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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
,

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
。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

若从贸易的方式看
,

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
。

明人王沂说
�

“
贡舶与市舶一事也

。 ··

一贡舶者王法之所许
,

市舶之所司
,

乃贸易之公也
。

海商者王法之所不

许
,

市舶之所不经
,

乃贸易之私也
。 ” � 这种解

释
,

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
,

从法的观点来划分
,

分为合法贸易
,

即贡舶贸易
,

非法贸易
,

即商舶

贸易
,

是对的
。

但隆庆 以后
,

海禁松弛
,

允许海

商出洋贸易
,

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
。

因此
,

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
,
以王忻所说为据

,

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
,

并不

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
。

今为便于叙述起

见
,

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

一
、

明代广东的市舶司与贡舶贸易

明初
,

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

防止海外

和 内地反抗势力联合起来
,

危害刚建立的明政权 ,

同时
,

害怕商品经济的发展
,

侵蚀了明政权的自

然经济的基础
,

承袭了传统的
“
重农抑商

”
思想

。

因此
,

在对外贸易上
,

一方面实行严厉的
“
海禁

”

政策
,

规定
“

片板不许入海
” , “

滨海居民不许

与外洋番人贸易
” 。

� 颁布了凡
“
将人 口军器出

境及下海者
,

绞
”
的严刑峻法

。

� 洪武二十三年
、

二十七年屡申通番禁令
。

另一方面与海外诸国相

处
,

采取人不犯我
,

我不犯人的原则
,

为了怀柔

远人
,

声明对朝贡国家为
“
不征之国

”
实行和平

友好往来的
“
朝贡贸易

” ,

借
“
所以通夷情

,
抑

奸商
,

伸法禁有所施
,

因以消 其 衅 隙
” ,

避 免

引起侵扰边疆的战争
。

�

朝贡贸易的原则和内容
,

明人王沂说
� “

凡

外夷贡者
,

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
, ⋯⋯许带方

物
,

官设牙行与民贸易
,

谓之互市
。

是有贡舶
,

即有互市
,

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
。 ”

