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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主要集中在清朝政府对田赋地丁的处理方面。
清代财政基本收入包括田赋地丁、关税、盐课、杂赋等。
在1840年前，虽然田赋地丁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但它始终是清代财政收入的主体，
并且是清政府制定支出政策的直接依据。
在清统治者的眼里，也是只把田赋、地丁两项视为赋税正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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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平，1965年5月生。
湖北省咸丰县人。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货币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经济史和金融理论论文。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科研项目《现代财政金融理论的中国渊源》等多个项目。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6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参与的《本硕连读金融实验班》教改项目，2005年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第二类特色专业《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2007）和国家级教学团队
（2008）《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冈队》项目工作。
2009年9月，参与的教学改革项目《财政金融专业国际性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
2006年11月、2011年11月先后当选海淀区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两届均兼任海淀人大常委会
财经委委员。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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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标 （一）万历原额与军需筹措 （二）国用已足与钱粮蠲免 （三）整顿财政目标不变 （四）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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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赋额变动趋势 一 赋税调整的类型及原则 （一）赋额调整的类型及原则 （二）赋则的调整及其原则 
（三）赋税调整税种举例 二 赋税调整对赋额变动影响的个案分析——清前期直隶正定府田赋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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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半山县 平山县的田赋征课内容包括额内、不在府总和额外三个部分。
 额内部分的结构和变迁，如表3—3A所示，主要是原额一项的递减变化。
此外，只有雍正十年开垦地亩一项，为数极少。
原额征粮地1423顷35亩，共征地粮银19607.54598两。
清初确定赋额时，减除无主荒地22顷47亩4分3厘。
此后，自顺治十一年至康熙三年经过七个年度的七次开垦过荒地12顷40亩3分1厘。
仍有荒地10顷7亩1分1厘。
赋额也在原额的基础上减少138.15594两。
到康熙十年，又奉旨除豁康熙七年水冲沙压老荒地共328顷37亩6分9厘，该年清查出小白行差老荒地折
征粮地45亩4分5厘。
康熙十七年、雍正九年两年开垦荒地共50顷7亩8分。
截至雍正九年为止，仍有水冲沙压老荒地274顷42亩7分8厘，赋额又在康熙三年的基础上减
少3767.51781两。
嘉庆六年，又减除水冲沙压行差地34顷84亩1分6厘，赋额减少477.956两。
至此，实在征粮地只剩1104顷9分3厘，地粮银减少至15223.72732两。
这里还须注意，雍正二年以后，该地区实行了摊丁入地的措施，所以嘉庆六年水冲沙压行差地的减除
，不仅是减少了477.956两的地粮银，而且使得该县摊派在该项地亩上的丁银同时减除。
对总赋额的减少产生了另多一层的影响。
在嘉庆六年以后，该县额内部分已无变化。
从三个阶段的地亩和赋额减除情况看，康熙十年以前减除数最少，所征赋额在康熙三年仅较原额
少138.15594两；康熙十年至雍正九年，减除最多，地亩减少274顷42亩7分8厘，赋额又减除3767.51781
两，赋额较之原额少3905.67357两（包括康熙三年减除荒地赋额138.15594两）；嘉庆六年以后，减除数
额水平居中。
到嘉庆六年之后，地亩便比原额减319顷34亩5厘，地粮银减少了4383.62975两。
原额部分的递减是明显的，而且数额可观。
从地亩和赋额减除的原因看，属于清政权日常赋税调整中最常见的一类，赋额的减少全因荒地和水冲
沙压使得地亩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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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故宫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