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j
一
九

1=1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l

』
九
一
一
)

、-

林
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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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後
，
拾
亂
因
變
繼
之
，
各
省
軍
務
體
總
如
故
，
釐
金
之
作
為
軍
事
時
期
揖
詮
軍
費
的
性
質
，
並
未
改
變
，
追
入
光
緒
初
-
年
，
辦
理
釐
金
已
由
軍
事

時
期
進
入
京
平
時
期
，
故
與
第
一
階
殷
略
有
不
同
。
觀
察
承
平
時
期
的
釐
金
與
湖
南
財
政
的
關
係
，
較
能
顯
示
兩
者
之
常
態
意
義
-
h因
此
在
時
間
上

，
本
文
以
光
緒
宣
統
時
期
〈
一
八
七
五
至
一
九
一
一
〉
為
討
論
範
圍
。
有
關
釐
金
在
清
末
湖
南
省
財
政
收
支
上
的
地
位
、
釐
金
對
湖
甫
省
財
稅
結
構

變
運
的
影
響
，
及
清
末
湖
南
釐
務
成
績
之
商
榷

a
本
文
均
將
一
一
加
以
探
討
。

一
一
、
清
末
湖
南
釐
金
收
支
情
形
試
析

湖
南
釐
金
有
正
式
收
支
報
告
，
始
於
同
治
十
三
年
(
一
八
七
三
〉
九
月
，
奏
報
期
限
亦
與
他
省
相
間
，
每
半
年
一
次
。
故
宮
檔
案
所
存
資
科
自

同
治
十
二
年
起
至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止
(
一
八
七
三
至
一
九

O
八
)
，
共
計
三
十
六
年
，
當
一
統
時
期
則
付
闕
如
。
因
此
以
下
討
論
的
收
支
數
字
僅
包
括

光
緒
一
兀
年
至
卅
四
年
(
一
八
七
五
至-
4丸
。
八
)
，
其
中
光
緒
二
年
(
一
八
七
六
)
、
八
年
(
一
八
八
二
)
、
廿
八
年
(
一
九O
二
)
的
報
告
不
全
.

(
僅
有
半
年
)
，
因
此
略
去
不
予
統
計
。
心

。
。

益
普
車
收
支
數
字
係
根
據
羅
玉
東
「
中
國
聲
金
史
」
中
的
統
計
資
料
。
草
草
銀
折
成
庫
畫
，
是
兌
換
意
一

O
四
、
九
三
比
→

-
0
0
，
即
湘
平
銀
一
O
四
、
九
三
兩
換
庫
平
銀
占
百
兩
，
但
湖
南
釐
金
報
告
中
亦
參
用
市
價
'
，
市
價
為
湘
平
銀
一
O
三
、
六
兩
折
庫
平
銀

-
o
o

兩
。
(
註
六
)
唯
釐
金
報
告
中
並
無
庫
平
銀
興
銅
鎮
或
湘
平
銀
輿
銅
疆
的
折
算
翠
，
羅
民
統
計
數
字
，
，
計
算
以
鋼
鐵
折
成
庫
平
銀
時
，
係
借
用
鄰
省

江
西
的
兌
換
率
(
註
七
〉
。
叉
，
該
書
各
省
釐
金
稅
收
與
開
除
統
計
表
係
由
故
宮
所
藏
釐
金
報
告
計
算
而
得
，
釐
局
所
收
附
加
釐
說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
故
其
實
際
稅
收
必
較
官
芳
報
告
為
多
(
註
八
)
，
但
在
沒
有
更
完
備
的
統
計
資
料
的
情
況
下
，
羅
氏
的
數
字
仍
為
最
充
實
的
資
料
來
頓
，
其
足
以

顯
示
清
代
釐
金
收
入
與
開
餘
的
一
般
越
勢
，
應
無
疑
義
。
誰
因
顧
及
物
價
變
動
對
收
支
實
況
的
影
響
，
討
論
清
末
各
年
釐
金
收
支
時
，
試
將
羅
民
資

料
以
是
年
物
價
指
數
平
誠
，
俾
收
支
數
字
能
顯
示
較
為
符
合
是
年
經
濟
實
況
的
趨
勢
。
本
丈
每
年
物
價
指
數
係
根
攘
王
業
鍵
的
情
代
物
價
指
數
，
由

其
接
利
增
加
寧
推
算
而
得
。
王
氏
估
計
一
六
四
六
年
至
一
九
一
0
年
物
價
指
數
億••



清代物價指數付

樹價指數

、年別
(1682= 100)

1646 688

1682 100

1700 130
1750 200
1800 300
1815 300
1850 150.
1864 500
1875 240
1885 240
1895 360
1910 ·600

『

表一

如
故
以
一
八
六
四
年
為
基
期
，
則
物
價
指
數
為

清代物價指數白

年別
物價指數

(1864'= 100)

1646 137 ，. 6 。

1682 20

, 1700 26

1750 40

1800 60

1815 60

1850 30

1864 100

1875 48

1885 48

1895 72

1910 120

(
註
八
〉

-285一

一
八
六
四
至
一
九
一
0
年
之
間
，
可
按
玉
民
物
價
指
數
分
為
四
期
，
以
種
利
算
法
求
得
各
期
之
物
價
指
數
增
加
率
為••

表二

鐘
金
與
清
末
嘲
兩
省
的
財
敢
(
一
八
七
五

l

一
九
一
一
)



里四清末歷年物價指數

年別
物價指數

(1 864=100)

1864 100

1865 94

1866 88

1867 82

1868 77

1869 72

1870 67

1871 63

1872 59

1873 55

1874 51

1875 48

1876 48

1877 48

1878 48

1879 48

1880 48

18'81 48

1882 .48

1883 48

1884 48

18~5 48

1886 50

1887 52

1888 54

(接下頁)

由
下
列
增
加
率
推
算

八
六
四
至
一
九

0
年
間
每
年
物
價
指
數
如
下
衰

••

一 286一

表三清代物價指數增加率

期 BU
物價指數

增 加率

1864-1875 一0.06455

1875-1885
。

1885-1895 +0.04137

1895-1910 +0.03464

說明:據前表物價指數以下列公式求得。

PO 0+T ) I = P t

log Pt-IogPo=t log(l+T)

loge 1 + T ) = ( log Pt 一 log Po)/ t

l+T=ExP (( log P t 一 log PO )/t >

T=ExP( (Iog P t 一 log Po)/t)

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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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頁)

年別

物價指數

(1864= 100)

1889 56

1890 59

1891 61

1892 64

1893 66

1894 69

1895 72

1896 74

1897 77

1898 80

1899 83

1900 85

1901 88

1902 91

1903 95

1904 98

1905 101

1906 105

1907 108

1908 112

1909 116

1910 120

以
下
間
就
清
末
湘
省
釐
金
收
入
與
開
除
略
加
分
析
。

八
鬥
釐
金
稅
收

成
豐
五
年
(
一
八
五
五
)
湖
南
初
設
釐
局
時
，
徵
課
之
客
體
僅
為
自
用
百
貨
，
是
為
「
百
貨
釐
金
」
'
簡
稽
「
貨
畫
一
」
'
整
年
增
收
「
茶
釐
」

'
光
緒
以
後
，
叉
陸
續
加
設
多
種
釐
金
，
至
宣
統
初
年
，
湖
南
釐
金
計
有
百
貨
釐
金
、
茶
釐
、
茶
釐
加
抽
、
精
聾
加
抽
、
姻
酒
釐
加
抽
、
復
徵
內
地

米
般
釐
金
、
出
口
米
敷
加
抽
、
進
口
雜
糧
麗
金
、
竹
木
釐
金
、
出
，
口
煤
釐
加
抽
等
十
種
，
其
中
有
八
種
設
於
光
緒
二
十
年
以
後
。
(
見
衰
五
〉
洪
楊

亂
後
，
湘
省
墟
茶
讀
金
稅
率
原
為
5
%
左
右
，
到
光
緒
二
十
年
(
一
八
九
四
〉
甲
午
戰
起
，
海
防
肪
務
緊
急
，
戶
部
奏
咨
各
省
籌
款
解
用
，
湖
南
巡

撫
王
文
韶
奏
明
於
百
貨
釐
金
加
抽
二
成
，
附
於
正
釐
抽
收
〈
註
九
)
，
貨
釐
稅
率
乃
增
為
6
%
。
貨
釐
以
外
的
幾
種
釐
金
，
稅
率
較
高
，
如
姻
酒
釐

加
抽
，
稅
率
為
一
O
%
'
茶
釐
為
七
﹒
五
%
'
糖
釐
稅
率
則
與
貨
釐
相
近
，
約
在
六
%
左
右
。
(
註
一

0
)
但
湖
南
釐
金
稅
收
仍
以
貨
釐
占
絕
大
部

份
，
貨
釐
即
釐
金
報
告
中
所
稱
之
「
釐
稅
」
:
'
湖
南
釐
金
自
同
治
十
二
年
起
的
報
告
，
收
入
部
份
僅
列
「
雖
說
」
一
項
，
茶
釐
收
數
自
光
緒
十
六
年

(
一
八
九
0
)
起
始
單
款
列
報
。
貨
聾
的
收
入
，
年
約
一
百
二
、
三
十
萬
兩
，
光
緒
十
五
年
(
一
八
八
九
)
以
後
，
收
數
降
低
，
年
收
一
百
萬
兩
左

右
，
光
緒
二
十
年
加
抽
二
成
後
，
貨
釐
收
數
始
叉
回
升
。
唯
就
光
緒
時
期
兩
一
盲
，
貨
釐
始
終
為
湘
省
聲
金
之
最
大
京
，
除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O

A
〉
外
，
其
餘
每
年
貨
艦
在
全
部
釐
金
兢
碌
中
所
占
比
例
均
在
八
O
%
左
右
(
見
表
六
)
。

種
A
S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
八
七
五
|
一
九
一
一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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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年份

成豐 5(1855)

間治 4( 1865)

光緒20(1894)

威豐 6(1856)

光緒20(1894}

光緒20(1894)

圖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七
期

妻王 清宋湖南省釐金種類費

釐金種類

百貨釐金

協齣

加抽二成

茶釐

茶釐加抽

牆釐加抽

姻酒釐加抽

原加二成

績加三成

復徵內地米殼釐金

-出口米穀加抽

進口雜糧釐金

竹木釐金

出口煤釐加抽

光緒22( 1896)

光緒26(1900)

光緒22(1896)

光緒26(1900)

光緒26(1900)

光緒26(1900)

光緒33(1907)

資料來據:雖經濟學會編，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

歲入郁· L.金類 1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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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末湖南貨釐占釐金融就收百分比賽

W付代
貨釐 聲金融就收

報告所列平誠後占全部釐 報告所列平瀰後

收數(兩)收 數金百分比 收數(兩)，收 數 百分比

同治 12 1 ,437 ,147 26 ,130 99.61 1 ,442 , 748 26 ,232 100

/I 13 1 ,271 ,241 24.,.926 99.56 1 ,276 ,850 25 ,036 100

光緒 1 1,305,671 27 ,201 100.00 1 ,305,671 27 ,201 100

'1 2 一 一

/I 3 1,031 ,438 21 ,488 100.00 1 ,031 ,438 21 ,488 100

1/ 4 967 ,267 20 ,151 96.09 1 ,006 ,561 20 ,970 100

" 5 1,047 ,541 21 ,824 100.00 1,047 ,541 21 ,824 100

'1 6 1 ,274 ,415 26 ,550 100.00 1 , 274 ,415 26;550 100

II 7 1 ,396 ,'626 29 ,096. 100.00 1 ,396 ,626 29 ,096 100

后， 8 一 一 一 一 一

'1 9 1 ,203, 232 25 ， 6δ7 100.00 1 ,203 ,232 25 ,067 100

1/ 10 1 ,228 ,702 25 , 598 100.00 1 ,228 ,702 25 ,598 100

/I 11 1 ,127 ,722 23 ,494 100.00 1 , 127 ,722 23 ,494 100

II 12 1, 263 ,401 25 ,268 100.00 1 ,263 ,401 25 ,268 100

,1 13 .1 ,244 ,721 23 ,937 94.73 1 ,381 ,531 26 ,568 100

" 14 1,238 , 174 22 ,929 98.28 1 ,259 ,810 23 ,330 100
'

" 15 1, 146 ,230 20 ,468 99.19 1 , 155 ,561 20 ,635 100

1/ 16 1;072 ,986 18 , 186 95.09 1 , 128 ,402 19 ,125 100

1/ 17 1 ,009 ,274 16 ,546 95.56 1 ,056 , 126 17 ,314 100

II 18 1 ,080 ,038 16 ,876 95.58 1 , 130 ,019 17 ,657 100

一 289一

費六

鐘
金
與
清
宋
湖
南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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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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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八
七
五
!
一
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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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的 1 , 002 , 193 15 t 185 94.29 1 , 062 ,873 16 , 104 100

" 20 1 , 000 , 639 14 , 502 95.20 1 , 051 , 096 15 , 233 100

" 21 879 , 644 12 , 217 77.53 1 , 134 , 618 15 , 759 100

'I 22 959 , 01l 12 , 960 78.28 1 , 225 , 161 16 , 556 100

II 23 1 , 01l,812 12 , 998 79.24 1 , 276 , 816 16 , 582 100

II 24 1 , 120 , 532 14 , 007 78.78 1 , 422 , 408 17 , 780 100

秒 25 1 , 025 , 293 12 , 353 79.70 1 , 286 , 506 15 , 500 100

II 26 1 , 139), 427 13 , 405 79.95 1 , 425 t 222 16 , 767 100

II 27 1 , 082 , 806 12 , 305 80.09 1 , .:>52 , 942 15 t 374 100

" 28 L 一

II 29 1 , 124 , 120 11 , 833 80.62 1 , 394 t 356 14 , 677 100

" 30 1 , 053 , 876 10 , 754 80.85 1 , 303 , 430 13 , 300 100

" 31 1 , 058 , 506 10 , 480 81. 60 1 , 29} t 165 12 , 843 100

II 32 1 , 073 , 007 1O, :H9 81.88 1 , 310 , 409 12 , 480 100

II 33 1 ,095 , 576 10 , 144 81.97 1 , 336 , 578 12 , 37 (,) 100

II 34 601 , 557 5 , 371 44.18 1 , 361 t 621 12 t 157 100

資料來草草:最玉束，中國貨金央PP. 548 - 549 ，第六十七衰。

明:<I>先緒二年、八年做下半年收數，光緒二十八年做上半年收數，本袁木計其收

數及百分比。

說

@光緒二十年以前，釐金稅收報告僅列貨釐與茶釐'而茶蒼白光緒十六年始單

款列報，故光緒二十年以前之百分比較不能顯示貸釐在釐金，直稅收中的確切

八

比例，但光緒二十年以後釐金新說相繼繪殼，貨釐仍經常占釐金總收入之

一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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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觀
之
，
清
末
湖
南
釐
金
收
數
俱
在
一
百
萬
兩
至
一
百
四
十
五
萬
兩
之
間
。
就
釐
金
報
告
中
湖
南
釐
金
稅
收
數
字
的
增
瀰
趨
勢
言
，
同
光
之

