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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国厘金制度的思考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6月24日  张宏 

[摘要] 我国的厘金制度产生于1853 年, 它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恶税”, 对我国近代税

制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针对当前一些大学生在历史学习上对“厘金制度”的生疏和不理解, 

本文主要从厘金制度的产生、特点、弊端、废除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以增强我们对近代历史上

“厘金制度”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 厘金 制度 兴起 废除 

厘金, 又称“厘捐”, 是一种货物产销税, 征于货物生产、过境和落地销售过程中。是19 世纪

50 年代到20 世纪30 年代中国, 能与田赋、关税及盐税并称的最主要主要税种。厘金正式创办于清

朝咸丰三年( 1853 年) , 于民国二十年( 1931 年) 被最终裁撤, 共历时78 年。它原本是清政府筹

措军饷的临时措施, 后来推行全国。是晚清和北洋军阀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的来源之一。针对当前一

些大学生在历史学习上对“厘金制度”的生疏和不理解, 有必要对厘金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 

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同时也增强了当代大学生对近代历史上“厘金制度”的认识和了解, 

丰富了历史教学。 

一、厘金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 

( 一) 厘金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般认为, 厘金产生于1853 年( 咸丰三年) , 但根据近几年发现的挡案史料, 证明像厘金这种

“遇物抽税”的征税方式,在某些地区早已出现。如“道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光化县正堂加十级记录

十次陆炯为出示晓谕事”一文记载, 老河口一带连遭大水, 石坝多有倒塌, 为减少损失,“应即按照

该县士等所议,觞令各行等, 抽收厘金, 以为未雨绸缪之计”。[1]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关于厘金产

生的最早的史料。到清朝末年,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财政日夜紧张, 国家陷入财政危机, 

国库空虚的程度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在清朝的繁荣时期的1781 年左右, 清王朝每年可有7000 余

万两的白银库存。而到了1848 年, 户部仅有的存银约不过123 万9 千余两。而在两年之后的1850 

年清政府的库存已接近入不敷出。财政的空虚使清政府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据

统计, 鸦片战争使清政府付出的军费和赔款共计约4600 余万两, 再加上英国侵略者在中国各地抢走

的约600 万两的银钱财物, 使清政府的中央及各地财政更加吃紧, 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另外, 由于

当时的鸦片贸易所引起的贸易逆差, 致使我国平均每年外流白银至少已超过1000 万两。如此巨大的

白银外流使得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出现银贵钱贱的现象。这不久危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同时也严重

威胁着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然而, 对于正在因为财政危机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来说。1851 年1 月所爆发的轰轰烈



烈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远动, 更对其财政的崩溃造成了更为致命的打击。为了镇压太平天国

运动, 清政府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 仅1581 年到1583 年的三年时间, 已耗费2963 万余两白银。这

使得“病入膏荒”的清政府, 不得不为筹集军饷而四下寻找可以增税敛财的新渠道。 

咸丰三年( 1853 年) , 清政府刑部侍郎雷以诚于长江边上设置关卡, 对经过此处的来往船只实

行所谓的“劝捐助饷”,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解决了当时军饷问题。于是雷以诚采纳了幕僚张江的

建议, 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 并称之谓“捐厘”。不久他又在扬州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开设

厘局, 收效很大。第二年( 1854 年) , 雷以诚即上奏咸丰皇帝, 请求推广“捐厘”以助军饷。这对

于此时正在为求财无门而苦闷彷徨的咸丰皇帝来说无疑是推广厘金。由于厘金产生后收入甚丰, 大

大有利于军饷的筹集, 不久便在全国迅速铺展开来。到了1861 年, 全国已有19个省份创办推广厘金

制度。可见, 此时的厘金已有原来的一个地方性、临时性的筹饷方法演变成全国性、正式性的税收

政策。 

( 二) 厘金的特点 

厘金按其征税品种的各不相同, 可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等很多类别, 其中以百

货厘举办最早, 范围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通常我们所说的厘金, 指的就是百货厘。百货厘的征税

