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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代+盐引,的法律特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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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盐引&是作为盐务制度中国家与盐商之间法律关系的书面凭证而存在" 通过对清代%盐引&

的实际运转流通情况的考察$并结合目前学界提出的几种比较重要观点$可以看出$清代%盐引&的内在特征在于它代表的是

国家特许经营权$表现形式则体现出强烈的行业垄断性$并具有规范交易的功能和一定的信用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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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中$物资生产受到了统治

者的高度重视与严格控制$一直由国家进行垄断经

营* 历朝历代的专卖制度的形式范围屡有变化$以

-引.为凭的专卖制度也应运而生$-盐引.更是其

典型代表* 食盐作为社会生产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及战略物资$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食盐

供应的稳定关系着国计民生* 春秋齐桓公与管仲

曾有对话$桓公曰%-何谓官山海4.管子曰%-海王

之国$谨正盐?.* 从宋代开始$-盐引.就作为盐

务制度中国家与盐商之间法律关系的书面凭证而

存在* 明朝开始实施-开中法.$令商人输粮供边塞

军士食用$朝廷付给商人凭证$即为-盐引.* 商人

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

卖品$商人获利颇丰* 清大抵沿袭明制$推行-官督

商销.制度$直到清道光十二年!!'B% 年"实行盐法

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才逐步取消了

-盐引.和盐商对盐业的垄断制度* 清代对-盐引.

制度的继承与改革是清代市场贸易的重要组成部

分及关键因素之一$对盐引的法律性质的分析也有

助于理解清政府与盐商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当前学界对+盐引,性质的界定

周庆云'盐法通志 I引目十(称%-盐引之制$

肇于宋$具体于元$详于明$迄清而大备* 印造刊

发$权操于上* 领新缴残$不厌精详*. 可知初时$

盐引又称-盐钞.$在宋代作为取盐凭证而出现$盐

商只有取得得盐引$才能进场配盐)按引销盐* 据

'宋史5通货志(载%-盐引每张$领盐 !!D?K 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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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贯*. 可见-引.不仅赋予了盐商经营权$同时也

作为食盐的计量单位使用$规定了食盐生产销售的

总额* 其后不同朝代盐引的 -引法.各有变化*

'清盐法志(卷五-职官门 I官制.明确指出%-盐

引.是盐商的运盐凭证并载明法定数额%-官商运

盐$领引为先$盐无引而出场或有引而数不合$法必

随之*.

从目前可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近年学界对-盐

引.和-盐票.的性质进行法律界定的学术论文仍

然较少* 关于-盐引.的法律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

如世产说)有价证券说)契约说)许可证说等多种观

点* 如丁钰著'清代盐法的公法问题管窥(一文$作

者并没有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行政法的争议做出

讨论$而是直接试图从行政法史的角度挖掘清代盐

政中的一些公法问题#通过对前人观点的分析总

结$进一步提出-盐引.和-盐票.蕴含的公法意义

上的法律性质$直接运用现代行政法概念将其最终

界定为带有行政许可性质的营业权先前完税许可

等*

+!,张世民教授的'清代盐务法律问题研究(一

文$对上述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基于对各个概念的现

代定义基础上做出的$并从法学角度$总结了专卖

制度的构成要件*

+%,

在对盐引制度法律性质的认识问题上$笔者认

为如果简单的以现代概念对古代制度进行牵强概

括$或者以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去衡量一项古代制

度的社会效用的做法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与其停留

在广泛性制度的表层$不如深入制度在其社会微观

运行层面进行实证研究* 论者虽然不可避免地要

运用到现代概念$但进行比较与总结时不能强求完

全的一致性$而应主要从行为特征的客观角度对其

中的相似性进行分析* 因此$笔者将结合当代有关

理论与-盐引.的实际运转流通情况$对目前学术界

关于-盐引.性质的各种定义逐一加以辩正$提出自

己对清代-盐引.制度的法律构成要件的理解$尤其

指出其兼具信用证特征及国家特许经营权凭证的

特征$以此说明不可将-盐引.制度的性质以单一现

代商法概念简单划分$而应对其法律定位进行多角

度分析*

##二#+盐引,的内在特征在于其代表的国家特

许经营权

##明清时期盐政由官专卖逐渐发展为商专卖$清

代初期延续和强化了前朝榷引制度$盐法以明末开

创的官督商销的纲法行之最久* 据'清史稿5食货

四5盐法(记载%-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

11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

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

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11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

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

清康熙三十五年!!DCD"中央设置户部管理全国盐

务$引目由户部刊发$除云南使用票照$其余各省均

需领取部引* 盐政之权分于各省$设立巡盐御史$

后来定称为盐政$之后大部分盐政又被裁撤$改归

总督或巡抚兼管*

+B,为保证官商的专卖权$杜绝盐

枭贩卖私盐$清政府沿袭了将-盐引.作为经营执照

的作法$-盐引.用法的关键在于如果商户想合法贩

盐$就必须先向官府通过合法手续购买盐引* 每

-引.为一号$分为前后两卷* 官府在符契约中央盖

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发放给商人作为凭证$

称为-引纸.$前卷留在官府作为存根称为-引根.$

盐商持引运盐$一并掣验$禁止分离*

瞿同祖所著'清代地方政府($直接将-灶课.