際
，
是
湖
南
釐
金
由
收
數
較
高
(
一
四
五
萬
兩
至
三
二

0
萬
兩
〉
轉
入
收
數
較
低
(
一
0
0
萬
兩
左
右
)
的
時
期
，
光
緒
六
年
至
十
四
年
(
一
八
八

0
至
一
八
八
八
)
復
略
增
，
約
一
百
二
十
萬
兩
，
十
五
至
廿
一
年
(
一
八
八
九
至
一
八
九
六
)
略
降
，
約
一
百
一
十
萬
兩
，
廿
二
年
以
後
叉
增
至
一

百
二
十
萬
兩
以
上
，
此
後
各
年
收
數
均
在
一
百
三
十
萬
兩
上
下
(
註
一
一
)
。

實
際
上
，
光
緒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
以
後
，
物
價
不
斷
←
器
(
註
三
一
)
，
因
此
光
緒
最
後
十
年
湖
南
釐
金
收
數
的
回
升
並
不
能
表
示
清
末

湖
南
釐
務
的
實
質
成
效
。
按

3
晚
清
辦
釐
各
省

a
以
江
蘇
、
漸

E

、
福
建
、
湖
北
、
湖
南
、
廣
東
、
江
西
七
省
為
全
國
釐
金
收
入
的
主
要
省
份
(
註

三
一
)
，
而
江
蘇
釐
金
收
數
尤
為
全
國
之
冠
，
計
自
同
治
八
年
至
光
緒
二
十
年
(
一
八
六
九
至
一
八
九
四
)
，
除
光
緒
三
年
與
九
年
稍
低
外
，
江
蘇

各
年
釐
金
收
數
俱
在
二
百
萬
兩
以
土
，
自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至
三
十
四
年
止
(
一
八
九
五
|
一
九

O
八
)
，
各
年
收
數
多
在
三
百
五
十
萬
兩
以
上
(
註

一
四
)
。
次
於
江
蘇
的
省
份
是
漸
江
與
福
建
，
其
釐
金
收
數
俱
在
二
百
萬
兩
上
下
。
湖
南
省
釐
金
稅
收
次
於
蘇
、
漸
、
間
，
而
與
湖
北
省
在
伯
仲
之

間
。
蘇
漸
闆
皆
在
沿
海
商
業
發
達
之
區
，
故
其
釐
金
總
收
數
遠
在
內
陸
省
份
的
湖
南
之
上
。
清
代
釐
金
由
臨
時
性
的
籌
齣
方
法
演
變
為
遍
行
全
國
的

新
稅
，
制
度
上
始
終
缺
乏
有
系
統
的
規
劃
'
因
此
洪
楊
之
亂
斯
間
，
各
省
各
自
為
政
的
情
形
極
為
顯
著
，
而
防
弊
之
法
，
清
廷
亦
無
力
由
制
度
上
作

根
本
的
改
善
，
致
創
行
初
期
，
各
地
侵
蝕
中
飽
及
濫
設
局
卡
之
弊
時
有
所
聞
，
釐
金
弊
端
幾
齡
無
省
無
之
，
湖
南
自
亦
不
能
無
弊
。
但
攘
清
末
湖
南

岳
州
海
關
幫
辦
自

.

.
n﹒
出
g
m
g
D

稱
，
湖
南
是
全
國
釐
務
中
最
不
背
索
的
一
省
(
註
一
四
)
;
戶
∞
﹒
竄
。
峙
的
。
亦
指
出
，
在
釐
金
苛
擾
之
弊
普

濁
嚴
重
的
晚
清
各
省
，
湖
南
是
「
例
外
」
的
省
份
(
註
一
五
)
。
羅
玉
東
亦
認
為

••

「
清
代
各
省
辦
理
釐
務
，
其
弊
端
最
少
者
為
湖
南
一
省
。
」
(

註
一
六
)
似
乎
湖
南
辦
釐
成
敷
遠
在
其
他
各
省
之
上
。
湖
南
僻
處
內
地
，
並
非
商
賈
輻
轅
之
臣
，
辦
釐
初
期
能
「
數
年
之
間
積
成
巨
款
」
(
註
一
七

)
，
釐
金
收
數
暢
旺
，
足
見
湖
南
是
有
其
發
展
潛
力
的
。
但
光
緒
二
十
年
(
一
八
九
四
〉
繼
貨
釐
加
抽
二
成
後
，
茶
釐
、
糖
釐
、
個
酒
釐
亦
先
後
加

抽
二
、
三
成
不
等
，
湖
南
釐
金
總
稅
收
並
未
因
加
稅
而
有
顯
著
的
增
加
，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
一
九

0
。
)
以
後
，
其
稅
收
指
數
且
星
不
斷
下
跌
的
趨

勢
(
見
表
七
)
。
而
同
時
期
的
江
蘇
釐
金
則
有
增
有
輛
，
經
常
維
持
同
光
之
際
的
水
平
(
見
表
八
)
。
懿
以
光
緒
元
年
(
一
八
七
五
)
為
基
期
，
看

湖
南
、
江
蘇
、
漸
江
、
福
建
四
省
釐
金
收
入
指
數
的
升
降
趨
勢
，
湖
南
除
光
緒
七
年
(
一
八
八
一
〉
以
外
，
光
緒
朝
其
餘
各
年
收
入
指
數
俱
在
一
八

七
五
年
之
下
，
大
致
以
光
緒
十
五
年
(
一
八
八
九
〉
為
界
，
分
為
前
後
兩
期
，
顯
見
其
後
期
釐
金
稅
收
在
不
斷
擴
少
，
前
期
雖
增
棋
不
定
，
但
顯
然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
一
九
一
一
)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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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湖南省歷年釐金說皈總數與指數衰， 1873 -- 1908

》手里每 羅著「中國釐金史j 以物價指數 指
數

所錄稅收總數(兩〉 平誠後稅收數 (1875年=100)

岡治 12(1873) 1 ,442 ,748 26 , 23 1. 78 96

1/ 13(1874) 1 , 276 , 850 25 , 036.27 92

光緒 1( 1875) 1 , 305 , 671 27 , 201. 47 100

II 2(1876) 一

II 3(1 877) 1 , 031 , 438 21 , 488.29 78

II 4( 1878) 1 , 0,06 , 561 20,, 970.02 77

II 5(1879) 1 , 047 , 501 21 , 822.93 80

II 6(1880) 1 , 274 , 415 26 , 550.31 97

II 7(1881) 1 , 396 , 626 29 ,096.37 106

II 8(1882) 一.
4 9( 1883) 1 , 203,232 25 , 067.33 92

II IO( 1884) 1 , 228 , 702 25 , 597.95 94

。 1 1( 1885) 1 , 127 , 722 23 ,494.20 86

II 12( 1886) 1 ， 2 高3 ， 401 25 , 268.02 92

II 13( 1887) 1 , 381 , 531 26 , 567.90 97

II 14( 1888) 1 , 259 , 810 23 , 329.81 85

II 15( 1889) 1 , 155 , 561 20 , 635.01 75

以 16(1890) 1 , 128 , 402 19 , 125.45 70

II 17 ( 1891) 1 , 056 , 126 17 ,313.54 63

II 18(1 892) 1 , 130 , 019 17 , 656.54 64

-292-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失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七
期

O



/ '

5916 , 104.131 , 062 , 87319 (1 893)光緒

5615 , 233.27

15 , 758.58 571 ,134 , 61821(1895)II

6016 ,556.221 , 225 , 16122(1896)II

6016 , 582.021 , 276 ,816 123(1897)II

6517 , 780.101 , 422 ,40824( 1898)If

5615 , 500.071 , 286 , 50625(1899)1/

6116 , 767.311 , 425 , 22226(1900)II

5615 , 374.341 , 352 ,94227(190 1)4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致
〈
一
八
七
五
!
一
九
一
一
)

1 , 051 ,09620 (1 894)1/

28(1902)1/

5314 ,677.431 , 394 , 35629~1903)II

4813 , 300.301 , 303 , 43030 (1 904)1/

4712 ,843.211 , 297 , 16531 (1 905)II

4512 ,480.081 , 310 ,40932( 1906)II

4512 , 375.721 , 3 ,36 , 57833(1907)II

4412 , 157.331 , 361 , 62134( 1908)II

資料來源:讓羅玉東L 中國釐金史1 頁 549，第六十七表L 湖南省歷年釐金收入各項總數1

製。

明:(D本表第二欄係以羅著L 中國釐金史1 歷年稅收總數除是年的物價指數算出，

@光緒二年、八年釐金報告缺下半年收數，光緒廿八年缺上半年收數，資料不

全，本表不予統計。

一29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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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歷年釐金稅收總數與指數衰， 1873 -..., 1908

?于空運
羅著「中國釐金史」以物價指數 指數，

所錄稅收總數(兩)平誠後稅收數 ( 1875年=100)

同治] 2( 1873) 2 , 626 , 838 47 , 760.69 114

II "13 ( 1874) 2 , 365 , 811 46 , 388.45 III

光緒 1(1875) 2 , 014 ,‘ 016 41 , 958.67 100

II 2(1876) 2 , 180 , 699 45 , 431.23 108

II 3 (1 877) 1 , 929 , 082 40 , 189.21 96

II 4(1878) 2 , 262 , 084 4 7-, 126.75 112

。 5(1879) 2 , 432 , 395 50 , 674.90 121

1/ 6 (1 880) 2 , 331 , 950 48 , 582.29 116

。
7 (1 88 1) 2 , 341 , 296 48 , 777.00 116

1/ 8 (1 882) 2 , 175 , 104 45 , 314.67 108

1/ 9( 1883) 1 , 982 , 612 41 , 304.42 98

II 10( 1884) 2 , 164 , 776 45 , 099.50 、 107

。
11 (1 885) 2 , 143 , 653 44 , 659 ‘ 44 106

II 12(1886) 2 , 070 , 949 41 , 418.98 99

II 13 (1 887) 2 , 505 , 574 48 , 184.12 115

υ14(1888) 2 , 412 , 240 44 , 67 1. 11 106

1/ 15(1889) 2 , 374 , 855 42 , 408.13 101

。
16(1890) 2 , 450 , 516 4 1, 534.17 99

。
17(1891) 2 , 388 , 272 39 , 152.00 9~

。
18(1892) 2 , 371 , 288 37 , 05 1. 38 88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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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的(18.93) I 2 , 412 , 675 36 , 555.68 87

秒 20(1894) 2 , 690 , 006 38;985.59 93
釐

金

" 21( 1895) 3 , 564 , 896 49 , 512.44 118
與
清

末 " 22(1896) 3 , 373 , 719 45 , 590.80 109
湖

南

23( 1897) 3 , 123 , 204 40 , 561. 09 97省
H

J 的

財

"
24(1898) 1 , 870 , 082 23 , 376.03 56

敢
r蘭、

" 25( 1899) 1 , 022 , 402 12 , 318.10 29
i\.

七 26(1900)五 H 3 , 412 , 082 40 , 142.14 96

- 27(190 1)九 " 3 , 723 , 516 42 , 312.68 101
一

一 28(1902) 3 , 588 , 468、-' " 39 , 433.71 94

" 29(1903) 3 , 757 , 478 39 , 552.40 94

" 30(1904) 3 , 626 , 051 37 , 000.52 88

" 31 (1 905) 3 , 755·,910 37 , 187.23 88

" 32(1906) 2 , 711 , 572 25 , 824.50 62

" 33( 1907) 3 , 539 , 161 32 , 770.01 78

、 34(1908) 3 , 877 , 046 34 , 616.48 83
"

資料來源:攘羅玉東 L 中國麓金史 1 頁 487，第十三表 L 江蘇省歷年釐金收入各項總數 1

製。

說 明‘:本表第二攔係、以羅氏所計歷年說收數除是年物價指數算出，物價指數表詳見本文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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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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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
後
期
的
成
黨
可
觀
(
見
圖
一
〉
。
漸
江
釐
金
稅
收
指
數
的
增
誠
趨
勢
大
致
與
湖
南
相
蝕
，
但
光
嗎
後
期
運
漸
擴
少
的
情
形
較
湖
南
略
輕
(
見
衰
九

)
。
福
建
釐
金
稅
收
的
增
誠
幅
度
甚
大
，
同
光
之
際
不
斷
增
加
，
光
緒
初
年
的
上
升
幅
度
幾
與
江
蘇
地
縛
，
至
光
緒
七
年
(
一
八
八
一
〉
達
到
最
高

盔
，
但
光
緒
中
葉
以
後
，
其
釐
金
稅
收
指
數
不
斷
急
還
下
跌
，
至
光
緒
卅
三
年
(
一
九

O
七
)
，
其
聲
金
稅
收
僅
及
光
緒
七
年
的
一
國
﹒
五
%
(
見

表
十
)
。
因
此
湘
、
蘇
、
斬
、
閩
四
省
的
釐
金
稅
收
，
以
閩
省
的
變
化
最
大
，
就
光
緒
後
期
的
成
績
觀
之
，
福
建
且
遠
不
及
湘
省
。
(
見
聞
二
)
江

蘇
釐
金
除
甲
午
戰
後
數
年
有
急
遲
誠
少
的
現
象
外
，
光
緒
時
期
大
致
維
持
輝
慢
增
加
的
趨
勢
，
光
緒
十
五
年
以
後
，
湘
、
漸
、
閩
釐
金
稅
收
指
數
普

遍
降
低
，
江
蘇
省
釐
金
卸
有
顯
著
的
增
加
，
其
指
數
一
度
上
升
至
一
一
八
(
光
緒
廿
一
年
)
，
與
光
緒
五
年
釐
金
皈
數
最
高
時
相
較
，
並
不
遜
色
。

