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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内容介绍：清朝没有以对外贸易法或海外
贸易法命名的专门规范与管理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但《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事例、各部院
则例、皇帝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敕诏谕旨和经过皇帝御批的对外贸易章程规条等法律文献中具有非常丰
富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及相应制度的内容，各种法律文献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在对外贸易法制建
设中被锤炼成为一个主旨、立意和原则清晰的法规体系。

清朝建立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在中央政府所设立的礼部、户部、兵部、理藩院
均有一部分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
在户部之下设立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管理和征收关税的海关，海关监督由户部提名经皇帝批准，同时也
接受地方督抚的监督甚至直接由督抚兼管。
清朝政府坚持传统的朝贡体系，使外交与外贸高度统一。
清朝政府还建立了洋行制度，通过控制行商来控制对外贸易。

清朝初年曾经在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实行海禁，民间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
康熙统一台湾后开海设关也仅仅是极其有限地允许对外贸易。
它高度控制朝贡贸易，高度控制外商来华贸易及其在华的一切活动。
对中外贸易的区域、商品、船舶、商人、货币、经营等均规定了越来越苛刻的限制。
控制、限制、阻遏甚至摧残成为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的基本特征。

清朝在康熙时设立了闽、粤、江、浙四海关，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查验进出口货物并征收进出口关税
。
为此，清政府不断建立完善海关管理制度。

清朝海关征税均有定额，后来的正税额定制、盈余比较制、短收赔补制、陋规归公制等形成了关税额
的递增机制。
因此，清朝关税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

清朝对外贸易法制不但严格限制进口，而且更加严格地限制出口，甚至限制出口严于限制进口，相对
西方国家来说非常落后。
清朝对外贸易法制把反走私扩大化，防民甚于防盗，对违反禁令者处以重刑，使商人们动辄违法犯禁
并受到严刑峻法的惩处，具有明显的反动性。
因此，清朝的对外贸易法制在本质上是闭关锁国的劣法。

清朝对外贸易法制形成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维护作为封建专制统治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王朝的本能。
清朝疆域辽阔、人民众多、国力强大等因素也都把中国历史上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与天下共主观念极
大地强化。
而对于清朝政权来说，要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外人民贸易和交流，以防止异端势力与海外势力联合起
来从事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活动，是清朝对外贸易法制形成的根本原因。

明末清初的中国充满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机遇，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条件
和环境。
然而，清政府制定了以控制、限制、阻遏甚至摧残为基本特征的对外贸易法制，不论它在外贸法规制
定和外贸制度建设的技术层面较前代有多大的创新，都只能强化其劣法本质，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当
然也就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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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但引发了频繁的涉外争端和冲突升级，还摧残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
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变轨冲动，中国社会被严防死守在传统的老路上缓慢走向贫穷
、落后、挨打。

 《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的作者是张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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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堂，1958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市。
先后获得河北师范大学学士、东北师范大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国际贸易专业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实务与惯例、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壁垒。
代表作品有《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惯例通论》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两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社会责任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及对策研究》的主持人。
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经营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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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督抚将军对海关的兼管与监督明清时期，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行政区域，在经济文化
比较发达的广大汉族地区设立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组织。
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重要省区设立将军、都统、大臣等，统管某一区域的全部
军政事务，为正一品大员。
总督一般管辖数省，巡抚管辖一省，均为封疆大吏，代表皇帝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
总督为从一品官，巡抚为正二品官，督抚例兼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
由于督抚统辖一方，权力很大，清朝前期基本上由满人和汉军旗人担任总督、巡抚。
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总督大多依然是满人。
为了达到总督和巡抚相互监督和牵制的作用，有的省区，既有总督，又有巡抚，还有督抚同驻一城，
事权不一，十分混乱，而专制皇权反而从这种混乱中可以更牢固地控制地方。
督抚作为地方最高长官，不仅仅具有行政权力，而且具有参与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很多权力。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时代，皇帝可以随时收回督抚的全部权力或部分权力，也可以在一般督抚的权
力基础上赋予更多更大的其他权力。
清朝康熙统一台湾后，在东南四省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便设立监督和相当于副监督的笔帖式，负责
海关的行政管理、进出口船只货物的稽查和税款的征收。
各关监督向来被统治集团成员视为肥缺美差，清朝在漫长的东南沿海线上仅仅设立了区区四个海关，
加之清朝严格限制中外贸易，海关监督权利很大，寻租的机会很多，因而，清朝海关监督的贪渎行为
极为普遍,尽管清政府缩短其任期为一年，但在中央政府各部院官员中经过轮流抽签的办法选任海关监
督及其属员等大小官吏，这些任职海关的幸运者都很珍惜难得的“肥缺”机会和宝贵的贪索时光，疯
狂受贿与勒索，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此类案件不胜枚举。
为了杜绝此弊，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的一段时间里，海关监督及属员的选派制度和海关管理制度发
生了很大变化，陆续将各海关交给地方督抚、将军和织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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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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