征银13649．123两，遇闰年加征共银14166．738两。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河间府所辖11个州县统计额内额外各项地63131顷39亩，

除圈充、改占外，实剩地43521顷11亩，历年开垦查出地19610顷17亩，共征银205655．34

两，遇闰加征银8025．21两。其中，各州县在今境内者，地银数额分别为：

河问县13370顷73亩、26885．7两 交河县2317顷5亩、13187．23两

献县10279顷20亩、28795．46两 吴桥县4313顷82亩、17082．43两

肃宁县5222顷10亩、15430．19两 东光县4133顷64亩、13618．77两

任丘县6624顷73亩、15924．1两

天津府所辖青县、静海县、沧州、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等州县的额内额外各项地

39516顷58亩，除投充外，实剩地27021顷17亩，开荒查出地15333顷32亩，共征银

110892．38两、米1257石2斗、黑豆163石9斗、谷1267石4斗。青县地2547顷20亩，征

银17158．56两；沧州地6284顷13亩，征银21633．45两；南皮县地4600顷17亩，征银

9455．02两；盐山县地5215顷77亩，征银22086．30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各州县征收地丁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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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19378．576两；沧州，13727．849两；南皮县，10559．476两；盐山县，21247．665两；

河间县，15775．713两；献县，20319．203两；肃宁县，17688．57两；任丘县，9547．712两；交河

县，15506．206两；吴桥县，18619．331两；东光县，14289．293两。

租课租课是对国有或公有土地招民承种，由官府直接收取的地租。清代，各州县租课

分为七类：(一)八项旗租。(二)地租。包括河淤地租、官庄地租、靳官屯减河地租。(三)官

租。包括广恩库租、銮舆卫租、马馆租等。(四)学田租。(五)牧租，包括马厂租等。(六)屯

租，包括屯田水利租。(七)各课。包括黑土课、苇渔课等。上列各项租课，以八项旗租收入

为最多。

清兵人关后，曾三次大规模圈占京畿土地，分赏给入关的王公勋臣及兵丁人等，世为永

业，称为旗地。旗地概免赋役，只准招佃收租，严禁典卖。其后，或因在旗官员犯罪没收田

产，或因旗人交还多余土地，或因旗人私自典卖由官府赎回变为官产。这些地由官府招佃收

租后，分别称为存退租、庄头租、屯庄租、另案租、三次租、四次租、奴典租、公产租，统称八项

旗租。租与赋性质不同，故科则内无地租的规定。清初旧例，每亩一律年收租八分。咸丰三

年(1853年)，以此类地亩杂处于民田之中，经户部奏准，即按四周民田每亩赋额合计数的四

分之一，定为该项地亩的地租，最低的一分，最高的九钱。

清代雍正元年有关州县旗地应征租课银表

州县名 旗地数(顷、亩) 应征租银(两) 扣除纳民粮银(两) 实征租银(两)

献县 5514．81 433．971 433．971

肃宁县 3012．41 457．526 457．526

任丘县 51750．92 7064．728 7064．728

交河县 51180．32 5984．893 5984．983

青县 101691．57 8704．67 8704．67

沧州 98612．19 1615．998 1615．998

南皮县 31268．52 3698．66 3698．66

盐山县 928．49 14．462 14．462

河问县 16357．38 1299．648 0．875 1298．773

光绪三十四年部分州县征收租课银表

单位：银两

州县名 小计 上忙实征银 下忙实征银

青县 9331．88 3769．82 5562．06

沧州 5165．85 3312．91 18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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