(
見
衰
八
興
闡
二
)
可
見
就
光
緒
後
期
的
辦
釐
成
效
而
言
，
湖
南
未
必
勝
於
江
蘇
。
而
就
晚
清
湖
南
釐
務
的
成
績
觀
之
，
光
緒
時
期
則
遠
不
如
成
同

時
期
，
光
緒
卅
三
年
(
一
九

O
七
)
湘
撫
學
春
冀
的
整
頓
釐
金
，
適
足
反
映
光
緒
後
期
湖
南
釐
金
弊
端
的
嚴
重
，
所
謂
「
湖
南
例
外
」
'
似
乎
值
得

懷
疑
。
辱
，
氏
以
湘
省
釐
局
徵
收
人
員
，
或
任
用
私
人
，
或
徵
多
報
少
，
威
將
經
手
釐
款
延
不
報
懼
，
侵
挪
中
飽
，
於
是
決
意
釐
剔
積
弊
以
增
加
釐
金

稅
收
。
釐
弊
的
﹒
方
法
除
故
定
比
較
章
程
、
嚴
參
作
弊
局
負
依
法
懲
辦
外
，
主
要
措
施
為
廢
止
官
紳
兼
用
的
委
任
制
度
而
悉
用
委
員
(
註
一
八
)
，
攘

湖
南
省
財
政
說
明
書
載
，
湘
省
釐
金
由
於
學
氏
此
番
整
頓
，
翠
年
(
光
緒
卅
四
年
〉
收
數
大
增
，
盈
收
五
十
萬
緝
餘
(
註
一
九
)
。
證
之
本
文
圖
一

湖
南
釐
金
稅
收
指
數
增
滅
之
分
析
，
息
，
民
整
頓
湘
釐
收
效
的
顯
著
與
否
，
俏
值
得
商
榷
，
但
光
緒
卅
三
年
學
撫
的
整
飾
釐
務
說
明
了
光
緒
後
期
湘
釐

誠
少
，
弊
端
嚴
重
的
現
象
，
則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事
實
。

H
W釐
金
開
除

湖
南
省
釐
金
開
除
，
聽
羅
玉
東
分
類
，
共
有
十
一
項

••

@
解
戶
部
款
，
@
國
家
行
政
費
，
@
皇
室
耳
費
，
@
鐵
路
經
費
，
@
歸
還
外
債
，
@
賠
款

，
@
協
款
，
@
水
師
軍
費
，
@
本
省
軍
費
，
@
本
省
行
政
費
，
@
解
蕃
庫
款
，
前
五
項
屬
於
國
家
用
款
，
第
十
積
為
本
省
用
款
，
第
十
一
項
的
解
藩

庫
款
，
羅
民
歸
為
用
途
不
詳
款
。
上
述
十
一
項
開
除
之
下
叉
分
別
包
括
若
干
項
目
，
茲
列
表
於

τ
f
J
t
:

甲
、
國
家
用
款

••

@
解
戶
部
款
|
京
飾
、
東
北
邊
防
經
費

@
國
家
行
政
費
!
備
荒
經
費
、
內
務
府
經
費
、
其
他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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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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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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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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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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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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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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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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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
4
3

、J

事

萬

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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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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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漸江省歷年釐金稅收總數與指數衰， 1873 --1907

去手里每
羅著「中國釐金史」 以物價指數指數

所錄稅收總數(兩) 平誠後稅收數 0875年 =100)

同治 12(1873) 2 , 090 , 290 38 , 005.27 89

用/ 13(1874) 2 , 123 , 540 4 1, 638.04 98

光緒1(1875) 2 , 048 , 697 42 , 681. 19 100

" 2(1876) 2 , 195 , 013 45 , 729.44 107

H 3 (1 877) 1 , 756 , 133 36 , 586.10 86

" . 4( 1878) 1 , 735 , 028 36 , 146.42 85

"
5 (1 879) 2 , 003 , 886 41 , 747.63 98

II 6(1880) 2 , 272 , 743 47 , 348.81 97

" 7( 188 1) 2 , 032 , 974 42 , 353.63 99

II 8( 1882) 2 , 587 , 517 53 , 906.60 126

" 9(1883) 1 , 598 , 502 33 , 302.13 78

" 10(1884) 1， 831 ， 2 了 5 38 , 15 1. 56 89

" 11 (1885) 1, 908 , 115 39 , 752.40 93
J

" 12 ,( 1886) 1 ， 8~3 ， 943 37 , 878.86 89

" 13( 1887) 1, 871 , 823 35 , 996.60 84

、

II 14 ( 1888) 1 , 730 , 901 32 , 053.72 75

秒 15 (1 889) 2 , 151 , 121 38 , 412.88 90

II 16 ( 1890) 1 , 837 , 086' 31 , 137.05 73

II 17( 189 1) 2 , 059 , 106 33 , 755.84 79

II 18( 1892) 1 , 921 , 482 30 , 023.16 70

-298-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七
期

~

/、



光緒 19(1893) 1 , 868 , 848 28 , 315.88 66

釐
E

I' 20( 1894) 1 , 987 , 837 28 , 809.23 68

金

" 21(1895) 32 , 801. 60與 2 , 361 , 715 77
清

末 II 22 (1 896) 2 , 093 , 284 28 , 287.62 66
湖

南

II 23( 1897)省 2 , 203 , 762 28 , 620.29 67
的

財

" 24(1898) 2 , 250 , 451 28 , 130.64 66
政
r﹒、

八
I' 25( 1899) 2 , 311 , 000 27 , 843.37 65

七
五 I' 26( 1900) 2 , 046 , 215 24 , 073.12 56
一
九

" 27 (1 90 1) 2 , 160 , 720 24 , 553.63 58

、J .11 28(1902) 2 , 107 , 151 23 , 155.51 54

" 29( 1903) 2 , 151 , 140 22 , 643.58 53

" 30(1904) 2 , 195 , 129 22 , 399.28 52

" 31 (1 905) 2 , 191 , 968 21 , 702.65 51

I' 32(1906) 2 , 175 , 315 20 , 717.29 49

" 33(1907) 2 , 247 , 889 20 , 813.79 49

資料來源:讓羅玉東L 中國麓金史1 頁 509，第三十二表 L 斯江省歷年釐金收入各項總

數 1 製。

說 明..本表第二欄係以羅氏所計歷年釐金被收數除是年的物價指數算出，﹒物價指數表

詳見本文表四。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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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福建省歷年釐金稅收總數與指數囊， 1864 -- 1907

》哼嚀 羅著「中國釐金史」 以物價指數 指數

所錄稅收總數(兩〉 平誠後稅收數 (1875年三100)

同治 3(1864) 1 , 115 , 229 11 , 152.29 25

fJ 4( 1865) 2)"024 , 401 21 , 536.18 49

作 5(1866) 2 , 163 , 645 24 ,"586.88 56

I' 6( 1867) 1 , 907 , 034 23 , 256.51 53

H 7(1868) 2 , 120 ,200 27 , 535.06 63

I' 8 (1 869) 1 , 939 , 271 26 , 934.32 61

I' 9( 1870) 1 , 858 , 891 27 , 744.64 63

秒 10(187 1) 1 , 876 , 597 29 , 787.25 68

fJ 11(1872) 1 , 945 , 796 32 , 979.59 75

fJ 12 (1 873) 2 , 199 , 983 39 , 999.69 91

II 13 ( 1874) 2 , 155 , 688 42 , 268.39 96
f

43 , 863.58光緒I( 1875) 2 , 105 , 452 100

II 2( 1876) 2 , 277 , 675 47 , 45 1. 56 108

II 3( 187 7) 2 , 449 , 898 51, 039. 54 106

II 4 (1878) 2 , 455 , 034 51 , 146.54 117

" 5 (1879) 2 , 253 , 742 46 , 952.96 107

H 6(1880) 2 , 222 , 053 46 , 292.77 106

" 7(L88 1) 2 , 472 , 720 51, 515.00 117

I' 8CI 882) 2 , 221 , 844 46 , 288.42 106

H 9CI883) 1 , 973 , 189 41, 108.10 94

" 10 (1 884) 1 , 926 , 455 40 , 134.48 92

" 11(1885) 2 , 053 , 133 42 , 773.6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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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12(1886) 2 , 189 ,.1 43 4'3 , 782.86 100

" 13( 1887) 2 , 039 , 407 39 , 219.37 89
釐

金 " 14( 1888) 1, 189 , 671 22 , 030.94 50
與
清 " 15( 1889) 1 , 756 , 993 31 , 374.88 72末
湖

" 16( 1890) 1 , 724 , 686 29 , 231. 97 67南

省
的 " 17 (189 1) 1 , 928 , 674 31 , 617.61 72
財政

" 18( 1892) 2 , 080 , 428 32 , 506.69 74r、

i\ " 19( 1893) 2 , 089 , 835 31 , 664.17 71
七
五

" 20(1894) 1 , 587 , 760 23 , 01 1. 01 52
一
九

" 21C 1895) 2 ， 019~961 28 , 055.01 64

'-" I ,, 22 (1 896) 1 , 923 , 573 25 , 994.23 59

" 23( 1897) 1 , 827 , 185 23 , 729.68 54

" 24( 1898) 1 , 603 , 443 20 , 043.04 46

" 25( 1899) 1 ,7 30 , 793 20 , 852.93 48

作 26(1900) 1, 380 , 382 16 , 239.79 37

" 27( 1901) 1 , 029 , 971 11 , 704.22 27

" 28( 1902) 1, 399 , 792 15 , 382.33 35

" 29( 1903) 782 , 943 8 , 241.51 19

" 30( 1904) 793 , 695 8 , 098.93 18

" 31C 1905) 915 , 826 9 , 067.58 21

" 32(1906) 9~6 ， 266 9 , 012.06 21

" 33( 1907) 790 , 907 7 , 323.21 17

九
資料來源:搜羅玉東 L 中國釐金史 1 PP. 562-3 第七十七表 L 搞建省歷年釐金收入各項

總數 1 製。

說 明:本表第二楠係將羅著 L 中國釐金史 1歷年稅收總數除以是年的物價指數算出，物

價指數表詳見本文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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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
室
用
費
l
萬
年
吉
地
工
程
費
、
惠
慶
幸
酸
工
程
費

@
鐵
路
經
費

@
歸
還
外
債

l
英
德
借
款
、
俄
法
借
款

@
賠
款
l
伊
聾
償
款
、
庚
子
賠
款
，

@
協
款
l
湖
北
墟
道
巡
江
經
費
、
雲
南
靜
營
兵
飾
、
山
西
協
飾
、
南
洋
鯨
營
兵
飾
、
馬
蘭
鎮
添
建
營
房
經
費
、
吉
林
練
帥
、
洞
南
鯨
營
兵
帥
、

塔
爾
巴
哈
台
專
飾
、
各
省
協
筒
、
貴
州
黑
鋁
折
價

@
水
師
軍
費
!
長
江
水
師
軍
費
、
本
省
水
師
軍
費

@
本
省
軍
費
!
解
善
後
局
款
、
本
省
各
屬
標
練
飾

乙
、
.
本
省
用
款•.

本
省
行
政
費

l
釐
局
經
費
、
其
他
開
支

閥
、
用
途
不
詳
款

••

傳
單
憎
庫
款
!
木
植
經
費
、
提
存
節
省
銀
、
其
他
開
支
(
註
二

O
f〉

光
宣
時
期
湖
南
釐
金
的
關
除
，
以
國
家
用
款
中
的
「
本
省
軍
費
」
居
首
位
，
「
.
本
省
行
政
費
」
次
之
，
「
水
師
軍
費
」
叉
次
之
。
本
省
軍
費
在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一
八
九
五
〉
以
前
，
約
占
開
除
總
數
的
六
O
%
，
本
省
行
政
費
占
開
除
總
數
一
二
%
左
右
，
水
師
經
費
平
均
計
之
，
約
占
全
部
開

除
的
一
O
%
。
「
解
戶
部
款
」
亦
經
常
維
持
百
分
之
十
上
下
的
比
例
，
但
平
均
計
之
，
仍
不
及
水
師
經
費
多
。
其
歷
年
各
項
開
除
百
分
比
詳
見
表
十

從
釐
金
支
出
的
本
省
軍
費
大
部
份
撥
安
「
善
後
局
」
'
由
該
局
轉
支
湘
省
軍
用
，
僅
有
一
小
部
份
省
內
練
齣
係
由
釐
局
支
付
。
其
額
數
最
初
數

年
為
一
百
萬
餘
兩
，
光
緒
三
年
以
後
誠
至
七
、
八
十
萬
兩
〈
註
一
一
一
)
。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以
後
，
「
本
省
軍
費
」
在
全
部
釐
金
開
除
中
所
占
比
例
略

棋
，
但
實
數
並
未
誠
少
，
每
年
仍
有
六
、
七
十
萬
兩
。
「
本
省
軍
費
」
在
各
項
開
除
中
所
占
百
分
比
降
低
，
係
由
於
甲
午
戰
後
湘
省
必
喝
酒
負
擔
外
債

，
湖
南
釐
金
用
於
歸
還
外
償
的
款
項
，
自
光
緒
二
十
三
年
起
付
，
所
負
外
債
有
英
德
借
款
與
俄
法
借
款
，
兩
款
合
付
，
每
年
常
解
數
為
一
八
六
、
三

釐
金
與
清
末
概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r

一
九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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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七
期

/

一
五
兩
(
註
二
二
)
，
占
全
部
釐
金
開
除
的
百
分
之
十
二
至
十
四
，
因
此
光
轄
二
十
二
年
以
後
湘
省
「
本
省
軍
費
」
在
釐
金
融
支
出
的
比
倒
略
降
。

此
外
，
庚
子
之
役
後
，
湖
南
釐
金
叉
增
加
「
賠
款
」
的
開
除
，
此
項
由
釐
金
支
出
的
庚
子
賠
款
，
係
自
光
緒
二
十
八
年
(
一
九

O
二
)
起
解
?
每
年

解
十
六
萬
兩
，
對
本
省
軍
費
在
開
除
總
數
中
所
古
百
分
比
的
誠
少
亦
不
無
影
響
。
屬
於
國
家
用
款
的
「
水
師
軍
費
」
興
「
解
戶
都
款
」
的
百
分
比
自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以
後
亦
因
增
加
「
歸
還
外
債
心
與
「
賠
款
」
兩
一
項
開
除
而
誠
少
(
見
表
十
一
〉
，
凡
此
均
可
略
窺
甲
午
戰
學
與
庚
子
之
役
對
清
末
財