归为食盐的生产税$将购买盐引的费用-引课.称之

为许可证税*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清代对

食盐实行专卖制$而非单纯就场!盐场"征税* -盐

引.不但作为完税后的凭证使用$同时也兼具了现

代西方法律制度所言的特许证的部分功能* -特许

经营是英文/QMHNOAGAH>的汉译$其词源含义是指授

予某人一项特许权!/QMHNOAGR"* 在现代$特许经营

是指一种营销商品和服务的方式*.

+K,政府为了对

某种商业活动进行规制$而特许部分有资质的商人

参与到政府经营活动的某些环节$政府许可或承认

其特别经营权$并通过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确

认和调整* -引.本身既为运销凭证$无此凭证即不

能具有在相应地区从事相关专营活动的资格$-盐

引.正是作为国家行政许可的食盐运销经营权的书

面凭证* 为将部分经营权交予特定商事主体$但又

保障政府对其经营权的控制#而盐商作为直接投资

人$以自身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承担经营风险$享有

经营利润$但其行为并不代表国家意志* 也因此$

盐商与政府间并非简单代理关系$而是与政府基于

相互信赖而合作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盐引.制度

的出现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盐商集团一直垄断着

食盐经营权$-盐引.的本质特征即是国家垄断经营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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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行政特许凭证*