� 可见朝贡

贸易是在明政府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
不是朝贡国

家
, “

即不许其互市
” 。

其实朝贡本身就是一种

贸易
,

因为每次朝贡
,

明政府照例依据朝贡物品

偿以相当的代价
。

但多数朝贡国家并不以此为满

足
,

他们 的贡使
,

或附带的行商
,

常常运载大批

货物前来互市
,

经营普通方式的贸易
。

据 《皇明祖训 》记载明代允许朝 贡 并 领 有
“

勘合
”
的国家

,

计有
�
真腊 � 即今柬埔寨的高

棉 �
、

苏门答刺 � �� � � � � � � � �  ,

即苏门答拉岛

西北部的亚齐 �
、

扬兰 山 ��
� ��� � ,

即今印度半

岛以南的杨兰岛
,

或称师 子 国 �
、

退 罗 � 今 泰

国 �
、

占城 � 在今越南南部 �
、

苏禄国东 王
、

西

王和桐王 � 在菲律宾西南的苏禄群岛�
,

浮泥 �即

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 �
、

古里 � ��� �“��
,

在 今

印度半岛南端西部滨海之地 �
、

古麻刺 � 即 《明

实录 》所载的古麻刺朗国
,

在今菲律 宾 的 棉 兰

老岛 �
、

爪哇 � �� ”。 ,

在今印度尼西 亚 的爪 哇

岛 �
、

柯支 � ��� �� � ,

在今印度半岛南端西部滨

海之地 �
、

满刺加 � 即马六甲� 等
。

他们朝贡的

仪式和手续
,

相当繁琐
,

贡期
、

贡道和船数也有

明确的规定
。

他们运来的物品
,

除贡品外
,

其余

货物
,

运到京师的
,

由礼部派员监督
,

在会同馆

开市
,

运到市舶司所在地
,

也可以互市
。

他们的

贡道
,

大都是经广东
,

然后入京朝贡
。

如从洪武

至正德四年
,

来贸易和朝贡的国家
, “

凡十二国
,

皆尝来往广东者
。 ” �可见广东在贡舶贸易中占

着重要的地位
。

管领朝贡和贸易的机关
,

是广东市舶提举司
,

洪武三年
“
设署广州城内��� 里 ,

即宋市舶亭海山

楼故址
” 。

洪武七年废止
。

永乐元年重开
,

并设

怀远骚于广州西关十七铺观子步
,

共 有 房 舍一

百二十间
,

由市舶提举司管理
,

专以款待外国贡

使和随行人员
。

� 嘉靖年间
,

曾经罢废
�
嘉靖三

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请求
,

得到恢复
。

自此

以后
,

终明之世
,

广东市舶司一直不再变动
。

广东市舶提举司
,

根据永乐元年定制
�
设

“

提

举一人
,

从五品
,

副提举二人
,

从六晕
。

其属吏

目一人
,

从九品
。

掌海外诸番朝贡
、

市易之事
。

辨其使人
、

表 文
、

勘合之真伪
。

禁 通 番
,

征 私

� �



货
,

平交易
,

闲其出入而 慎 馆 毅 之
。 ”

�可见

市舶提举司的职掌
,
不仅包括管理朝贡事宜

,

而

且还管理市易之事
,

甚至还执行着
“

禁通番
,

征私

货
”

的任务
。

但是
,

由于市舶提举司长官的官陛

不高
,

皆在五品以下
,

隶属于布政司
, � 而且 ,

永乐以后
,

又开始派内臣提督
,

如
“

永乐元年八

月
,

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
。 ” � 因此 ,

市舶

提举的职权
,

受到他们的限制
,

没有掌握贡舶贸

易中重要的抽买货物和税收管辖权
。

明代贡舶征税
,

采取抽分制
。

从洪武至永乐

年间
,

广东贡舶互市
,

一般都是由政府收买
,

没

有抽税
。

如明初苏禄国来朝贡
,

附带
“

货物
,

例

给价
,

免抽分
。 ”

� 所谓 “

给价
” ,

就是给予所

收买货物的价格
。

所 以 明人 黄 佐 说
�
从 广 东

“

布政司案查得
,

正统年间以迄弘治
,

节年俱无

抽分
。 ” � 直到正德三年,

广东才开始实行抽分

制
。

史称
�

“

惟正德四年
,

该〔广东〕镇巡等官都御

史陈金等题
,

将遏罗
、

满刺加国并吉阐国夷

船货物俱以十分抽三
。

该户部议
�
将贵细解

京
,

粗重变卖
,

留备军炯
。 ” �

这里说广东抽分开始于正德 四 年
,

其 实 据

《武宗实录 》卷六七
,

是正德三年
,

不是正德四

年
。

当年抽分是征取十分之三的货物入 口税
,

完

全是征收实物的 , 出口税
,

还未见文献有记载
,

似乎是没有征收
。

税收权则掌握在镇巡等地方官

手中
。

由于利之所在
,

便在正德四年引起了市舶

太监熊宣和毕真与广东镇巡官及三司长官争夺税

收管辖权事件
。

熊宣失败
,

毕真继之
,

并勾结刘

瑾
,

争夺税收管辖权
。

� 正德五年
,

刘谨事发
,

被逮下狱处死
,

毕真失去支持
,

才没有实现
。

九

月
“
户部复议两广镇巡官奏

�
谓盗贼连年为乱

,

军晌不支
,

乞将正德三年
、

四年抽过番货
,

除贵

重若象牙
、

犀角
、

鹤顶之类解京
,

其余粗重如苏

木等物
,

估价该良一万一千二百有奇
,

宜变卖留

充军晌
。

报可
。 ” �可见税收权仍旧掌握在镇巡

官及三司官手中
。

所以到了正德十二年巡抚两广

都御史陈金会勘副使吴廷举重申一次
,

向明廷户

部报告
,

户部支持了他们
,

题准由他 们 照 旧 抽

分
, “

收备军晌
” ,

税率改为十分之二
。

是年占

城贡舶附带货物就是按此例纳税的
。 ‘

� 以后的税

率一般都维持在十分之二 的水平
,

成为一种税收

制度 了
。

� 直至万历二十六年以后
,

澳门的税收
,

采取了定额的包税制
�

税晌不再停留作 地 方 经

费
,

直接上缴明廷户部
。

大概由于
“

有司势绅包

侵隐匿
”