務
分
配
的
影
響
。
唯
整
體
觀
之
，
湘
省
釐
金
歷
年
各
項
開
除
，
因
大
都
能
解
足
規
定
額
數
(
註
二
三
)
，
故
其
百
分
比
之
長
期
趨
勢
大
體
相
當
平
稽
。

湖
南
釐
金
開
除
，
如
依
用
途
之
性
質
分
類
，
可
歸
納
為
解
中
央
款
、
經
濟
用
款
、
軍
事
用
款
可
行
政
用
款
、
用
途
不
詳
款
五
大
類
，
絃
將
解
戶

部
款
、
國
家
行
敢
費
、
皇
室
用
費
、
歸
還
外
債
、
賠
款
、
協
款
等
六
項
開
除
劃
為
「
解
中
央
款
」
'
鐵
路
經
費
列
為
「
經
濟
用
款
」
'
水
師
經
費
與

本
省
軍
費
列
為
「
軍
事
用
款
」
，
本
省
行
敢
費
列
為
「
行
政
用
款
」
'
解
藩
庫
款
列
為
「
用
途
不
詳
款
」
'
統
計
此
五
大
類
開
除
歷
年
之
百
分
比
，

製
為
表
十
二
。
「
軍
事
用
款
」
自
同
治
十
二
年
至
光
緒
卅
四
年
始
終
古
全
部
開
除
的
絕
大
多
數
，
「
解
中
央
款
』
雖
包
括
六
項
開
餘
，
但
其
總
百
分

比
大
都
在
開
除
總
數
的
二O
%
以
下
，
遠
較
軍
事
用
款
為
少
。
就
表
十
二
的
資
料
觀
之
，
釐
金
用
於
軍
費
的
開
支
拭
同
治
末
年
至
光
緒
初
年
所
占
百

分
比
最
大
，
光
緒
一
兀
年
(
一
八
七
五
)
且
高
達
百
分
之
九

O

﹒
六
六
，
光
緒
初
年
以
後
略
誠
，
但
仍
始
終
維
持
百
分
之
六
十
至
七
十
的
比
例
，
可
見

洪
楊
亂
後
，
釐
金
仍
是
揖
注
軍
費
的
大
宗
，
並
未
因
太
平
軍
戰
事
的
結
束
而
有
所
改
變
。
與
軍
事
用
款
比
例
略
誠
相
應
的
現
象
是
，
解
中
央
款
自
同

光
之
際
以
後
星
緩
慢
增
加
的
趨
勢
。
(
見
表
十
二
)
行
政
用
款
幾
乎
皆
用
於
湘
省
釐
局
經
費
(
註
二
四
)
，
光
緒
初
年
以
後
，
其
百
分
比
經
常
為
一

O
%

，
不
及
本
省
軍
費
的
五
分
之
一
。
至
於
鐵
路
經
費
，
則
始
終
僅
古
湘
省
釐
金
開
除
的
百
分
之
一
至
百
分
之
二
，
釐
金
稅
收
在
情
未
經
濟
建
設
上

缺
乏
積
極
作
用
，
由
此
可
見
一
斑
。

光
緒
朝
湘
省
釐
金
開
除
總
數
與
收
入
總
數
相
較
，
除
去
光
緒
二
年
、
八
年
、
二
十
八
年
三
年
因
收
支
報
告
不
全
不
于
統
計
，
盈
餘
的
有
十
七
年

，
不
敷
的
有
十
四
年
。
盈
餘
之
數
最
高
達
五
唷
七
千
九
百
七
十
二
兩
〈
光
緒
十
四
年
)
，
不
數
之
數
最
高
違
七
萬
九
千
三
百
三
十
五
兩
(
光
緒
十
七

年
)
。
(
註
二
五
〉
收
支
的
出
入
頗
大
，
並
無
一
種
常
態
，
唯
仍
可
看
出
光
緒
後
期
釐
金
收
入
不
敷
開
除
的
情
況
較
前
期
嚴
重
，
甲
午
戰
後
接
二
連

三
的
軍
事
問
題
導
致
的
財
敢
危
機
，
使
清
末
財
敢
困
難
並
不
亞
於
太
平
天
國
時
期
，
由
此
不
難
略
見
模
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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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1908

項 解 國 皇 鐵 歸 賠 協 水 本 本 解 d口~

年 目 戶
家

室 路 還 師 省
省 藩

fi fi

~Ij~
部 政 用 經 外 經 軍

政
庫

款 費 費 費 積 款 款 費 費 費 款 計

同治 12(1873) 2.12 3.53 8.68 80.69 4.97 100

1/ 13(1盯4) 2.40 3.99 9.81 80.77 3.03 1∞

情緒 1(1875) 2.認 3.75 0.11 9·22 81.44 3.20 0.03 1ω

" 2(1876)

" 3(187η 7.66 1.2 11.76 75.93 3.06 O_ !7 100

" 4(1878) 13.96 4,79 12.挖 65.37 3.16 100

你 5(18'79) 4.84 2.86 2.90 之97 11.88 71.89 2.66 100

" 6(1齡的 10. 3J 0.76 2.05 7.30 68.65 9AO 1.54 100

tt 7(1甜月 9.62 2.96 2.21 11.40 55.的 12.15 2.07 1ω

" 8(18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9(1飽@ 13.58 3.59 1.99 9.81 54.71 14.26 2.06 100

" 10(1884) 9.55 0,25 7.48 10.20 56.& 13.88 2,56 100

" 11(1885) 10.10 0.92 11.27 57.17 13.45 7.ω 100

tt 12(18品) 10.30 9.73 64.81 12.18 2.98 100

" 13(1部η 9.06 8.56 67.17 12. !7 2:84 100

tt 14(18組) 10.82 10.22 62.28 12.92 3.12 100

" 15(1甜的 10.78 0.63 0.34 10.18 63.85 11.73 3.11 100

ti 16(1890) 12.03 11.~ 60.11 12.73 3.76 100

tt 17(1個1) 11.45 1.14 2.64 0.51 10.81 ~8.61 11.53 3.31 100

" 18(1的2) 11.57 1.34 10.93 58.59 12.87 3.62 1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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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第
七
期

光緒19(1893)
4

時.9410.46 1.24 1.43 11.67 14.69 3.57 100

II 20(1894) 11.68 2.43 1.35 11.03 58.71 11ι2 3.37 100

" 21(1895) 11.93 1.48 1.38 11.27 51.88 13.28 8.78 1ω

II 22(1896) 10.48 1.22 1.21 11.76 9.90 46.90 15.50 3.03 1ω

" 23(189η 9.97 1.16 1.15 14.41 9.42 47A7 13.54 2.88 1ω

" 24( 1898) 9.23 1.14 1.06 13.22 8.72 51.11 12.63 2.89 100

" 25(1899) 10.80 1.12 1.11 13.77 9.08 49.73 11.60 2.78 1ω

秒 26(19帥) 9.94 1.10 1.02 12.個 8.36 52.59 11.54 2.77 100

" 27(1901) 10.79 1.12 1.11 13.77 9.08 49.47 11.88 2.78 100

" 28(1902) 一 一

" 29(1903) 9.36 1.88 1.08 13.40 1.15 8.84 50.但 10.47 2.90 100

" 30(1904) 10.00 1.16 1.15 14.33 1.23 9.45 50~49 9.32 2.86 100

" 31(1905) 9.93 1.15 1.15 14;22 1.22 9.38 49.7:l 10.37 2.84 1ω

H 招(19伯) 9.85 1.22 1.14 14.11 1.21 9.30 50.01 10.11 3.05 1仰

、 " 33( 190η 9.80 1.14 1.13 14.04 1.21 9.26 切.43 10.18 2.81 100

" 34(1908) 7.的 1.13 1.06 13.12 1.08' 2.06 17.67 45.28 6.44 5.07 1∞

三
四

明:(D本表錄自中崗釐金史pp.558-559第七十四衰。

@光緒 2 年、 8 年、 28 年僅有半年報告，故各項開除百分比不予統計。

一 30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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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湖南省簣金各類開除百分比， 1873 --1908

‘
金
與
消
來
匈
兩
會
的
財
敏
〈

~遭迫解中央款經濟用款軍事用款行政用事
用途

合計
不詳款

間治 12(1873) 5..65 89.37 4.97 100

。 13(1874) 6.39 90.58 3.03 100

光簫1c1875) 6.11 90.66 3.20 0.03 100

I' 2(1876)
一 一 一- 一 一

I' 3( 1877) 8.87 87.69 3.06 0.37 100

』當 .4(1878) 18.75 78.09 3.16 100

I' 5( 1879) 13.57 83.77 2.66 100

I' 6( 1880) 13.11 75.95 9.40 1. 54 100

II 7( 1881) 18.49 67.29 12.15 2.07 100

" 8(188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9( 1883) 19.15 64.52 14.26 2.06 100

I, 10(1884) 26.83 66.27 13.88 2.56 100

秒 11(1885) 11. 02 68.44 13.45 7.09 100-

I' 12(886) 10.30 74.54 12.18 2.98 100

" 13(1887) 9.06 75.73 12.37 2.84 100

" 14( 1888) 10.82 72.50 12.92 3.12 .1 00
'

I, 15(1889) 11. 75 74.03 11. 73 3.11 100

" 16( 1890) 12.03 71. 47 12.73 3.76 100

你 17(1891) 15.74 2.64 69.42 11.53 3.31 100.
" 18( 1892) 13.98 1. 34 69.52 12.87 3.62 100

。 19(1893) 13.13 1. 43 68.61 14.69 3.57 100
J

八
七
五
卜
﹒
一
九
『

、‘，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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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20( 1894) 15.46 1. 35 69.74 11. 42 3.37 100

1/ .21( 1895) 14.7·9 1. 38 63.15 13.,28 8.·78 100

II 22(1896) 23.46 1.21 56.80 15.50 3.03 , 100

1/ 23( 1897) 25.54 1. 15 56.89 13.54 2.88 100

II 24( 1898) 23.59) 1. 06 59.83 12.63 2.89 100

1/ 25( 1899) 25.69 1. 11 58.81 11.60 2.78. '100

。 26(1900) 23.72 1. 02 60.95 11.54 2.77 100 .

/1 27( 1901) 25.68 1. 11 58.55 11. 88 2.78 100

II 28( 190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II 29( 1903) 24.64 1. 08 59.76 10.47 2.90 100

tI 30( 1904) 26.'(2 1.15 60.04 9.32 2.86 100

1/ 31( 1905) 26.52 1. 15 59.11 10.37 2.84 100

1/ 32( 1906) 26.39 1. 22 59.31 10.11 3.05 100

。 33e 1907) 26.19 1. 14 59.69 10.18 2.81 100

II 34( 1908) 24.48 1. 06 62.95 6 、 44 5.07 100

資料來源:間表十一。

說 明:(1)解中央款包括解戶都款、國家行政費、皇室用費、歸ill外債、賠款 w協款

等項開除。

@鐵路經費的畫金開餘，羅玉東歸為國家用款，本表以此項開除與越濟建設

有闕，單獨列為經濟用款。

@行政用款指本省經費中的本省行政費開支。

@周遂不詳款即解毒草庫款的開除。

@光緒二年、八年、廿八年釐金開除報告僅有半年，資料不全，故本表不計

其各類開除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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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的
財
政
收
入

抖
釐
金
與
清
末
湘
省
財
政
機
構
之
演
變

有
清
一
代
，
傳
統
掌
理
財
政
的
機
關
為
布
政
使
司
，
亦
稱
藩
司
。
布
政
便
的
職
權
甚
為
繁
雜
，
除
管
理
財
政
抖
，
並
兼
掌
一
般
政
務
，
布
政
司

內
並
無
次
級
機
闕
，
因
此
各
種
職
司
或
由
布
政
使
親
自
處
理
，
或
臨
時
指
定
幕
友
掌
管
，
並
無
分
層
負
責
的
制
度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
由
於
我

務
偕
穗
，
財
務
輯
錯
，
傳
統
時
代
作
為
「
全
省
度
支
融
匯
」
的
華
司
(
註
二
六
〉
，
不
能
滿
足
軍
事
時
期
處
理
財
政
的
需
要
，
新
的
財
政
機
構
因
此

應
運
而
生
。
以
湖
南
省
言
，
「
善
後
局
」
興
「
釐
金
局
」
即
為
情
季
廳
時
勢
需
要
而
起
的
兩
個
財
政
機
構
。

「
警
後
局
」
的
全
名
為
「
湖
南
善
後
報
銷
總
局
」
'
成
立
於
成
聾
六
年
，
初
僅
掌
管
出
納
軍
鶴
，
其
後
職
權
漸
廣
，
叉
附
設
「
捐
輸
局
」
與
「

墾
務
局
」
'
太
平
天
國
期
間
，
湘
省
一
切
無
定
額
的
款
項
，
幾
乎
全
由
著
後
局
出
納
。

「
釐
金
局
」
之
設

3
亦
由
太
平
軍
之
役
而
起
，
成
豐
五
年
成
立
時
原
稱
「
釐
金
總
局
」
'
盈
年
，
湖
南
增
設
「
墟
茶
局
」
專
抽
茶
釐
與
墟
釐
，

兩
局
皆
設
於
省
城
長
沙
。
岡
抬
五
年
內
一
八
六
六
〉
，
兩
局
合
拼
為
「
釐
金
墟
茶
總
局
」
'
專
司
全
省
釐
金
及
墟
茶
各
稅
。
釐
金
墟
茶
總
局
之
外
，

各
州
縣
亦
分
別
設
釐
金
扁
，
其
下
多
設
有
分
局
或
分
卡
。
光
宣
時
期
湖
省
的
釐
金
局
卡
，
攘
湖
南
釐
務
彙
鑫
載
，
光
緒
中
葉
有
正
局
二
十
八
處
，
分

局
與
分
卡
一
O
八
處
。
(
見
表
十
三

U
男
攘
湖
南
省
財
政
說
明
書
，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
〉
湘
省
釐
金
局
卡
計
有
三
十
六
處
，
分
局
卡
一
七
二
處

，
較
光
緒
十
五
年
增
加
正
局
八
處
，
分
局
分
卡
增
加
六
十
四
處
。
(
見
表
十
四
〉
各
州
縣
釐
局
，
不
論
其
為
正
局
分
局
或
分
卡
，
在
制
度
上
均
隸
屬

設
於
長
沙
的
「
釐
金
墟
茶
總
局
」
'
故
總
局
的
權
責
極
大
，
後
因
亦
兼
辦
牙
帖
，
湖
南
釐
金
墟
茶
總
局
改
稱
「
牙
釐
局
」
'
與
「
善
後
局
」
並
為
清