##三#+盐引,的外在表现形式体现出强烈的行

业垄断性

##-盐引.的获取意味着获得了经营食盐的政府

许可$而且一经取得$往往是长期有效的$保证了商

人经营事业的稳定性与长期性$促成了专业盐商全

体的产生与壮大* 虽然许可证制度无法全面概括

商人与清政府之间的互惠关系$但由此可以佐证

-引岸制与纲法制
%%

专商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

共同组成了引商的垄断网.的实际效果+D,

* 与此同

时$-盐引.制度虽然只赋予盐商部分私人独占特

征$但在当时实施具体商业行为$并且一度脱离了

政府管制而盘踞市场的就是盐商集团* 明朝纲法

将盐商持有的-盐引.视为行盐的专利凭证并编造

成册$交由盐商长久持有且可以交付子孙$称为窝

本)窝底或引底* 于是$专商根据行盐区域划定的

引界$不但享有专卖权进而依窝本占有引地$将国

家行盐的行政区域视为私人继承的世业* 民国时

期学者景本白在'盐务革命史(中提出了-盐引.世

产说%-中国在二千年前封建制度早已废除$所谓王

者无分土)无分民$而独留此盐商之引界$使全国领

土永为引商之汤沐邑$全国人民永为引商之纳税

奴*.张世民教授在'清代盐务法律问题研究(中反

对这种说法%专卖权的主体为国家$所以任何私人

都不可能-擅具专卖权柄.* 因此$为与其他私人垄

断权相区别$-盐引.本身不是盐商的私人财产$

-盐引并非等同于盐商$根据清朝盐法$盐引每年由

户部颁发$逐年更换$不仅谈不上世袭$而且在法律

上沿年相袭亦无保障效力.* 但根据笔者观察$清

政府在治理时面对同样的问题也采取了默认商人

行为的态度$如果单从纸面制度上纠结所谓政府所

有权与行业经营权的分离$反而会忽视盐商曾长期

越过政府成为食盐贸易的主要控制人$占有实体商

品进而通过其市场优势地位褫夺了定价权的事实$

这也是垄断集团自觉将既得利益视为私有物的实

力基础*

另外$在清代商事交易中$因为成文法的滞后

性$商人集团更多的是依靠私人与宗族关系的渠道

来维护各人权益$也就是通过政府对某种交易习俗

的默认来取得相应保障* 这种保障方式虽然可能

因为统治阶层的意志出现动摇而不稳定$但通过对

历史进程的观察$可以看到这种风险是相对偶发与

基本可控的$即双方利益的均衡得到了较长时间的

维持* 同时$-引纸.本身虽然只能使用一次$完成

销售后即需按时上缴$不可以连续使用#但在清代

盐引的具体施行中$盐商每次换领新引不过是一种

形式上的-货币更新.* 根据可查史料$在盐商发展

的鼎盛时期$盐商家族长期将国家行盐的区域视为

私人世袭的采地$清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认态度$而

盐商通过对当地官员的贿赂$及对盐场的家族垄

断$实际上完成了对-盐引.的家族继承* 依据本文

观点$当某种习惯作法得到政府默认并相对稳定地

存在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后$即便没有成文正式的立

法证据$也不能就此否认这种客观事实在规则层面

的存在意义* 总而言之$商人集团对专营权的占有

使得国家的经营职能几近消失$盐商营业模式体现

出垄断特征

##四#+盐引,在实际贸易中发挥着规范交易的

功能

##清代盐法在运销体制方面承袭明制$以继承明

末官督商销的纲法行之最久$-盐引.的地位变得更

加重要* 顺治六年!!D$C"铸户部盐引印$交由户部

管理全国盐务$颁发-盐引.$其引纸)引根都必需钤

印盐引印* 朝廷按年开纲$将盐政之权分于各省$

商人纳课$即可以参与运销$纲法也为清朝-行商.

制度开创先河$-盐引.对促进与规范食盐交易市场

的功能显著%

!一"-盐引.的合同功能

从清政府对-盐引.发放的实际管理情况来看$

清代规定了官方收购食盐的具体方式$盐价高低乃

至称量的轻重均由官方规定$不得私自增减$即-产

有定地$制有定额$收有定价$私自买卖者$处以重

罚$是谓官收*.

+",其中官收又分为在场官收和在岸

官收$前者须由场商办事处收集灶户上月产盐的仓

单$汇总后上报盐务局申请$由盐务局核准后统一

付款收盐#后者则指运商将盐运至规定的引岸$统

一收入官仓$再由本区负责专卖的机构进行称重后

付款并发放票据* 因此$有学者依据近代西方契约

理论$提出了-盐引.的契约性$即两方和更多的当

事人就资源交换形式达成一致$然后由他们自己或

通过第三方实施*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

双方地位的不对等不符合合同交易的一般性质$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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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丁钰'清代盐法的公法问题管窥(一文$

就认为-盐引.制下清政府作为封建政权$将本身为

公产的自然资源占为己有再予以出卖获利$非商人

以私人提供产品与国家进行交易$契约说显然是粉

饰了统治阶级的本来目的#同时$在契约关系下$主

体要件首先要平等$其次要有权利的交换$所以在

清代官方的贸易活动处在行政依附之下$不存在平

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亦仍不同于今天的行政合同*

笔者认为$盐作为国家垄断物资$商人与国家

进行交易的对价并非作为实物的食盐本身$而是生

产与运输的服务* 明开中制的目的在于以-专盐.

之利鼓励商人自愿运粮$反之也使政府意识到商运

的高效性$遂通过-盐引.明确了商人运盐的义务*

在这一过程中$商事习惯成型并取得广泛的认可$

当事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通过-盐引.这一媒

介体现出来$并得到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可以认为

是商事习惯得到了行政权利的认可与约束* 而-盐

引.票面载明了双方所需承担的具体权利义务$运

商在购买盐引后$即意味向官府承诺包干所购买食

盐量的运输与销售* 在-引纸.上$会注明官方对盐

商具体的责任要求$包括销售任务)运盐路线与完

成期限乃至车户名称)担保事项等* 可以说$盐商

拿到的不仅仅是经营资格$也是一份载有具体权利

义务内容的运销协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

双方的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但从一定意义上可说

是双方自愿达成的* 同时-合同性.本身也是特许

经营的重要特征之一$-盐引.即为双方合意下对这

一认可的表现形式*

!二"-盐引.的纳税凭证功能

在整个盐政发展史中$国家始终作为一个财政

收益者而存在* 盐税的主要来源是-引课.$盐税的

多寡则与盐引额数息息相关* 为保证财政来源$清

初户部详细划分了盐销区$对各销区的-盐引.采取

了定额颁发* 清代专卖制度中$商人纳税后得到相

应-盐引.$凭引运销$即盐商是国家财政的供给者*

运商先交纳课税然后按引数包运食盐$清政府等于

在食盐销售完成之前即先获取了盐税收入#同时$

将后期的运销职能转交盐商行使$又可以减轻政府

行政支出* 盐税中引税收入占有极大比例$按引纳

税* 当商人将盐运至制定区域贩售时$这样一来盐

课实际已经纳诸于-盐价.之中$持有的引额即可以

证明所纳税额*

!三"-盐引.的有价证券功能

张世民教授的论文中也曾专门批判过-盐引.