对象多为日常用品, 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所需之物,几乎全部都被列在其中。另外按征税地点的不

同, 可分为出产地厘金、通过地厘金、销售地厘金三类。这些各种各样的厘金税种概括起来说, 都

具有征商或通过税的性质。 

厘金作为清朝末年清政府新增加的一种工商业税制, 就其产生而言有其历史的原因, 同时也反

映出当时社会的需求。它与清政府当时的主要正常税制: 地丁、漕粮、盐课等有很大的不同, 即其

具有很大的“扩张性”。正是这种“扩张性”, 使得腐朽的清政府可以随意征收税金, 从而能获得

更大的税收收入。因此, 到了1861 年后厘金制度便基本上被清政府固定了下来。那么作为有别于其

他商业税的厘金, 在其成为一种极不规范的商业税后, 其本身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厘金的征收对象具有复杂性。像厘金这样大范围的征收税金, 可以说在中国税赋历史上

是罕见的。它见货就征, 不问据巨细“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 日用所需之物, 无一不在

被课之列”。[2]而且, 厘金的征收门类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以厘金创办最早的江苏省为例, 1875 

年全省课厘货物共有25 类, 包括货物1241 项之多。就连在当时较为落后的四川省,课厘货物也达到

15 类894 项。因此当时厘金在中国甚至达到了“只鸡尺布, 并记起捐; 碎物零星, 任意扣罚”[3]

的地步。由此可以看出厘金征收范围之广, 征收项目之繁, 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最为繁杂的税

种之一。 

第二, 厘金税制具有征收的不明确性。因为厘金原是清政府在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而

采取的临时性的筹款措施。故从其一开始便是无章可循的税制, 中央政府对于厘金的征收并无统一

的规则, 而是由地方官员自行掌握办理, 自定章程。这与一般税制所具有的: 具体性、统一性、固

定性的规则具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1861 年户部曾经为全国的厘务拟定过八条章程, 但各地方政府

各自为政,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中央阳奉阴违, 使得八条章程形同废纸。至此, 直到清王朝灭亡之

日, 厘金制度仍是一个无法度可守, 无章程可循的税制。 

第三, 厘金征收机关具有庞杂性。清朝各省办理厘金, 最初是在军需时期内, 多是由粮台、军



需局及筹饷局等机关经理其事。其后普遍设立专局管理厘金业务, 在全国设立总局, 总局下设各分

局卡。但是由于厘金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所以各地官员便乘机在各官道隘口乱设局卡, 使的清朝厘

金局卡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形成全国局卡林立, 遍及各个角落。全国各地最多时曾有大小厘

局、分卡一万处以上, 以至在全国形成了“五里一卡, 十里一局”的局面。 

二、厘金制度的弊端及废除 

( 一) 厘金的弊端 

我们说, 厘金的出现并不是毫无积极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厘金的实行开创了对流通中商

品进行征税的先例, 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这可以说是中国税制改革史上的进

步。然而, 厘金制度的实施所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也是毋庸质疑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厘金制度是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中小商人残酷的经济勒索, 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

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我国仅有的少量近代手工业、工业本身就先天不足, 其发展又

受到国内的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及外国资本的共同挤压, 生存的空间本来就很小。而厘金制度的实

施则更加重了对近代手工业和工业发展的阻碍, 加速了手工业者走向破产,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

难。如广东三水、佛山等地本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工艺之目, 咸萃于此”, 但“军兴以来, 创设

厘税, 遇卡抽验, 勒索万状&#8943;&#8943;自三水设厘卡, 而市面为墟矣。佛山一埠,而百行亏折

矣”。[4] 

第二, 厘金制度的实行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在当时国内厘金局卡数量

已达到了“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的地步。加上各级官僚的重重盘剥, 这无疑增加了商品流通的环