末
湘
省
財
政
之
融
機
關
。

宜
統
二
年
(
一
九
一

0
)
九
月
，
湖
南
裁
撤
善
後
局
與
牙
釐
局
，
成
立
「
財
政
公
所
」
'
此
為
清
末
財
政
整
理
時
期
之
產
物
，
類
似
今
日
各
省

的
財
致
庫
，
是
湖
南
省
第
一
、
個
近
代
化
的
財
政
機
關
。
清
末
湖
南
財
致
之
錯
亂
，
善
後
局
的
缺
乏
系
統
與
效
率
是
最
大
因
素
，
輾
湖
南
財
政
說
明
書

耨
••

「
湖
南
財
政
之
紛
濫
，
原
因
於
善
後
局
者
居
多
。
華
善
後
局
承
軍
需
局
之
、
遣
，
自
光
緒
九
年
以
後
報
銷
積
擱
至
二
十
餘
年
，
人
物
代
謝
，
案

‘
金
與
清
宋
湖
南
省
的
財
放
(
一
八
七
五

f

一
九
一
一
)

二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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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五年湖南省境內釐金局卡衰

局 名 創設年次 所屬分局卡數 局 名 創設年次 所屬分局常數

釐金墟茶
岡治 5年合辦

邵陽舟 成鹽 6 年 5 分閻長

總局 武岡局 /I 3 分卡

湘潭局威學 5 年設
6 分局 榔州局 /I 4 分卡

湘陰，局 /I
5 分局 新化局 /I 2 分卡
'

益陽局 /I 4 分局 宜臨局 /I 5 分未

，湘鄉局 /I 2 分卡 岳州局 /I 10 分卡

津市局 3分卡/I 7 分扁 展州局 H

需信局 /I 8 分卡 禮安局 H 10 分卡

Jt江局 H 4 分卡 永州居 成豐 7 年 2分卡

.梨局成聾 6 年設 2 分卡 平江局
/I. 5 分卡

蜻江局 /I 2 分卡 雷市局 成鹽 10 年
。

獨陽局 /I 4 分卡 {肢縣局
同治元年

。
鹽酸局 /I 7 分卡 潭、慈局 /I

。
安化局 /I

。 雙江局 同治 9 年 2分卡

衡州局 /I 5 兮卡 托口局 同治 10 年 1 分卡

表十三

二
λ

資料來頭:但湘良，露，湖南讀著黨算，卷九、十。

租車計:正局28 (釐金趨茶總局不計).分局卡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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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宣統年間湖南省當金局-F衰

聲
團A
S與
清
宋
一
湖
南
省
的
射
政
(

局 名 前屬分局卡數 局 名 所屬分局卡數

-雷 構 局 11

主F 釐 局 體 酸 局 10

省 何 局 20 果 梨 局 2

輪 船 局 。
自 沮〉 局 。

湘 潭 局 17 嘟 州 局 4

湘 陰 局 3 宜 章 局 10

城酸礦局 -4 津 前 局 5

岳 州 局 4 石 門 局 1

雷
市 局 1 花碗岡局 12

平 江 局 2 蜻 港 局 3

辰 州局 6 湘 鄉 局 2

永 州 局 4 攸 縣 局 。
常 德 局 13 武 間 局 4

三沒磯局 1 郁 陽 局 7

斬 河 局
。

洪 江 局 5

益 陽 局 6 雙 江 局 2

湖 陽 局 7 新 化 局 2

衡 tH 局 2 小龍茶釐局 O

托 口 局 2 聶家市茶釐局 2

總 計:正局 36 '分局卡 172

八
七
五
1

一
九

、J

二
丸

資料來輯: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歲入部，鐘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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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拉
伯
散
候
，
幾
如
勢
絲
之
不
可
治
，
墜
緒
之
難
響
，
其
款
項
則
統
收
統
支
，
一
有
不
足
，
則
稱
貸
益
之
，
究
不
知
其
致
虧
之
由
在
某
事
某
款
。

其
脹
目
則
光
緒
三
十
年
以
前
無
流
水
總
縛
可
東
鱗
西
爪
，
中
間
之
脫
落
亦
不
可
知
。
」
(
註
二
七
〉

善
後
局
與
釐
金
局
同
為
成
同
以
後
湖
南
全
省
財
政
之
總
機
關
，
而
其
缺
乏
制
度
化
的
管
理
竟
至
報
銷
積
擱
二
十
餘
年
，
至
於
關
係
收
支
詳
情
的
脹
目

，
竟
遲
至
光
緒
三
十
年
(
一
九
O
四
〉
才
有
流
水
總
縛
，
其
缺
乏
敷
率
與
影
響
財
傲
的
近
代
化
，
自
不
待
言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
我
國
屢
受
內
憂
外
患
煎
逼
，
支
出
陡
增
'
，
使
傳
統
的
地
芳
財
稅
結
構
發
生
很
大
的
變
化
，
湖
南
釐
金
局
、
東
征
屑
、
善

後
局
的
設
立
，
真
不
因
太
平
天
國
之
役
帶
來
的
財
致
危
機
而
起
，
此
種
因
廳
時
勢
需
要
所
設
的
臨
時
性
財
政
機
關
，
與
聲
金
由
臨
時
稅
收
成
為
清
末

收
入
大
京
的
情
形
相
終
始
，
制
度
上
既
「
先
天
不
足
」
'
執
行
者
文
人
謀
不
戚
，
終
使
清
末
省
級
的
財
政
機
構
呈
現
嚴
重
的
混
亂
現
象
。
固
然
成
向

以
降
內
外
交
遍
的
亂
事
是
導
致
清
廷
無
力
在
制
度
上
有
所
建
樹
的
原
因
之
一

•.
，
但
不
論
中
央
或
地
方
，
皆
習
於
「
因
陋
就
簡
」
的
臨
時
財
政
放
構
，

過
份
依
賴
軍
事
時
期
的
權
宜
措
施
，
甚
至
以
權
宜
為
永
久
之
計
，
不
敢
堅
盲
羲
撤
，
究
非
一
個
講
求
效
率
的
政
府
所
應
有
。
唯
就
另
一
角
度
言
，
由

清
代
中
葉
以
後
湘
省
財
政
機
構
的
變
遲
，
一
方
面
可
以
看
出
晚
清
內
外
的
軍
事
問
題
為
影
響
地
方
財
政
的
首
要
因
素
，
另
一
方
面
亦
可
顯
示
釐
金
在

晚
清
湖
南
省
財
政
制
度
變
連
中
有
其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臼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的
稅
收

清
代
的
稅
收
，
以
性
質
分
，
可
歸
納
為
四
大
類

••

@
收
益
稅
，
包
括
回
賦
、
礦
稅
、
營
業
稅
(
含
當
稅
興
牙
稅
)
。
@
人
口
說
，
計
口
納
稅
，

稱
為
丁
賦
，
男
子
年
滿
十
六
開
始
課
徵
丁
賦
，
六
十
告
老
，
始
可
免
稅
。
@
消
費
稅
，
包
括
壇
、
茶
、
酒
、
土
藥
、
關
稅
、
聲
金
等
。
@
契
麓
，
包

括
房
地
契
稅
、
註
冊
稅
等
。
田
賦
興
丁
稅
合
稱
「
地
丁
」
'
雍
正
以
前
，
兩
稅
分
開
徵
收
，
各
有
定
額
，
雍
正
六
年
(
一
七
一
一
八
)
以
後
，
為
簡
化

徵
收
手
續
，
將
丁
稅
拼
入
田
賦
，
此
後
概
稱
「
地
丁
」
。
礦
麗
、
當
稅
、
茶
稅
、
酒
稅
、
契
稅
等
，
一
般
統
稱
為
「
雜
就
」
。
清
初
，
地
丁
是
稅
收

的
主
體
，
以
乾
隆
十
八
年
(
一
七
五
三
)
為
例
，
回
賦
收
入
占
全
國
稅
收
的
七
三
﹒
五
%
'
墟
稅
、
關
稅
、
雜
稅
僅
占
二
六
﹒
五
%
。
(
註
二
八
)

清
代
中
葉
以
後
，
海
關
就
與
釐
金
先
後
增
設
消
費
稅
日
趨
重
要
，
使
田
賦
在
總
稅
收
中
所
古
百
分
比
漸
輛
，
至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O
八
)
，
墟

稅
、
常
閥
混
、
海
關
稅
、
釐
金
、
雖
說
等
，
合
占
總
稅
般
的
六
四
﹒
九
%
'
田
賦
僅
古
三
五
﹒
一
%
〈
註
二
九
)
，
男
一
芳
面
，
釐
金
出
現
以
後
，

常
關
麗
(
地
方
關
)
很
明
顯
的
失
去
往
目
的
重
要
性
(
註
三

0
)

，
墟
課
、
釐
金
與
回
賦
並
列
為
稅
收
的
主
體
，
清
代
稅
收
結
構
因
之
改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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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回
賦
的
徵
收
，
包
括
徵
糧
興
徵
銀
，
湖
南
省
回
賦
額
擻
，
各
府
州
負
擔
不
一
，
定
額
最
高
者
為
長
沙
府
，
最
低
者
為
蜻
州
府
與
永
順
府
。

(
註
三
一
)
全
省
每
年
徵
糧
一
百
一
十
萬
石
，
徵
銀
一
百
萬
蘭
，
以
糧
折
銀
，
約
合
九
十
萬
雨
，
全
省
回
賦
總
收
夫
約
為
一
百
九
十
萬
兩
。
(
註
三

湖
南
省
的
就
收
，
地
丁
之
外
，
以
墟
謀
為
大
宗
。
湘
省
不
產
墟
，
按
戶
部
規
定
，
湖
南
為
兩
准
壇
的
行
銷
區
域
。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
一
八
一
六

)
以
後
，
湖
南
全
省
每
年
食
墟
消
耗
量
為
三
十
七
萬
餘
引
(
註
一
一
一
一
二
)
，
每
引
謀
詭
銀
二
兩
，
全
年
收
入
墟
兢
約
七
十
五
萬
蘭
，
中
葉
以
後
，
墟
謀

不
斷
增
加
，
其
百
分
比
僅
次
於
田
賦
和
釐
金
。

釐
金
是
晚
清
新
徵
的
貨
物
麓
，
但
在
清
末
湘
省
歲
入
中
，
其
重
要
性
節
節
上
升
，
僅
次
於
傳
統
的
回
賦
，
根
攘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九
六
)

英
國
領
事
。
。
。
品
。
E
E
Z
S

各
省
財
政
報
告
，
y
湖
南
省
是
年
總
稅
放
三
百
一
十
萬
兩
，
回
賦
一
百
一
十
五
萬
兩
，
占
三
七
﹒
一
O
%
'
一
般
釐

金
六
十
萬
兩
，
占
一
九
﹒
三
五
%
'
祖
稅
(
含
墟
釐
〉
五
十
萬
兩
，
占
一
六
﹒
三
二
%
'
釐
金
就
收
所
占
百
分
比
且
在
墟
視
之
上
。
(
見
表
十
五
〉

光緒二十三年(1896)

湖南省各項稅收百分比

表十五

就 收 現 貝 稅收數〈兩) 百分比

回 賦 1,150 ,000 37.10

潛 糧 300 ,000 9.68

墟稅(含墟釐〉 500 ,000 16.13

釐 金 600 ,000 19.35

土藥釐 250 ,000 8.06

難說 300 ,000 9.68
合 計 3,100 ,000 100.00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一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
一
九
一

-
v

資料來源: George Jamieson~ ''Repor 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

-.cure of the Chinese Em

pire' ,p.50. Foreignαfice，

Miscellaneous Series , No.

415 , in British 'Parliamen

tary Papers,Vo l. 19 , P.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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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男
進%攘

說釐南

頓金財

狹叉敢
牢次說

，之明
對，書

傳占，

統一宜
說八統
IKT • -

的言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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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海:經濟學會俑，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歲入部。轉到自張朋圈，堅實主
L 中國近代化區域研究一湖南省:經濟近代化 1 (民 66 ，國科 後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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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言，

列，回

為清賦

夏季室
湖瓣，

甫基占

省本﹒二

宣統三年 (911) 湖南省各項稅收百分比

說收項目 銀(兩) 制錢(串〉 糧瓶石) 銀〈元J!百分比

回 賦 1 , 348 , 104 21. 1-

潛 糧 350 , 693 5.6

租 課 .' 58 , 814 12 , 445 17 , 162 1.0

墟課稅釐 2 , 046 , 867 3,600 32. 11'

茶課稅盤 360 , 660 22 , 788 5.6

釐 金 1, 186 , 084 6 , 984 18.6

什 捐 447 , 737 1 , 347 , 409 0.8

官業收入 777 , 654 478 12.1

雜 麓 189 , 901 123 3.1

合 計 6 , 368 , 704 1 , 393 , 827 17 , 162 3 , 980 100

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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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末
的
三
大
主
幹
，
可
冕
成
鹽
以
後
的
五
十
餘
年
間
，
由
於
釐
金
的
出
現
，
貨
物
就
本
身
的
結
構
亦
發
生
相
當
大
的
改
變
。
光
緒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
河
行
的
湖
南
通
志
稱
••

「
湖
南
向
稽
瘖
土
，
非
商
賈
輻
轅
之
地
，
山
澤
之
貨
，
關
市
之
稅
，
厭
剩
甚
徽
，
是
以
薔
志
榷
說
從
關
。
各
府
州
縣
雜
說
悉
入
田
賦
，
歲
有

定
額
，
其
無
額
者
儘
徵
儘
解
，
特
一
二
而
已
。
成
豐
軍
興
以
來
，
創
設
釐
金
局
，
專
權
商
賣
，
初
入
銀
錢
歲
各
數
十
萬
計
，
軍
飾
賴
之
。
」

〈
註
三
四
)

實
則
釐
金
不
僅
是
太
平
天
國
時
期
湖
南
軍
齣
所
賴
的
說
源
，
在
改
變
清
季
以
後
湘
省
稅
收
結
構
上
的
意
義
及
其
在
財
政
上
的
重
要
性
，
尤
值
得
注
意
。

釐
金
在
清
末
地
方
財
政
的
地
位
，
各
省
因
稅
收
結
構
不
同
而
有
若
干
差
異
，
以
光
緒
廿
二
年
(
一
八
九
六
〉
為
例
，
湖
南
省
各
項
稅
收
比
重
最

