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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明清盐业史研究 

元明清时期的盐业在唐宋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继续实行间接专卖，发挥商人的作用。元代
盐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关于明清盐业史的研究成果则十分丰硕。 

(一)元代盐业史研究 

元代盐业史的研究除了几部盐业和盐政通史外，专题论文不多。[日]田山茂<关于元代的榷

盐法》(《史学研究》1937年第9卷第2期)、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历史论

丛》第1辑，1964年)是较早论及元代盐法及盐政问题的成果。[日]左伯富《元代的盐政》

(《中国研究集刊》1985年6月第2辑)、高树林《元朝盐户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
第4期)探讨了元代盐户问题，同时也涉及元代盐法，特别是元代盐法沿革及“引盐区”等

问题。林树建《元代的浙盐》(《浙江学刊》1991年第3期)分析了两浙盐场的变化、食盐产
量及生产组织形式，并探讨了两浙盐销界、运销方式、盐价、私盐、亭户等问题。李斡

《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则探讨了盐课、盐运、灶户等问题及盐

业经济对元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程龙刚《元代四川盐业生产》(《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

3期)就元代四川盐业的产地、产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生产技术与生产衰落等情况

进行了论述。[日]吉田寅则对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进行了研究⑤。白广美《中国

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海盐晒制技术始于元代的福建盐

场，至明代逐步推广。并论述了古代海盐晒制技术的4种方法及主要海盐产区晒制技术的发
展概况。 

(二)明清盐业史研究 

明清盐业史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出现了不少的成果⑥。此后至八十年代以前，仍有一

些成果，如徐泓的《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台大文史哲学报》1974年第23期)、
《明代前期的食盐生产组织》、《明代中期食盐运销制度的变迁》(《台大历史系学报》

1975年第2期)、《明代后期盐生产组织与生产形态的变迁》、《明代后期盐政改革与商专

卖制度的建立》(《台大历史系学报》1977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及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的

盐商》(《扬州师院学报》1962年第16期)等。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仍然是八十年代以后，

这一时期最系统的明代盐业研究成果是刘淼的《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1版)，该书探讨了明代盐业的生产技术、产权形态、灶户组织及赋役形态、引盐运输
体制、开中制、票盐制、食盐配给制等问题。 

陈诗启《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论述了灶户和封建主的
生产关系，并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论述了这种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盐业的生产和组织
变化，推论出在后期灶户急剧分化的条件下，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薛宗正《明

代灶户在盐业生产中的地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探讨了封建国家严密
控制下的盐业生产、灶产人身解放的历史过程、灶户生产的发展及其性质等问题。薛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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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封建官府统制下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辑)还论及了明代的盐政管
理机构、封建官府严密统制下的盐业生产与灶户等问题。此外，藤井宏、佐伯富、徐泓等

也论及了明代灶户问题⑦。刘淼《明代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从明代
海盐生产工序的角度探讨了明代海盐主要产区的生产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史继刚：《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
期；《宋代私盐贩阶级结构初探》，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前引漆侠：《宋代

经济史》下册。姜锡东：《关于宋代的私盐贩》，载《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罗益

章：《宋代官吏的私盐贩卖》，载《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分见郭正忠：《契丹盐业及盐务管理》，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论辽代

盐体制的变化》，载《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金代的盐司与分司体制》，载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载《河北学刊》1997年第2
期；《西夏地区古盐产资源考辨》，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王兴文：《金代

盐业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吴慧：《辽金元盐法考略》，载《盐业史

研究》1988年第1期。 
③[日]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载《东亚经济研究》1934年第18卷第2
期。[日]小幡信一郎：《青白盐与乌池、白池》，载《京城帝大史学会志》1936年第10
期。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载《食货月刊》1976年第5卷第10期。马淑

琴：《西夏与北宋的青白盐贸易》，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杜建录：《宋夏

青白盐问题》，载《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 
④林文勋：《宋代食盐与周边民族关系》，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张秀

平：《宋代榷盐制度述论》，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略论宋代的榷盐与边

防》，载《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 
⑤[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1月版。 
⑥何维凝：《明代盐务概观》，《明代盐军与灶勇》，《明代之盐户》。分载《人文》

1933年11月刊，《益世报》1937年3月21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4年第2期。朱

庆永：《叶淇与明代的“开中纳粟”制度》，载《大公报经济周刊》1935年3月13日。刘

厚泽：《明盐杂考》。载《中和》1943年第2期。吴云瑞：《明代之盐法》，载《中央日

报》1947年11月12日。日本学者藤井宏、左伯富等刊发于四十年代的一批论文。 
⑦ [日]藤井宏：《明代盐场的研究》(上)(下)，分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3期，