性质的-有价证券说.* 他指出%民商法所言有价证

券必然有债权债务关系$而盐引在民间用来抵押)

质押$只能说是-盐引作为营业权准入后的添附.$

所以盐引本身并不是债权的凭证* 但根据笔者观

察$早在宋代$采办军粮的交引不但可以兑换现银$

亦可以领取盐茶$专门买卖交引的商铺也应运而

生$-盐引.的普及是与纸币的出现发展密切联系

的* 而在明代开中制度下$-盐引.又称-凭由.$是

具有承兑功能的票据* 所以$笔者认为$清代-盐

引.是否可以称为有价证券$应注意其是否体现出

具有实际的流通性这一作为有价证券的本质特征*

从清代成文的法律规定来看$盐引只能用于兑

盐$盐引的转让)转租关系是被明文禁止的+',

* 但

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盐引的确是可以交易的$并

因此产生-业商.与-租商.之分$这些商人根据盐

销行情$虚估引纸价格$通过买卖或租赁获取厚利*

-盐引.本身作为国家颁行的凭证$其形式内容都受

到行政强制力的保证$引纸上注明具体的引额数目

等同每纸维持了法定币值$故而可以据此换算成具

体货币价值进行交易* 因为引底逐渐成为私人财

物$占有引底的商人往往并不亲自参与运销$而是

将引纸按年转售给其他运商$运商通过购买或租赁

的方式获取运输权$方可以行盐* 有的商人甚至直

接将引纸典当出质$通过投机炒卖来获取利润$而

每引金额也开始根据供求情况随行就市* 这种行

为$类似于今日将持有的债券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转

卖的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清代中期以后开中法荡

然无存$-盐引.不再具有盐钞的性质$但仍可以作

为一种公法上的凭证$即作为公共债券存在* 虽然

票引法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但如果对公共债券

和有价证券进行对比分析会发现$公债是政府信用

或财政信用的格式化债权债务凭证$政府发行公债

的目的在于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

向投资者出具的并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

期偿还本金的一种* 相较-盐引.$公债的交易过程

更为现代与完善$更重要的是二者发行目的截然

不同*

##五#+盐引,蕴含了信用证的特征

信用证!.RSSRQ:V7QR@AS"$是目前国际贸易中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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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一般由开证银行按申请

人的要求及指示向第三方开立的书面保证文件$上

载有凭单付款的具体金额及期限* 信用证的使用

方式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信用证不依附于买卖

合同$银行在审单时强调的是信用证与基础贸易相

分离的书面形式上的认证#其次$信用证是凭单付

款$不以货物为准$只要单据相符$开证行就应无条

件付款#最后$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它是银行的

一种担保文件*

荀子有云%-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则通)

而国求给矣.* 儒家思想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成

为一种信仰并外化于社会秩序$-诚实守信.逐渐成

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守则$并从道

德与法律两个方面对盐商的经营活动进行了规范*

根据考察$-盐引.通过官方和盐商之间的买卖行

为$确定了凭证上面的权利及义务$即清政府对盐

商的约束与保护$而政府对盐商信用的认可促成了

盐票见票给付的特征$并进一步促进了-盐引.引纸

的广泛流通与应用* 虽然-盐引.并非由金融机构

签发$但其交易形式与流通效果$符合了信用证的

初始模式* 是否应以现代法律概念来诠释历史现

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只能用经

济的办法去解决$利益的矛盾只能用利益的原理去

解读.*

+C,就盐政而言$清朝政府虽不可能以-信

用.)-市场.这类现代概念来思考盐政$但是$本文

征引史料证明%-盐引.制度原则上与实践上$都具

备一定的信用证的性质*

清代有关商事规则的国家直接立法主要体现

在'大清律例(中的'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

仓库)课程)市廛)钱债七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

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巨大的习惯法适用空间及

商事特别立法的需要$各类经济法规对市场的有效

调整$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的保障与

重视$各类商事规则的有效利用也积极促进了商事

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盐引.正是清政府对此的重

视及政策延伸$-盐引.制度在推行过程中的变革实

际上可以看作政府将国家垄断权交由商人代理$并

通过特许经营和税收等行政手段来加以控制的过

程* 这一机制构建了市场需求与行政措施之间的

较为畅通的信息交流管道$使政府可以从务实的角

度入手进行经济管理$兼顾了国情民生与财政税

收* 在制定法与商人商事习惯和自治规范有机结

合和的作用下$盐法的灵活推行实施产生了相对良

好的经济效果$稳定了贸易秩序$协调了贸易关系$

并促成了清代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综上

所述$笔者认为在目前经济法律概念主要移植西方

的模式下$任何一种概念都注定无法正确定义中国

本土自发衍生出的经济制度* 不能仅仅因为概念

歧意就否认特征的存在$因为在历史进程中盐引的

交易功能与交易方式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盐引

的法律性质也具有复合性与多变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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