大
者
依
次
為
田
賦
、
釐
金
、
墟
麓
，
江
蘇
為
墟
稅
、
釐
金
、
糧
稅
，
漸
江
為
釐
金
、
糧
麗
、
回
賦
，
福
建
為
釐
金
、
田
賦
、
雜
說
，
湖
北
為
釐
金
、

回
賦
、
墟
麓
，
江
西
為
田
賦
、
釐
金
、
糧
稅
。
(
見
衰
十
七
)
聲
金
在
各
省
說
收
中
的
比
重
雖
略
有
大
小
之
別
，
但
在
蘇
漸
等
幾
個
有
餘
省
份
的
說

收
中
所
占
百
分
比
均
列
名
前
三
位
之
內
，
漸
江
、
福
建
、
湖
北
等
省
，
釐
金
所
占
比
重
且
在
回
賦
與
墟
視
之
上
，
居
各
項
稅
收
之
冠
，
因
此
就
釐
金

F戶

在
滑
雪
省
歲
入
中
的
比
重
而
言
，
穿
各
省
遠
勝
於
北
芳
，
而
南
芳
各
省
中
，
湖
南
叉
勝
於
四
川
，
與
江
蘇
略
在
伯
仲
之
間
，
但
不
及
整
、
一
幅
吋

建
、
雲
南
、
湖
北
、
江
西
。
(
註
三
五
)

四
、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的
財
政
支
出

就
體
制
言
，
清
代
稅
收
並
無
國
稅
興
地
方
就
一
之
分
，r中
央
政
府
的
財
故
仰
給
于
各
省
，
有
所
需
「
解
款
制
度
」
'
地
方
所
得
全
部
稅
收
，
原
則

上
必
須
完
全
體
送
中
央
，
再
由
中
央
撥
給
地
芳
支
用
。
中
央
興
地
方
款
項
的
分
配
，
每
年
均
有
「
多
估
」
'
分
別
列
明
「
解
款
」
、
「
協
款
」
及
「

存
留
」
各
為
若
干
。
湖
南
在
財
政
盈
細
上
屬
於
「
有
餘
省
份
」
，
因
此
除
了
「
解
款
」
之
外
，
還
要
協
濟
他
省
，
協
濟
省
份
包
括
甘
肅
、
廣
西
、
賽

南
、
山
西
、
河
南
等
，
因
此
「
起
運
」
頂
下
，
包
括
傳
送
中
央
的
「
解
款
」
興
他
省
的
「
協
款
」
'
「
存
留
」
才
是
湘
省
自
用
的
地
方
經
費
。

自
清
初
以
來
，
湖
南
「
起
運
」
款
項
大
約
占
七
五
%
至
七
九
%
'
「
存
留
」
款
項
古
二
一
%
至
二
五
%
〈
註
三
六
)
，
中
葉
以
追
清
末
，
此
一

百
分
比
大
抵
沿
聽
不
簣
，
因
此
終
情
之
世
，
湖
南
的
地
方
經
費
均
極
有
限
。
擴
學
者
研
究
，
同
治
九
年
至
光
緒
十
五
年
(
一
八
七

0
至
一
八
八
九
〉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
一
九
一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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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二年 (896) 南芳各省各項稅收百分比衰

|均達1 田賦 糧就 墟就 釐金 雜稅 土藥就 合計

湖 南 37.10 9.68 16.13 19.35 9.68 8.06 100

江 蘇 12.55 20.94 39.42 21.54 3.42 2.14 100

漸 江 24.59 26.03 15.81 26.34 7.02 0.21 100

軍區 建 28.37 16.85 34.27 18.26 2.25 100

江 西 34.42 25.25 27.40 12.32 0.62 100

湖 北 20.84 7.90 20.84 35.10 6.58 8.73 100

四 JII 37.35 33.91 15.46 8.60 4.69 100

雲 南 28.57 30.48 28.57 9.52 2.86 100

表十七

資料來諒: George Jamieson , “Report on the Reven~e and Expendi

-ture of the Chinese Empire" , ForeignOffi峙， MisceI1 a

-neous Series , No. 415.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595-655. 轉到自林漏缸，“晚淆的磁片麓. 1858-

四

Vo l. 19 , PP.

• L 恩與言 1 16 念 5期(民 68.1 ，台北) p.53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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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清
代
地
芳
政
府
的
最
大
支
出
是
官
吏
衛
役
的
傳
給
，
占
全
部
財
致
支
出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註
三
七
)
，
此
項
開
支
例
由
各
省
「
存
留
」
款
項

支
廳
。
以
湖
南
言
，
有
限
的
存
留
，
僅
夠
支
付
官
役
棒
給
，
其
他
用
度
諸
如
興
學
費
輯
、
服
災
濟
貧
、
公
共
設
施
等
，
均
難
由
「
存
留
」
款
項
全
部
支

廳
，
必
讀
向
情
廷
請
求
補
助
。
其
結
果
迫
使
地
芳
官
加
重
「
耗
草
根
」
以
籽
解
財
政
困
難
，
而
清
廷
迫
於
需
要
，
亦
不
得
不
默
許
，
但
耗
揖
軾
的
用
度
亦

非
毫
無
限
制
，
地
芳
政
府
動
用
耗
衰
五
萬
兩
以
上
者
，
須
免
得
中
央
批
准
(
註
三
八
)
，
此
種
限
制
自
然
阻
礦
州
縣
政
府
作
自
動
自
發
的
建
設
，
實

為
清
代
各
省
未
能
發
展
地
芳
建
設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由
於
資
料
缺
乏
，
宿
關
清
末
湖
南
省
歷
年
的
財
政
支
出
情
形
，
無
從
得
知
，
強
樺
的
。
。
品
。

E
E
o
m
g
報
告
的
支
出
賣
咱
們
與
湖
南
財
敢
說
明

書
歲
出
部
，
分
別
製
為
光
緒
廿
二
年
(
一
八
九
六
)
與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二
)
湘
省
的
財
政
支
出
素
，
以
見
光
宣
時
期
湖
南
省
歲
出
之
概
況
。
光

緒
廿
二
年
，
湘
省
支
出
總
額
三
百

-
4
1萬
雨
，
本
省
行
政
費
與
本
省
軍
費
支
出
一
百
七
十
七
萬
兩
，
占
五
七
﹒
一

O
%

，
「
京
飾
」
用
去
七
十
六
萬

“
ω
r
-

nwsnHSEaexRBe

'
M

肘

na."
的
叫
“

it--m

間

L
m
切

aetJRfp
呵
伽

e
"
e

創M
Z

旭

-
d

G

刷
刷
叫

P

叡寒料費

光緒二十二年(1 896)

湖南省各項支出百分比

表十八

a 支均生些歡喜 i支出數(兩 )1 百分比

24.52760 ,000齣

皇室經費

京

0.3210 ,000

‘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散
放
《
-
八
七
五

l

了
九
-
-
v

2.5880 ,000東北邊助經費

5.16160 ,000甘肅協款

3.87120 ,000廣西協款

6 .45200 ,000富商協歌

東省行政費與

本省軍費
1 ,770 ,000157.10

3 ,100 ,0001100.00

一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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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統三年 0910 湖南省歲出預算衰

支出現目 銀〈兩) 制鎮〈串) 糧米〈石) 銀〈元) 百分比

解 款 2 , 492 , 196 39.1

行故費 344 , 714 5.3

民政費 150 , 221 88 , 760 360 2.4

典禮費 23 , 181 0.4

財敢費 153 , 232 250 , 048 2.4

教育費 574 , 247 1 , 000 350 9.2

司法費 53 , 591 4 , 512 0.9

軍政費 1 , 960 , 263 824 30.8

實業費 565 , 087 9~·0

交通費 40 , 773 0.6

總 計 6 , 357 , 507 344 , 320 824 710 100'

衰十九

資料來源:經濟學會編，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歲出部。轉到自張朋圈- L 中國近

代化區核研究一湖南省:經濟近代化，-頁一二六，第十一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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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
占
三
四
﹒
五
二
%
，
兩
項
合
占
支
出
總
額
的
八
一
﹒
六
二
%
'
所
餘
不
及
百
分
之
二
十
的
支
出
，
分
別
用
於
各
省
協
款
、
東
北
邊
防
經
費
、
皇

室
經
費
。

E
E
g
g

報
告
的
支
出
資
料
係
以
本
省
軍
費
與
一
般
行
政
費
合
計
，
兩
者
在
是
年
湘
省
支
出
所
占
百
分
比
，

E
E
o
m
g
並
未
分
別
列

出
。

宜
統
三
年
湖
南
省
歲
出
預
算
，
所
列
支
出
項
目
較
詳
，
分
為
解
歌
、
行
政
費
、
民
政
費
、
典
禮
費
、
財
政
費
、
教
育
費
、
司
法
費
、
軍
政
費
、

實
業
費
、
交
通
費
十
大
類
，
「
解
款
」
類
高
居
各
項
開
支
之
首
，
占
歲
出
總
額
的
三
九
﹒
一
%
，
軍
政
費
次
之
，
占
三
O
U
八
%
，
兩
類
合
古
歲
出

的
六
九
﹒
九
%
'
超
過
支
出
總
額
的
三
分
之
一
一
。
其
中
解
款
類
包
括
皇
室
經
費
、
接
工
經
費
、
內
務
府
經
費
、
例
貢
、
例
木
價
值
運
費
、
京
鶴
、
解

京
各
衛
門
經
費
、
解
京
各
學
堂
經
費
、
祥
歌
、
協
款
等
項
。
軍
政
費
則
包
括

••

督
練
公
所
三
慮
經
費
、
軍
裝
研
經
費
、
荊
州
將
軍
養
廉
役
食
、
線
營

經
費
、
提
標
撫
標
練
軍
霸
輸
、
廳
州
縣
兵
米
甜
點
價
、
廳
州
縣
兵
米
水
爛
、
岳
州
營
巡
防
君
山
兵
丁
飯
食
、
長
安
營
兵
丁
眷
米
、
永
明
縣
井
兵
口
糧
、

永
桂
遍
對
衛
門
土
兵
齣
米
公
費
、
各
營
贊
助
、
撫
標
三
營
緝
勇
口
一
糧
、
撫
標
三
營
土
兵
口
糧
、
鎮
重
鎮
續
備
軍
薪
糧
、
防
守
，
七
城
藥
庫
並
巡
查
辣
醬

市
井
兵
薪
糧
、
過
防
各
隊
薪
飾
、
督
練
衛
隊
薪
飾
、
新
軍
混
成
一
協
薪
飾
、
長
江
水
師
經
費
飛
翰
水
師
五
營
薪
齣
‘
選
鋒
水
師
五
營
薪
輛
、
澄
湘
水
師

營
薪
飾
、
長
勝
水
師
營
薪
飾
、
民
說
道
苗
齣
‘
辰
說
道
屯
助
經
費
、
鎮
掌
營
學
堂
經
費
、
陸
軍
小
學
堂
經
費
。
(
註
三
九
)
可
見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敢
負
擔
除
了
解
京
各
款
外
，
最
大
的
支
出
是
本
省
各
項
軍
費
，
即
使
在
比
較
承
平
的
光
宣
時
期
亦
然
。

清
末
湖
南
省
解
款
占
去
支
出
總
額
的
三
九
﹒
一
%
'
是
傳
統
觀
念
支
配
下
的
中
央
財
政
政
策
使
然
，
因
為
在
理
論
上
各
省
所
有
收
入
皆
屬
中
央

政
府
，
湖
南
資
助
他
省
的
協
款
有
些
由
湘
省
直
接
撥
濟
受
協
省
份
(
如
洪
楊
之
亂
期
間
湖
南
之
協
濟
蘇
、
撓
、
哥
、
輯
、
粵
等
省
)
，
有
些
則
解
往

中
央
，
再
由
中
央
撥
交
受
協
各
省
，
亦
此
種
觀
念
支
配
所
致
。
而
軍
政
費
的
龐
大
支
出
，
則
完
分
顯
示
情
季
地
芳
治
安
問
題
之
嚴
重
與
財
政
困
難
之

癥
結
所
在
，
可
見
清
代
中
葉
以
後
，
內
亂
外
患
帶
來
的
龐
大
軍
費
負
擔
影
響
中
央
興
地
芳
的
財
致
支
出
結
構
，
直
至
清
亡
仍
未
稍
敬
。

宣
統
三
年
湖
南
的
歲
出
，
扣
除
解
數
與
軍
政
費
，
所
餘
不
及
=
一
分
之
一
，
用
於
與
經
濟
建
設
有
關
的
實
業
費
(
九
﹒
O
%
)
、
交
通
費

(
0
.