1952年、1954年；《关于明代的户口食盐法》，载《社会经济史学》1943年第13卷第3
期。[日]佐伯富：《关于明代的灶户》，载《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4期，1985年。徐

泓：《明代前期的食盐生产组织》，载《文史哲学报》第24期，1975年版；《明代后期盐

业生产组织与生产形态的变迁》，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76年版。 

李三谋《明代万历以前制盐业的非官业性》(《江汉论坛》1986年第3期)对学术界关于明代
前中期盐业生产形式是官营性质提出质疑，认为正盐中既有纳税的内容又有交换的性质，
还有应役的因素，灶户虽受国家一定程度役使，但不能因此抹杀盐业的私营经济性质。方

志远《明代的户口食盐和户口盐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探讨了户口食盐
法的推行及其向户口盐钞的演变、食盐与盐钞的分离等问题。李珂探讨了开中制下的盐商
守支及报中不前、商灶购销脱节等对灶产状况和对明代盐制的影响①。黎邦正《试评明代

叶淇的盐法改革》(《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则探讨了叶淇的盐法改革，认为叶淇改革
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盐法变革，为清代盐制奠定了基础。林枫《明代中后期的

盐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以两淮盐利为例，探讨了明中后期开中制下

的盐税，分析了三商的经营成本及官盐销售量。刘淼《明代召商运盐的基本形态》(《盐业

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论述了在开中法条件下的“召商运盐”基本形态，对“中纳盐粮”
制度的基本内容、开中则例及其确定，以及朝廷“召商”参与盐粮交易的性质诸问题进行

了系统分析。张丽剑《明代的开中制》(《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开中制产
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剖析了开中制与移民及屯田的关系。李龙华及日本学者藤井宏、

中山八郎等也论及了明代开中法②。李绍强《论明清时期的盐政变革》(《齐鲁学刊》1997
年第4期)分析了从明到清榷盐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必然性、盐商资本流向及与封建官
府的各种厉害关系，指出了盐政变革的局限性和循环性。吴慧《明代食盐专卖制度的演

变》(《文史》1984年第26辑)则论述了食盐专卖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余三乐《明庞尚鹏

疏盐对策浅析》(《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探讨了明嘉靖、隆庆之际的盐政状况及庞尚
鹏疏盐对策。 

薛宗正、张皓、张正明等探讨了明代盐商问题。薛宗正《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中国史



研究》1980年第2期)探讨了开中制与开中盐商、内商和边商的分化、纲运制与包销商人等

关系。张皓《略论明代盐商资本的形成与发展》(《青海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论述了明
代盐商资本的来源和积累过程，并分析了盐商资本转为产业资本的方式。张正明《明清时

期的山西盐商》(《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探讨了明清时期山西盐商的构成、经济状况、

经营方式等。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探讨了明
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的一些情况。此外，朱宗宙、藤井宏、寺田隆信等也探讨了明代的盐
商问题③。 

关于对各区域的盐政问题研究。汪崇筧探讨了明万历时期的盐利情况及清乾隆时期盐商营
运方式、江广口岸平均盐价等。赵毅探讨了明代淮盐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认为洪武三年至
万历四十四年淮盐的流通为官收商运商销制，万历四十五年至崇祯十七年为商收商运商销
制，明政府通过核对查验盐粮勘合、盐引和水程图格来实施管理，并分析了盐商分化和淮
盐壅滞的原因。张笃勤论及了明清淮盐分销概况及其对城市经济的影响④。曾玲《明代前

期的福建盐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认为，官府对食盐的垄断权贯
穿了从开中到销售的全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官营逐渐朝民营转变。

陈铿、赵建群《明代福建盐运制度的变革》(《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指出福建盐运有
两种变革：运输方式由袋包制改为散装船舱，每引由二百至四百斤改为一千至一千三百斤

以促进运销。覃延欢《明代广西盐法刍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认为，
明初广西盐法实行开中制。但至中叶后，盐法逐年密酷，成为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重要原

因。余永哲《明代广东盐业生产和盐课折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认
为，广东是盐课折银最迅速的地区，这与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有关。孙