节, 限制了商品流通的速度, 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 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流通量和购买量。由于连

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物品的流畅都无法满足, 所以说厘金加速了全国出现各地区间的经济分

割, 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三, 厘金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一方面, 厘金的征收大大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

价格, 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收到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 在国内由于厘金制度的商税

都是对中国商人征收的, 外国商人进口的商品享有各种特权, 不用负担繁琐的厘金税。这样就使得

国货商品的税率比外国商品一般要高出至少3—4 倍, 从而使得洋货轻而易举的取得了在我国国内与

我国产品竞争的优势。有利于洋货向中国的倾销, 并占领中国市场。这对于艰难起步的中国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发展则是严重的摧残。 

( 二) 厘金的废除 

厘金无论是性质还是实践结果, 都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反动性。厘金制度实施后, 虽然缓

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但同时也为各级官员私饱中囊、横征暴敛提供了便利。正因为如此, 厘金制

度不但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 各地抗厘斗争连绵不断, 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有许多有识之士

激烈反对厘金的继续存在。如早在同治三年( 1864 年) ,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 左付都御史全

庆、曾国藩等认识到厘金的危害, 并多次奏请朝廷尽快裁撤。但是因为这种税制能提供大宗的收入, 

急功近利的统治者自然视为至宝, 怎么也不肯放弃偌大的财源。据统计, 在厘金收入最好时期, 厘

金一年的收入比清政府原来一年的财政收入还高出3—4 倍。而同治年间, 清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

的所有军饷几乎全部都来自于厘金所得的收入。所以,对于清政府而言, 厘金虽有很多不利之处, 但



为了考虑其当时及日后的财政, 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 清政府不仅没有能完成裁撤厘金的任务反

而让厘金默然取得“经常正税”的地位。北洋政府时期, 由于年年的军事混战, 军费开支巨大, 中

央和地方都把厘金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财政来源。所以, 虽然政府曾规定要将厘金改办为产业

税。但由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 中央政府的改革法令根本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贯彻。而此

税制法令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裁厘更是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进入民国以后, 厘金已被舆论指责为“恶税”, 执政当局也认为厘金是为“不良之税”。此时

的厘金已成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 它的继续存在不仅遭到国内商界的激烈反对,也因厘金

已严重影响到了列强的利益, 因而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反对。一方面, 在国内批评厘金扼杀国内工商

贸易、造成政治腐败的声音日夜高涨。全国的商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集体抵制厘金, 并不断

向政府游说, 纷纷对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 对于各国列强来说, 洋货虽然不直接受到抽厘的危

害, 但厘金制度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窒息中国经济, 最终也会影响到外国产品的销售。何况各地厘

卡有借故对洋货留难勒索的情况。 

对此列强列也认为厘金制度是“对于贸易是巨大的障碍”。他们也同意裁厘, 并不断给国民政

府施压, 甚至要求把裁撤厘金制度作为实现中国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 南京的国民政府表示要“将万恶之厘金及类似之制度, 彻底清除, 以苏

民困”[5]。于是1928 年7 月正是成立了裁厘委员会, 制定《渐撤国内通过税施行大纲》, 开始进

行裁厘的准备。1930 年12 月15 日宋子文主持裁厘会议, 并通电全国宣布“全国厘金及厘金变名之

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捐、落地税, 及正杂各捐税中之含有厘金性质者, 又

海关三五十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常关税、子口税, 复进口税等, 均应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律

永远废除。自二十年一月起上列征收机关民义, 绝对不得再行存在, 如有籍故延宕, 巧立名目, 阳

奉阴违, 自便私图者, 是居心违背功令, 法律固属不容, 公意亦所共弃”[6]。通电发布后, 得到各

省响应。1931 年1 月1 日起, 裁厘终于实现。自此, 作为三大恶税之一的厘金在中国社会基本消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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