六
%
〉
、
教
育
費
(
九
﹒
二
%
〉
，
均
極
其
有
限
，
近
代
化
政
府
的
預
算
，
實
業
建
設
至
少
應
占
總
支
出
的
二
五
%
，
教
育
費
至
少
應
占
一
五
%
'

(
註
四
0
)
而
清
末
湖
南
此
二
兩
個
經
費
均
不
及
一
O
%
'
自
然
不
數
經
濟
建
設
與
社
會
建
設
之
需
要
。

釐
金
在
揖
詮
清
末
湖
南
財
政
支
出
中
所
占
比
章
，
目
前
雖
因
缺
乏
統
計
資
料
而
無
法
得
知
，
但
由
本
女
有
關
光
緒
時
期
湖
南
釐
金
開
除
情
形
的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i

一
九
一
一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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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λ

討
論
，
已
知
「
本
省
軍
費
」
在
湖
南
釐
金
各
項
開
隙
中
所
占
百
分
比
最
高
，
光
緒
歷
年
大
都
占
五
O
%
至
六
O
%
'
同
治
光
緒
之
際
更
高
達
丸
。
%

左
右
(
見
本
文
衰
十
一
)
，
因
此
釐
金
是
情
季
湖
南
省
揖
詮
本
省
輸
需
的
主
要
來
源
，
已
不
容
置
疑
。
而
軍
政
賣
文
是
晚
清
湘
省
地
芳
閱
吏
的
最
大

竄
，
則
釐
金
在
清
末
湖
南
財
致
支
出
中
的
重
要
性
，
實
，
巴
不
言
可
喻
。

鯨
言
之
，
湖
南
聲
金
在
光
宣
時
期
湘
省
財
膜
上
的
地
位
，
其
作
為
揖
注
軍
費
最
大
來
頓
的
特
色
仍
興
太
平
天
國
期
闊
無
異
，
而
於
湖
南
地
芳
建

設
之
推
動
則
無
積
極
意
麓
，
此
為
清
末
財
致
的
全
國
性
問
題
，
實
不
獨
湖
南
為
然
。
唯
由
男
一
角
度
觀
之
，
就
解
決
清
末
湖
南
財
政
的
困
難
，
尤
其

是
麻
大
軍
費
的
負
擔
來
說
，
湘
省
釐
金
成
敷
的
好
壤
，
叉
開
係
全
省
財
政
甚
鈕
，
成
學
以
來
歷
任
巡
撫
無
不
重
觀
釐
金
收
入
之
盈
制
及
其
整
頓
融
弊

之
芳
，
其
國
在
此
。

五
、
結

這t忘

"刪

聲
金
制
度
是
太
平
天
國
時
期
為
解
決
財
政
困
難
所
慧
的
寶
島
辦
法
，
不
要
當
時
或
亂
後
，
輩
輩
無
不
引
用
傳
統
的
軍
第
商
沁

敢
策
，
主
張
「
護
本
抑
末
」
'
郭
嵩
黨
甚
至
以
為
「
自
漢
以
束
，
言
制
之
韓
政
未
有
優
於
谷
，
日
之
釐
金
者
也
。
」
〈
註
四
一
)
駱
黨
章
亦
強
調
「
曾
向
叮

齣
之
法
，
以
抽
捐
釐
金
為
善
。
」
〈
註
四
三
)
因
此
若
平
學
者
認
為

y
晚
清
蘆
金
制
度
由
於
地
主
士
紳
與
外
國
資
本
主
義
兩
大
勢
力
的
支
持
，
故
而
始

終
能
在
地
方
財
敢
上
維
持
重
要
的
地
位
(
註
四
一
一
一
)
。
美
人
開
﹒
的
﹒
切
o
m
-
-
亦
指
出
，
地
主
階
敵
擁
護
釐
金
，
目
的
在
威
脅
工
商
業
，
以
維
持
地
主

的
剩
益
。
(
註
四
四
)
根
褲
上
述
的
說
法
，
釐
金
妨
礙
晚
清
各
省
的
商
業
發
展
，
似
已
成
為
當
然
的
事
實
。

就
湖
南
言
，
釐
金
妨
礙
商
業
發
展
的
程
度
如
何
，
無
法
具
體
的
加
以
度
量
。
以
清
末
的
情
形
觀
之
，
湖
南
若
平
地
區
確
有
商
業
蕭
饒
的
現
象
，

但
並
非
完
全
由
於
徵
收
釐
金
，
如
光
緒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
衡
州
釐
局
提
調
奏
稱
「
近
年
各
行
(
按

••

指
牙
行
)
生
意
無
不
瘋
色
，
市
面
情
形
今

昔
迴
異
」
(
註
四
五
)
，
顯
見
衡
州
商
況
之
沒
落
，
唯
其
蕭
樵
主
要
由
於
成
間
以
來
的
戰
亂
，
「
湖
南
釐
務
彙
轟
」
載

••

「
衡
郡
昔
稱
繁
盛
，
自
連
兵
災
以
後
，
各
路
客
肢
甚
稀
，
市
面
情
形
種
氣
蕭
索
，
薔
行
未
歇
業
者
十
居
三
三
。
」
(
註
四
六
)

牙
行
的
盛
衰
可
以
反
映
商
業
的
景
氣
與
否
，
清
末
衡
州
的
罪
行
紛
紛
歇
業
，
自
可
見
其
商
況
之
不
如
昔

t
唯
前
述
所
謂
受
地
主
士
紳
鼎
力
支
持
以
打

擊
工
商
業
為
目
的
的
釐
金
制
度
，
顯
然
並
非
導
致
該
地
區
商
業
襄
落
的
原
因
，
而
是
受
戰
亂
破
擅
所
致
。
同
年
有
關
榔
州
的
報
告
中
，
亦
指
出
該
地



商
店
家
數
目
穢
的
情
形
稱
••

「
近
年
本
衛
生
意
困
輪
船
暢
行
，
更
覺
泠
跤
，
昔
年
十
八
家
大
店
，
今
其
存
者
僅
六
七
焉
。
」
(
註
四
七
〉
則
是
交
通

系
統
的
改
變
導
致
的
經
濟
變
動
之
一
，
與
當
金
似
乎
並
無
必
然
關
係
。

光
宜
時
期
，
湖
南
省
物
價
者
持
積
←
蠢
的
現
象
，
但
各
種
物
晶
上
漲
幅
度
不
一
，
宣
統
初
年
的
百
貨
價
格
與
成
問
之
際
比
較
，
宿
增
加
三
一
倍

者
，
有
增
加
十
數
倍
者
(
註
四
八
)
，
湖
南
百
貨
價
格
上
漲
，
自
然
可
能
與
貨
釐
及
各
種
釐
說
加
抽
導
致
轉
攘
的
因
素
有
關
，
但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的

物
價
上
漲
原
是
自
明
代
末
期
以
後
美
洲
自
銀
不
斷
輸
入
所
造
成
的
長
期
趨
勢
〈
註
四
九
〉
，
不
能
完
全
歸
因
於
釐
金
的
轉
緣
。
擴
王
業
鍵
的
研
究
，

就
全
國
性
的
發
展
而
言
，
我
國
自
十
七
世
紀
以
後
，
不
論
圍
內
質
易
或
對
外
貿
易
，
農
產
品
的
商
業
化
，
均
有
顯
著
發
展
的
現
象
，
清
代
的
經
濟
是

完
滿
活
力
的
，
絕
非
處
於
停
滯
不
進
的
狀
態
。
(
註
五

0
)
而
由
清
季
湖
南
米
敷
出
口
貿
易
的
興
盛
不
賽
(
註
五
一
〉
，
亦
可
見
湖
南
的
對
外
貿
易

與
整
體
經
濟
確
在
發
展
之
中
，
所
謂
前
面
蕭
索
客
服
甚
稀
的
情
形
，
是
局
部
而
非
全
部
的
現
象
，
清
末
釐
金
對
湖
南
商
業
發
展
的
窒
碟
，
實
際
上
似

不
如
一
般
所
抨
擊
的
那
麼
嚴
重
。

清
末
湖
南
釐
金
的
主
要
問
題
扔
出
在
中
飽
弊
端
上
。
論
者
以
為
，
晚
清
辦
釐
各
省
，
湖
南
最
不
背
索
，
故
其
辦
釐
成
教
最
薯
，
盛
稱
其
官
紳
並

h
qru

用
的
釐
局
人
專
制
度
與
湘
省
釐
務
最
富
績
數
有
關
。
(
註
五
一
-
V晚
清
各
省
釐
局
人
員
的
委
任
，
成
委
地
方
官
兼
理
，
成
委
士
紳
專
任
，
情
廷
始
終
斗

並
無
統
一
的
規
定
，
但
湖
南
自
成
豐
五
年
巡
撫
駱
凳
章
創
設
釐
局
開
始
，
一
向
採
行
官
紳
並
用
的
辦
法
，
而
士
紳
叉
一
向
多
於
委
員
，
直
至
光
緒
十

五
年
(
一
八
八
九
)
，
湘
省
辦
釐
人
員
仍
是
紳
多
官
少
，
以
湖
南
釐
金
墟
茶
總
局
-
t
筒
，
除
「
總
理
局
蕩
」
、
「
提
調
」
、
「
幫
辦
提
調
」
、
「
承
傳

輸
項
」
.
、
「
稽
察
釐
務
」
等
職
務
專
用
委
員
外
，
其
餘
如
「
承
辦
收
支
」
、
「
經
管
該
算
」
、
「
承
辦
照E
m」
等
工
作
，
或
專
用
士
紳
'
識
官
紳
合

辦
，
總
計
全
局
辦
釐
人
員
四
十
一
人
，
委
員
僅
十
五
人
，
委
紳
有
二
十
六
人
。
(
註
五
三
〉
總
局
以
外
的
二
十
八
個
釐
局
，
其
辦
釐
人
員
共
計
六
百

五
十
四
人
，
委
員
僅
看
六
十
六
人
，
紳
士
則
多
達
五
百
八
十
八
人
(
註
五
四
〉
'
官
與
紳
成
一
興
丸
之
比
。
成
同
時
期
曾
國
藩
、
胡
林
翼
、
毛
構
賓

等
人
辦
麓
，
亦
曾
的
湘
省
制
度
，
攝
退
吏
胥
，
重
用
士
紳
〈
註
五
五
〉
。
辦
釐
初
期
，
官
紳
兼
用
制
度
對
溝
通
官
民
以
剩
釐
金
的
徵
收
，
確
曾
發
生

不
少
作
用
'
，
但
由
光
緒
後
期
湖
南
釐
金
稅
收
的
逐
漸
擴
少
，
及
光
緒
末
年
湘
撫
學
春
冀
的
撤
換
紳
士
而
惡
用
委
員
兩
事
觀
之
，
清
末
湖
南
辦
葷
的
成

數
及
其
官
紳
並
用
制
度
的
命
譽
實
在
令
人
懷
疑
，
湘
省
重
用
士
紳
辦
釐
，
至
光
緒
末
年
，
已
持
續
五
十
餘
年
之
久
，
清
末
湖
南
釐
務
如
非
辦
釐
士
紳

侵
蝕
中
飽
，
弊
端
嚴
重
，
則
逃
撫
學
春
冀
斷
無
邊
高
廢
止
宮
紳
並
用
個
度
之
理
。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T

一
九
一
一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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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O

根
操
本
文
的
討
論
可
知
，
清
末
湖
南
釐
金
為
湘
省
歲
入
的
三
大
來
源
之
一
，
其
重
要
性
隨
地
方
用
度
的
需
要
與
釐
金
種
類
的
增
加
而
節
節
上
升

，
成
為
僅
次
於
田
賦
興
墟
課
的
一
大
稅
源
，
在
晚
清
湘
省
財
政
中
有
其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影
響
其
稅
收
結
構
甚
大
。

唯
清
末
湖
南
的
支
出
以
「
解
款
」
與
「
軍
敢
費
」
占
絕
大
部
份
，
兩
者
合
計
，
占
去
財
政
支
出
的
百
分
之
七
十
至
八
十
，
而
湘
省
釐
金
的
開
除

，
自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來
{
向
以
揖
詮
軍
費
為
最
大
京
，
迄
清
亡
仍
未
稍
故
，
因
此
就
釐
金
對
清
末
湘
省
財
政
的
貢
獻
而
言
，
確
有
稍
籽
地
方
財
政

困
難
的
作
用
，
但
因
其
支
出
用
於
實
業
建
設
者
極
少
，
釐
金
在
晚
情
湖
南
的
支
出
中
僅
限
於
消
極
的
分
擔
軍
費
支
出
與
維
持
地
方
治
安
，
而
於
積
極

的
推
動
地
方
經
濟
建
設
，
則
無
法
發
生
作
用
。
龐
大
軍
費
成
為
中
央
地
方
財
政
的
瓶
頸
，
是
清
季
至
民
初
始
終
存
在
的
問
題
，
影
響
我
國
經
濟
近
代

化
甚
鈕
，
並
不
獨
湖
南
為
然
。
唯
釐
金
取
之
於
商
，
而
終
未
能
將
此
項
說
收
投
入
生
產
部
門
以
刺
激
經
濟
的
發
展
，
結
果
於
農
於
商
兩
皆
無
利
，
徒

致
病
商
擾
民
之
輯
闕
，
未
嘗
不
是
清
末
財
敢
上
的
一
大
憾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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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羅
玉
束
，
中
國
當
金
史
(
台
北
，
學
海
出
版
社
，
民
五
九
)
，
頁
=
-
O
八
，
湖
南
省
釐
金
。

-
7
.但
湘
良
當
齋
，
湖
南
釐
發
彙
黨
(
光
緒
十
五
年
刊
本

U
'
卷
一
，
頁
一
二
土
，
戶
都
遵
議
勝
保
奏
請
各
省
揖
帽
、
律
抽
釐
疏
。

=
了
﹒
彭
禱
新
，
『
清
末
中
央
與
各
省
財
政
棚
係
」
'
社
會
科
學
雜
誌
，
第
七
卷
第
一
期
，
民
卅
六
年
六
月
。

四••

吋
@
冒
a
D
E
S
-
『
E
F
E
E
F
g
t
。
H
H
E
H
B

旬
@
2
9
H
S
E
Y
H
Q
U
O
-
H
C
H
H
-
G
E
U
M
-
H
戶
的
@
﹒
困
戶
司
m
F

且

q
E
A
B
Z
旦
河
﹒

M
V
H
1
@
扭
扭
﹒
H
@
1
1
ω
﹒
甸
甸
﹒
∞
ω

﹒
ω
4
.

五••

回
-
P

﹒
出
@
m
V
H
將
我
國
的
釐
說
(
H
H

』n
u戶
口
廿

m
v
M
V
歷
史
分
第
三
個
時
期
，
自
咸
鹽
三
年
創
辦
釐
金
至
太
平
天
國
鐵
亡
(
一
八
五
三
至
}
八
六

四
)
為
第
一
階
段
，
自
太
平
天
國
鐵
亡
至
清
亡
(
一
八
六
四
至
一
九
一
一
)
為
第
二
階
段
，
自
民
國
元
年
至
二
十
年
廢
除
釐
金
(
一
九
一
二
至
一
九
三

-
v
為
第
三
階
段
，
見
戶
戶
ω
g
y
i
臼
言
。
。
Z
E
H
H
O
H
E
E
B
.
M
-
∞
2
.
H
ω
2
.

個
9
3
，
且

q
E
g
Z

立
句
句

@
2
.
U
F
@
2
.

H
V
門
@
且
可
阱
。
@
﹒
前
兩
階
段
為
清
代
部
份
，
第
三
階
段
為
民
屆
時
期
，
故
說
清
代
而
言
，
釐
金
可
何
以
太
平
天
國
覆

t
m
m分
界
，
創
為
前
後
兩
期
。

A
A
-
-
羅
玉
束
，
中
國
釐
金
史
，
頁
三
一
六
。

七••

周
前
番
，
頁
=
二
六
至
三
一
七
。

詮詮註



龍
八

••

一
吋
喜
-
o
g
g
d
F
囡
"
-
F
P
M
W
吋
E
E
H
S
H
U
H
S
@
Z
P
H
O
V
E
Y
H
d
g
L
φ
H
H
-
M
V
-
2
-
，

建
九

••

經
濟
學
會
錯
，
湖
南
全
省
財
致
說
明
書
，
歲
入
莓
，
鐘
金
頰
，
頁
二
。

誰
→
0..