过多
,

澳门外商漏税严重
,

年年缺额
,

才改由市舶提举征收
,

县官稽察盘验
。

这种改变
,

何时开始
,

无从查考
。

李侍向说
�
崇祯十四年

,

“
香山澳税隶于市舶司

,

而稽察盘验 责 于 香 山

县
。 ” � 如果是这样

,

已是明亡前夕的事 了
。

明代广东贡舶贸易一一互市的情况
,

根据文

献记载
,

当时外国贡舶来广东
,

大抵被规定停泊

在沿海的
“

澳
”
中

,

即
“

泊 口
” 。

� 诸如新宁县

的广海
、

望恫
,

新会县的奇潭
,

香山县的浪白
、

壕镜
、

十字门
,

东莞县的鸡栖
、

屯门
、

虎头门等

澳
,

皆是外国停泊页舶之处
。

每 澳
“

皆置 守澳

官
” 。

凡是外国贡舶到
,

先由
“
守澳官验实

,

申

海道闻于抚按衙门
,

始放入澳
” ,

,

然后由镇巡及

三司长官委派地方官会同广东市舶司官员加以检

验
,

一是检验贡使带来的勘合
,

比对相合
,

即派

员护送进京 , 二是检验贡品
,

加以封识
,

造册报

户部
,

随同贡便一起
,

差督人夫
,

运解入京
,

三

是检验附带货物
。

明初
,

对于这些货物
,

如上所

述
,

由市舶太监管辖
,

市舶司
“

给价收买
” 。

收

买以后
,

将贵细解京
,

除供统治者享用外
,

余下

粗重的货物
,

即运入广州
,

贮于布政司的广丰库

里
。

正德以后
,

实行抽分制
,

广东地方官征收到

的实物
,

也是贮在广丰库里
。

这些贮在广丰库里

的货物
,

正德以前
,

是全部令民
“
博买

”

� 正德

以后
,

每年抽取出一部分
,

以充广东地方高级长

官如布按三司文武官员折体之用
,

史称
� “

本司

备行广丰库
,

于库贮抽回胡椒苏木
,

计算各名下

折色傣银
,

每一两内除八钱折苏木一百斤
,

尚余

二钱
,

折椒五斤八两八钱八分
。 ” � 余下货物

,

才令民
“
博买

” , 以备军铜
。

所谓
“
博买

” ,

永

乐时的情况是
�

“
永乐改元

,

⋯⋯贡献毕至
,

奇货重宝
,

前代所希
,

充溢库市
,

贫民承令博买
,

或多

致富
,

而国用亦羡裕矣 �
” �

这里的
“
博买

” ,

不是揽买的意思
,

而是似

宋代设立的博易院—
互市市场一样

,

外国进口

的主要商品
,

由官府专卖
,

非从官库
“

博买
”

出

去转售民间者
,

即属非法
。

明代从永乐至弘治年

间
,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

外国许多国家纷至

杳来
, “

贡献者日伙
” ,

在市舶太监管辖下
,

广

东市舶司收进的贡品和抽买的货物
,

多是椒木
,

铜鼓
、

戒指
、

宝石之类的
“

奇货重宝
” , “

充溢

于库
” ,

只好开
“
库市

” ,

由官出卖
。 “

贫民承

�
刁

� �



令博买
” , “

缴交必要的税收
”

一一商品税
,

领取
“
执照

” ,

然后便可在库市里提货
,

转鲁于 民间
。

由于这些
“
番货甚贱

” ,

因此
,

承令博买的贫民
,

“
多致富

” 。

说明这种
“
博买

”
制度

,

是承袭宋

代对进 口商品所采取的直接垄断的专卖制度
,

也

是当时禁止
“
私通番舶

”

的一种具体措施
。

这种
“

博买
” ,

是临时性的买卖
,

不是经常性的
。

经常性的买卖
,

开始于永乐三年
,

贡舶带来

的货物
,

先由
“

宫家
”

收买
,

余下货物
, “

许令贸

易
” 。

� 正德三年
,

实行抽分制以后
,

除非特殊

需要
,

不再收买
,

完全允许出卖
。

其贸易情况
,

明人王沂说
�

“

凡外夷贡者
,

⋯⋯许带方物
,

官设牙

行
,

与民贸易
,

谓之互市
。 ”

。

牙行在洪武年间原是法律上严厉禁止的
, “
不

许有官牙
、

私牙
”