福海、王金令《明代营口盐业》(《营口师专学报》1991年第3、4期)论述了营口盐业的发

展状况、管理形式及发展原因等问题。黄国信《明清两广盐区的食盐专卖与盐商》(《盐业

史研究》1999年第4期)论述了明清两广盐区食盐专卖制度中的若干重要制度及其下的商人

活动。黄培林、钟长永主编《滇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7年6
月版)则论述了明代云南盐产地和制度结构及清代云南盐业的发展和盐产地布局的改变。董

郁奎《明代江浙盐业述略》(《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探讨了明代江浙盐业生产、盐业政
策及其社会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分见李珂：《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之探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5期；《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再探》，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②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1年第2期。

[日]藤井宏：《开中法的意义及其起源》，载《加藤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

房，1941年版。[日]中山八郎：《开中法和占窝》，载《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
丛》，座右宝刊行会。 
③朱宗宙：《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封建政府关系》，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4期。[日]
藤井宏：《明代盐商的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

史论丛》，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版；《新安商人的研究》，连载《东洋学报》第36卷
1、2、3、4号，1953年6月、9月、12月和1954年3月。[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版。 
④汪崇箦：《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赵

毅：《明代淮盐流通及管理机制》，载《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张笃勤：《明清武汉

的淮盐市场与城市经济》，载《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清代盐法研究最系统的成果是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该
书对清代盐政的主要问题，如盐业的恢复与盐务的管理、销区、盐课、私盐、盐商、盐政
改革等问题的沿革演变及历史原因作了系统论述。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与盐业

生产》(《清史论丛》1983年第4辑)探讨了清代前期盐法的演变、盐商资本的动向以及盐业
生产中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等问题。王佩环《清代前期盛京地区官盐生产供销

概述》(《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论述了盛京地区的官盐生产及其供销概况。洗剑民

《清代广东的制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第3期)论及了清代广东制盐业的发展、生产规
模、经营方式、生产技术及本行业的特点。刘广志、林元雄、刘德林、彭久松等探讨了清

代四川井盐的生产技术问题①。[新加坡]姜道章《论清代中国的盐业贸易》(《盐业史研

究》1989年第2期)论及了清代盐业生产中心、国家控制、贸易网络、运输手段与市场区域
的空间结构。有关板晒法的发明时间，学者颇有争议。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

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认为，在明代的福建首创了板晒法，康熙中期

后，板晒法由闽南移民传人江浙，逐渐推广到浙江各盐场。朱去非《盐板晒盐考》(《盐业

史研究》1990年第3期)、[日]渡边惇《板晒法的兴起及其影响》(《东洋史研究》1963年第



21卷第1期)认为，浙江的板晒法始于清嘉庆年间，陈锋赞同此看法②。 

萧国亮《清代盐业制度论》、《清代盐业制度论(续)》(《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2期)
探讨了清代引岸制的内容、特点及运行过程、引窝的起源及其性质、盐引的管理等问题，

并与明代作了对比分析。陈锋《清代盐法考成述论——清代盐业管理研究之一》(《盐业史

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清代盐法考成的内容包括产盐考成、征课考成、销引考成、缉
私考成四个方面，涵盖了食盐产、运、销各个环节，并通过对盐政官吏的盐法考成，以达
到整肃吏治、保证盐产、疏销盐引、完纳盐课的目的。其《清代三藩之乱期间盐课岁人辨

析》(《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则提出三藩之乱期间盐课急剧下降之说值得怀疑，由于这
一期间清廷在盐课征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加征，盐课的实际征收额反而空前增加。张正明

《清代河东盐课摊归地丁试析》(《山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探讨了盐课摊归地丁制度

产生的原因、实施办法、作用和利弊等。李克毅《清代的盐官与盐政》(《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1990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盐官对盐政的影响。刘洪石《略论清代的票盐改革》

(《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4期)探讨了嘉道之际淮北的票盐改革，认为“纲盐改票”是一场
经济领域的革命，将官督商运改为官督民运民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孙晋浩《清代

盐政专商制的危机与改革》(《晋阳学刊》1989年第3期)认为，专商制的盐政体制在前期使
清政府获取了高额盐税，但嘉庆以后，由于专卖盐商经济实力的削弱和私盐的泛滥，出现