謝
爾
各
種
釐
金
說
率
，
詳
見
鑫
玉
束
，
中
圓
鐘
金
史
，
賞
一
-
三
一
至
一
一
二
二
。

龍
一
-••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的
岳
州
閱
報
告
中
，
亦
估
計
湖
南
省
每
年
畫
金
駿
鐵
門
不
包
指
擅
釐

V
約
一
百
三
十
萬
爾
，
與
農
玉
東
估
計
的
數
字
吻
合
。
見

臼
愚
@
Z
S
E
Z
t
B
E
a
s
t
。
自
H
S
E
2
2
.
。
g
g

揖
-
E
M
E
z
-
-
E
.
E
.
、
叫
。
O
E
O
F
M
V
v
m
r
z
o
g
g
p
、

>
..

∞
@
@
V

註
了
一
••

參
閱
叫
@
F
O
E
@
臼
喝

p
a
-
P
@

切
@
2
H
P
吋
吋
吋
E
P
O悄
地

E
g
m
E
旦
出
的
普
@
G
R
E
偽
句
@
丘
。
戶
口
。
醉
于
H
S
H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所
學
報
，
五
卷
二
期
(
一
九
七
二

υ
'
頁
三
四
七
至
三
七
一
。

註
一
=
{••

農
玉
束
，
中
國
貨
金
史
，
頁
一
六
丸
。

詮
一
四••

H
g
宮
早
已
鼠
，
2
t
g
p
z
s
r
。
R
H
g
g
2
2
.
p
z
s
a
H
F
宮
門
m
﹒
回
。
-
2
.

旬
-
2
.
戶
。
。
已

龍
一
五••

戶
也
﹒
鼠
。
Z
Y
Z
@
時
B
E
E
R
H
E
E
H
H
H
m
廿
s
t
。
H
H
O

崎

G
H
H
M
O
門
時
，
H
M
E
T
H
O
O
T
吋
@
均
可
古
廿
R
V
-
P戶
o
q
﹒

註
一
六
••

羅
玉
束
，
中
國
資
金
史
，
真
八
七
。

註
一
七••

湖
南
全
省
財
政
說
明
書
，
恤
，
說
，
頁
一

詮
→
八
••

湖
南
全
省
財
政
說
明
書
，
歲
入
郁
，
釐
金
類
叫
頁
二
。

接
一
九
••

向
前
在
。

註
-
-
0
..
本
袋
係
相
似
讀
中
圓
a
a金
史
頁
三
一
八
至
三
三

0

，
湘
省
釐
金
開
餘
，
及
頁
五
五
二
至
五
五
七
，
第
六
十
九
、
七
十
、
七
十
一
、
七
十
二
、
七
十
三
袋
制
淚
。

註
二
一
••

羅
玉
束
，
中
圖
畫

A
E史
，
頁
三
二
。
一
。

註
三
二
卜
周
前
書
，
頁
=
二
丸
。

註
二
，
=
7
.
詳
見
中
圓
釐
金
史
，
頁
=
三
八
至
三
二

0

，
各
項
開
除
說
明
。

註
二
骨
闊
前
害
，
頁
三
二

0
，
及
頁
五
五
六
至
五
瓦
七
，
第
七
十
一
-
一
衰
，
湖
南
省
歷
年
本
省
行
政
費
分
析
。

註
二
五••

關
於
湖
南
省
歷
年
釐
金
收
支
比
較
，
請
參
閱
中
國
釐
金
史
，
頁
五
血

0

，
第
七
十
五
表
@

註
二
六
••

湖
南
全
省
財
政
說
明
書
，
摸
出
郁
，
財
政
簣
，
頁
二
。

詮
二
七
••

周
前
響
，
總
說
，
頁
二
。

註
二
八
••

叫
@
臂
，
s
z
u
d
『
戶
口
的
﹒
E
旦
時
，
M
E
H
O
H
H
E
H
S
O
吋
H
S
E
E
P
-
5
2
.
Z
H
H
﹒

w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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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m
v
d
u
H
@
A
F
﹒
∞
﹒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
一
九
一
一
)

四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歷
史
學
報

會
七
期

四

註
二
九
••

闊
前
註
。

註
三
0.•
乾
陸
十
八
年
(
一
七
五
三
)
，
全
國
開
說
收
入
占
總
稅
收
七
﹒
一
一
一
%
'
光
緒
知
四
年
〈
一
九

O

八
)
，
常
關
說
僅
占
二
﹒
=
-
w
沛
，
釐
金
占
可
=
了
六
侈
，

見
叫
叫
@
宵
，
G
F
E
H
H
F

凹
的
﹒
F
P且

E
N
m
v
t
。
甘
Z
E

宮

E
P
H
G
E
E
-
M
y
q
d
g
n
H
P
8
.
g
d
H
@
P
﹒
∞
﹒

註
三
一
:
會
回
莘
等
蟹
，
湖
南
通
志
〈
民
五
六
，
台
北
華
文
書
局
接
光
緒
十
一
年
重
而
本
影
印
)
，
卷
宜
。
，
賦
役
一
一
一
，
因
賦
一
，
頁
一
八
至
于
丸
。

註
一
一
一
二

••

按
張
崩
圈
，
「
中
國
近
代
化
區
域
研
究

l
湖
南
省
••

經
濟
近
代
化
」
門
晨
六
六
年
國
科
會

A
文
組
獎
助
論
文
，
未
刊
稿
)
，
頁
七

O
σ

註
三
一
月
一
••

闊
前
文
，
頁
七
一
。

註
三
四
••

湖
南
通
志
，
卷
五
丸
，
頁
一
。

註
三
五••

北
方
各
省
各
項
說
放
所
占
百
分
比
詳
克
林
鴻
紅
，
『
晚
清
的
游
片
說
冉
一
八
五
八

1

一
九
O
六
)
」

9
恩
典
言
，
十
六
卷
五
期
(
歸
六
八
年
元
月
)
，
真

五
立
了
表
十
三
。

註
主
六••

康
熙
七
年
(
]
六
六
八
)
，
湖
南
省
「
起
進
」
數
項
占
七
五
﹒
五
侈
，
「
存
留
」
古
之
間
﹒
五
侈
，
聽
隘
十
八
年
(
一
七
五
三

v
'
「
超
速
」
占
七
九
s

-
-
w
泊
，
存
留
自
二
0
.

八
w
m
'
見
張
朋
圈
，
吋
中
國
近
代
化
區
域
品
研
究
|
湖
南
省••

輯
濟
近
代
化
」

1
頁
七
二
，
第
十
三
寰
。

。
詮
三
七••

G
F
H
S
S
E
煩
悶
。
H
H
h
w

閃
H
H
O
a
D
E
E
p
a
伊
。
自
己
。
。
4
.
@
E
W
B
廿
E
H
H
P
M
n
@

古
呂

@
F
R
當

G
H
H
.
E
m
E
Z
。
且
戶
看
(
2

吋
m
廿
A
H
B
2

。
卅
甘
冒
冒
句
句
Z
H
E
寄
@
蝠
，
但
廿
島
$
0
8
2
3
暑
@
。
但
崑
O
Z
S
G
E
g
g
-
閩
詞
。
但
。
但
O
E
Z
。
有

-
d
o巴
巴
﹒

F
H
d
E
F

H
C
4
4
)
.
H
M
-
H
∞
﹒

詮
三
八
••

參
閱
張
勝
園
，
「
中
國
近
代
化
區
域
研
呀
!
湖
南
省

••

經
濟
起
代
化
」
'
頁
七

-
7

註
三
九
••

以
上
解
款
類
與
軍
政
費
類
各
項
鎧
費
細
筒
，
均
見
湖
南
全
省
飽
財
政
說
明
書
，
癱
倒
部
。

詮
四

0..
此
錢
鐵
翩
翩
圖
，
前
搞
文
，
頁
一
二
七

e

發
四
一••

郭
樹
縛
，
郭
侍
郎
奏
騙
(
民

E室
主
蓮
，
.
文
海
的
版
駐
了
頁
四
八

=
7
7
客
省
抽
釐
濟
且
閉
眼
薯
成
效
益
說
會
見
所
農
姐
"
溯
激
流
熱
值
四
剩
峙
界
線
」
。

註
四
二
••

g
主
鴻
輯
，
皇
朝
種
世
文
續
編
、
們
會
瓏
，
文
海
出
版
祉

v
'
卷
二
十
五
，
真
峙
。

註
四
三••

縛
按
鐘
，
「
清
宋
釐
金
制
趨
激
斬
、
論
餒
，
社
會
科
學
，
第
三
卷
了
二
期
企
持
(
民
卅
五
年
為
組
舟
，
福
建
省
研
究
院
社
會
蟲
科
學
研
究
所
旬
，
賣
八
六
.


註
四
月
，
伊
拉
﹒
M
W
S
Y
F
@
。
且

m
w
H
e肖

E
E
F
H
S
ω
-
H
∞
R
e
p
h
點
醉
，

註
四
五
-
e
m
詣
鬧
鐘
聲
彙
築
'
a
q十
八
，
頁
間
二
上
，
『
衡
州
局
酌
擬
指
則
真
」
。

註
四
六
;
闢
楷
書
，
翁
十
八
，
真
五
九
上
，
可
衡
州
周
酌
改
捐
則

J
m
」
。

註
四

L
u
i關
前
書
，
各
十
八
，
頁
間
倒
下
，
街
椰
州
局
續
陳
地
方
情
形
酌
鍍
摘
則
黨
缸
。

註
四
八
j
h糊
糊
甫
全
省
財
政
說
明
書
，
總
讀
書
貝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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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四
九••

關
於
美
洲
白
銀
與
我
國
物
價
上
攘
的
閥
蝶
，
詳
見
全
漢
昇
'
「
美
洲
白
銀
與
十
八
世
紀
由
國
物
價
革
命
的
關
係
」
，
在
中
國
糧
濟
史
論
叢
(
?
九
七
二
，

香
港
新
亞
研
究
所
，
全
二
珊
)
，
頁
四
位
五
至
五
一
五
。

註
五
。

τ
••

王
業
鍵
，
「
清
代
經
濟
鉤
論
」
9
食
貨
且
精
復
刊
二
卷
十
一
期
(
民
六
二
年
二
月v
。

註
五
一
-
••

清
代
，
糧
食
的
轉
運
不
斷
的
從
「
聞
發
中
區
域
」
向
「
巴
開
發
區
域
」
進
行
，
湖
南
屬
於
『
開
發
中
區
域
」
'
米
穀
出
口
為
其
區
域
間
貿
易
(
吋
@
的
U
Z
H
H
m
w

H
A
M
E
戶
@
)
的
最
大
宗
貨
物
。
摟
全
漢
昇
的
統
計
，
十
八
世
紀
早
期
，
兩
湖
-
帶
每
年
運
銷
長
江
下
游
的
稻
米
在
一
六

0
0
至
二
七
0
0
萬
石
之
間
，
馮

控
芬
亦
曾
指
出
，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
﹒
長
江
流
域
米
的
貿
易
量
約
三
O
O
0
至
四
0
0
0
萬
石
?
可
克
國
內
貿
易
的
增
加
。
湖
南
位
在
發
國
稻
米
生
產
地

帶
的
中
央
，
經
過
長
期
的
開
發
，
集
堤
防
泳
，
墾
鞠
困
地
，
到
清
代
中
葉
，
稻
米
產
量
激
構
，
成
為
運
銷
蘇
州
的
湖
廣
食
米
的
主
體
(
見
全
漢
昇
'
中
國

都
濟
史
論
叢
，
第
二
珊
，
「
清
朝
中
葉
蘇
州
的
米
糧
貿
易
」
)
，
故
其
初
級
生
產
(
育
H
B
P
q

】U
B
E
S
m
)
的
外
銷
霞
迄
清
末
仍
興
盛
不
寰
。
湖

蕪
鐘
發
彙
甘
肅
，
卷
一
，
頁
六
0

，
播
鼎
新
『
穀
米
幽
纜
仍
於
首
卡
描
畫
一
次
片
」
'
亦
說
明
光
緒
時
期
湘
省
米
費
運
銷
長
江
下
游
的
情
形
。

詮
五

-
7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
一
丸
。
一
)
，
岳
州
海
關
帶
辦
戶
。
﹒
困
戶
口
自
由
。
目
的
岳
州
釐
金
報
告
中
指
出

••

湖
南
因
重
用
士
紳
辦
釐
，
成
為
全
國
中
飽
之
弊

最
少
的
省
份
，
見
H
S
@
江
戶
H
E
z
t
g
c
s
m

廿
S
F
O
R
H
S
切
@
且
@
m
H
G
S
H
O

白
宮
冒

2
.

園
。
﹒
吋
g
F
O

司
(
H
C
O
C
W

M
M
-
u
ω
﹒

註
五
三
••

湖
南
釐
搗
彙
當
晴
，
卷
九
，
頁
九
四
上
至
九
六
下
，
員
紳
續
數
。

註
五
四
••

光
緒
十
五
年
，
治
省
二
十
八
個
釐
局
委
員
與
委
紳
的
人
數
詳
見
下
表

••

‘ a
CN

釐局名 官 耕 小計

城河局 1 29 30

精江局 1 6 ?

學東局 1 5 6

湘潭局 4 52 56

湘陰局 1 10 11

瀏鷗局 2 13 15

益陽局 2 18 20

圖畫峻局 8 18 21

{皮縣局 1 1 2

安化局 1 10 11

湘鄉局 1 ? 8

衡州局 5 47 52

雷州局 1 8 9

永州局 2 29 31

邵貪局 2 14 16

新化局 1 11 12

柳州局 1 20 21

室主註局 2 25 、27

岳州局 6 53 59

平江局 1 17 、 18

禮安局 6 33 39

禮慈局 2 9 11

津市局 O 14 14

常德局 5 56 61

辰州局 4 45 49

、洪江局 4 15 19

雙江局 3 11 14

托日局 8 12 15

總 計 66 588 654

資料來源:但湘良，湖南釐草草彙.

，各九，頁九六上至一

O五下，員紳額數。

註
五
五••

參
閱
何
烈
，
屋
金
制
度
新
探
(
民
六
一
，
中
國
學
術
著
作
獎
助
委
員
會

U
，
頁
二
三
七
至
二
三
八
。

釐
金
與
清
末
湖
南
省
的
財
政
(
一
八
七
五

j

一
九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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