的存在
。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
,

民间交易频繁
,

明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和管理

商业市场
,

到了永乐年间便取消了官设牙行的禁

令
,

在城乡商业发达的区域
,

设立官牙
,

在城者
,

称为
“
牙行

” 多 在水道者
,

称为
“

埠头
” 。

凡是

官立牙行
,

都必需是
“

有抵业人户充当
” ,

以防

亏损客商
,

无法赔偿 � 并发给
“
印信文簿

,

附写

客商船户住贯姓名
、

路引字号
、

物货数 目
,

每月

赴官查照
。 ”

� 以防走漏商税
,

可以追查
。

凡是

私牙
,

律令尚在严禁之中
。

当时
,

在广东的对外

贸易中
,

内外商人交易
,

规定必需通过 官 牙 进

行
,

否则
,

便属
“
私通番货

” ,

是违法行为
。

外

国商人来广东
,

互市地点被规定停泊在泊 口 中的

贡船上进行
。

每当贡舶来到之时
,

牙行便前往看

货
,

并将货物报官
,

待派官抽分以后
,

才由牙行

带领内商前来交易
。

牙行在外商和内商之间
,

作

为卖买的中介人
,

即评定货价
,

介绍卖方
,

并在

买卖过程中收取行佣钱
,

即所谓
“
牙钱

” 。

在整

个买卖过程中
,

是由广东市舶司主持
,

如正德年

间广东市舶司提举陈文周
,

就履行过
“

平番货之

直
,

禁民无得低昂
”
的

“
平交易

”
的职责

。

� 但

主要依靠牙行维持秩序
,

主持公正
,

以免出现短

少尺寸斤两
,

货物以假冒真
,

发生欺骗冲突争吵

殴斗等现象
。

自然
,

若出现以奸犯科
,

亦惟官牙

是问
。

可见初期的牙行
,

已开始代替了广东市舶

司的某些职责
,

参与了管理对外贸易 的某 些 事

宜
,

但仍未脱离中世 纪牙行的案臼
。

牙行制度和博买制度一样
,

都是明政府统制

对外贸易政策下的产物
。

明政府通过它控制商人

的活动和竞争
,

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
,

对维护封

建社会市场秩序起着积极的作用
。

明代广东的贡舶贸易
,

明政府规定贡期
,

长

的十年
,

短的一年或三
、

五年一次
,

来船一般不

能超过三艘
,

人数不能超过二百
。

这种限制
,

使

每次进行贸易的数量不大
,

规模较小
,

根本不能

满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
。

于是有 的朝 贡 国

家
,

不管是贡期或非贡期
,

都来要求贸易
。

弘治

年间
,

明政府在怀远释张挂榜文
,

一再重申非贡

期不能来
,

也没有生效
。

。有的国家如正德四年

遏舞国的商船
,

托言因
“

风飘泊至广东境内
” ,

要求贸易
。

镇巡官会议
,

决定
“

税其课
,

以备军

需
。 ”

� 有的非朝贡国家
, “

冒称入贡
” , “

而有

司利其所榷
,

漫不知禁
。 ”