了盐政危机，盐政改行了票盐制，但不久又复行专卖。石蕾《清代盐业的变迁》(《镇江师

专学报》1994年第1期)提出了与孙晋浩相同的观点。张小也《李卫与清代前期的盐政》

(《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则论述了李卫在滇、浙实行的盐政措施和改革。 

不少学者探讨了清代地方盐政。徐凯希《略论晚清川盐破岸行楚》(《江汉论坛》1992年第

9期)指出，清初实行引岸专商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淮盐阻梗。川盐进入两湖

市场，推动了近代两湖行盐制度的演变。汪士信论述了徽商经营淮盐的情况③。林永匡探
讨了清初长芦、两浙、山东、两广和福建盐场的分布、恢复运司盐业产销、打击私盐等措

施及作用④。陈然《试论清初对自流井盐的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论述了清初
对自流井盐的整饬和恢复，指出清初对自流井盐的开发是开发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建

昌《西藏盐业及盐政史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探讨了西藏盐产种类和分
布，认为藏盐向为民营，清末依内地例建盐政，征收盐税。何珍如《康熙时期的云南盐

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论述了清初云南的井盐生产及清政府对盐务的

管理。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枭》(《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辑)论及了专商引岸制
度、余盐措置与盐课归丁、封建盐务腐败与官引走私活动及四川盐枭的有关隋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刘广志主编：《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地质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林元雄等：《中国

井盐科技史》，四川科技出版社1987年12版。刘德林、周志征：《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研

究》，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彭久松、陈然：《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5月版。 
②前引郭正忠《古代编》。 
③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载《中国经

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分见林永匡：《清代的长芦运司盐政》，载《河北学刊》1983年第3期；《清初的两浙

运司盐政》，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载《山东师大学

报》1984年第4期；《清初的两广运司盐政》，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清初的福建运司盐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关于私盐问题研究。王小荷《清代两广盐区私盐初探》(《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论述了
私盐的来源、贩卖情况、贩私人员、私盐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和影响等问题。吕一郡

《清代湖广私盐浅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分析了湖广私盐活跃的原因及

意义。黄国信《清代两广私盐盛行现象初探》(《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比较了两广人

口和官盐额定销量，指出两广私盐高于全国，并分析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日]渡边惇

《清末时期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以与私盐流通的关系为中心》(《盐业史研

究》1990年第2期，原载《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集》1982年9月版)则探讨了长江下

游、江浙地区的私盐流通及其密切相关的青帮、私盐集团的活动。[日]佐伯富《清代盐政

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认为，私盐泛滥的主要原因是私盐质优价
低，购买方便，政府缉私不力。陈锋认为，盐商与枭徒的勾结及贪官劣吏的借官行私也是
私盐泛滥的原因①。 



盐商问题也颇受关注。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清史论丛》1983年第4辑)探讨了清前

期的山东盐商。宋良曦《清代中国盐商的社会定位》(《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
清代的中国盐商拥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具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形成了众多商业资本集团，

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小荷《清代两广盐商及其特点》(《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
辑)论述了两广行盐区盐商的特点、经历的变化及原因。刘德仁、薛培《略论清政府对盐商

的控制与利用》(《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认为，清政府对盐商实行控制与利用的政
策，集中反映了清朝统治者与盐商的政治经济关系和结合原则。关于两淮总商的设置时

间，王思治、金成基《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及前引王
方中文认为，应设置于康熙十六年；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则认为，应在顺治年间，只

不过康熙十六年左右，明确规定设置24总商。左步青《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故宫博物

院院刊》1986年第1期)探讨了清代盐商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自流井盐业世家》(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5年2月版)则述及了自贡

地区100多年来，十多个盐业家族集团的兴衰史，成为盐场变迁及见证中国早期资本主义
萌芽的一个历史缩影。  

不少学者还讨论了清代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简锐《清代中期中国盐业的资本主义

萌芽》(《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清代中期在11个产盐区中，四川井盐、河东
池盐和两淮海盐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前两者以工场手工业为形式，后者以包买商为形

式。张正明《河东池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7年12月版)论及了盐池地区经济条件、畦归商种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与其受阻发

展的原因。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认为，
清代乾、嘉时期四川井盐在富荣、犍乐等生产较为发达的盐场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许

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清乾隆后，四川井盐
业中存在着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彭泽益《清代四川井盐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

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认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雍正时期已具资
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到乾隆时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陈锋则
认为，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近代意义上的手工业工场的出现，应在“川盐
济楚”以后②。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收集了契约785件，文书65件，上起1732年，下迄

1949年；其类型复杂，计有凿井、买卖、租佃、借贷、合伙、分关、诉讼等种，生动地再
现了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面貌，且连续性强，有的井、灶、笕长期形成的数十件契
约，对于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和早期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何亚莉(1980—)，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前引郭正忠《古代编》。 
②陈锋：《清代两湖市场与四川盐业的盛衰》，载《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出处：《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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