� 正德中 ,

因朝廷要广

东收买龙涎香上交
,

布政吴廷举无法交差
,

便
“

不

问何年来即取货
,

致 番 舶 不 绝
。 ” � 这样原来

的贡舶贸易制度便遭到破坏
,

不能照 旧 维持 下

去
。

� 因此
,

商舶贸易便逐渐代替贡舶贸易而兴

起
,

开创了明代广东对外贸易的新阶段石

二
、

明代广东商舶贸易的兴起

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本节叙述的商舶贸易
,

是指海商私 自造舟出

洋贸易和私人在广东沿海的贸易
,

在海禁时期
,

是一种非法的贸易活动
。

海商私 自造舟出洋贸易
,

在广东
,

最早出现

于宣德八年六月
。

明中叶 以后逐渐增多
,

而且
“

勾

引外省
” ,

进行对外贸易
。 “
在福建者

,

则于广东之

高潮等处造船
,

浙江之宁绍等处置货
,

纠党入番
。

在浙江广东者
,

则于福建之漳泉等处
,

造船置货
,

纠党入番
。 ” � 可见他们联系三省的海商

,

利用

沿海的有利条件
,

共同从事海外贸易活动
。

其中

著名的海商舶主有汪直
、

叶宗满等人
。

他们到海

外贸易的情况
,

史称
�

“
嘉靖十九年

,

〔汪〕直与〔叶〕宗满等之

广东造巨舶
,

抵日本
、

遏罗诸国互市
,

致富

不货
,

夷人呼为五峰船主
。 ” �

汪直和叶宗满
,

都是徽州人
。

他们拥有相当

大的资本
,

合伙经营海外贸易
。

他们在广东造的
,

船
,

规模很大
, “

巨舰联舫
,

方一百二十步
,

容

二千人
,

木为城为楼槽
,

四门其 上
,

可 驰 马 往

来
。 ” � 他们经营如硝石

、

硫磺
、

丝
、

绵等违禁

物品
。

同时
,

他们还作日本商人的经纪人
,

替日



本商人运货至中国出售
。

� 因此
,

获利相当丰厚
。

五
、

六年后
,

他们便积累了大批资本
。

日本
、

遏

罗
、

西洋诸国都有他们的足迹
。

至于以
“
私通番货

”
为表现形式的私人经营

的海外贸易
,

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出现 , 到明中

叶 以后
,

广东沿海商民
“

有力则私通番船
” ,

已

是普遍现象
。

� 实际上明初而后一百多年来 ,

广

东沿海的私人对外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过
。

嘉靖年

间
,

广州壕畔街的外省富商
,

完全是从事对外贸

易的商人
。

他们营运的情况
,

明人霍与瑕写道
�

“
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

,

其民

专驾多格船只接济番货
,

每番船一到
,

则通同

壕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
、

丝绵
、

私钱
、

火药

违禁等物
,

满载而去
,

满载而还
,

追星趁月
,

习以为常
,

官兵无敢谁何
,

比抽分官到
,

则

番舶中之货无几矣
。 ”

甸

这里描绘出当年运载出
、

入口商品的繁忙画

面
。

稼畔街的富商把大批磁器
、

丝绵
、

火药等违

禁商品售给外国商人
,

至于他们从外国商人那里

买进什么商品
,

这里没有提及
,

但从
“
番舶中之

货无几矣
”
一语中

,

可 以肯定他们买进的商品数

量很大
,

可见这种
“
交通私贩

”

的海上对外贸易

事业发达的一斑
。

从上所述
,

这种非法的商舶贸易
,

值得注意

的
,

有如下几点
�

第一
,

私人在广东沿海的贸易
,
承揽了贡舶

贸易中大量商品
。

史称
� “

夷货之至
,

各有接引

之家
,

先将重价者
,

私相交易
,

或去一半
,

或去

六七
,

而后牙人以货报官
,

⋯⋯则其所存以为官

市者
,

又几何哉�
”

� 说明私人的海上贸易在贡

舶贸易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

贡舶贸易中的
“

官

市
”

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

标志着商舶贸易 已经取

代贡舶贸易而兴起
。

第二
,

他们经营的出口商品
,

大都是违禁物

品
,

如硝石
、

硫磺
、

生丝及丝织品等
。

这些违禁

物品
,

都是贡舶贸易及稍后的合法商舶贸易所不

允许出口 的
,

而这些违禁商品又是国外市场所欢

迎的畅销品
,

特别是瓷器
、

生丝和丝织品
,
在国

际市场上享有相当高的地位
。

第三
,

随着商舶贸易的兴起
,

新的贸易港 口

也出现了
。

如位于福建漳州与广东潮州之间的南

澳岛
, “

四方客货
”
汇萃于此

, “
私番船只

,

寒

往暑来
,

官军虽捕
,

未尝断绝
。 ” � 已经成为一

个相当繁荣的对外贸易市场
。

随着商舶贸易的繁荣
,

海商舶主与封建统治

者的矛盾越来越大
。

正德嘉靖间
,

正是明政府雷

厉风行地实行海禁的时候
,

凡是
“

私通番货
” 、

或非法造船出洋贸易的海商舶主
,

都被封建统治

者骂为
“
海盗

” ,

究其实质
,

这种
“
海盗

” ,

正

如汪直所说
� “

中国 法度森严
,

动辄触禁
,

孰与

海外乎逍遥哉 �
” � 他的话

,

实际上就是要求摆

脱法令的束缚
,

开放海禁
,

允许自由对外贸易
。

嘉靖年间
,

赵文华询问通番者
�
为何海患不绝 �

通番者答 日
� “

必得王直 � 即汪直 � 主通海市
,

则祸可息
” � 明郑舜功撰

� 《日本一鉴
·

穷河话

海 》影印本
,

卷六
,

《海市 》 � 。

这代表了国内

商业资本转向海外发展时所有海商舶主的呼声
。

由于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

为了寻找商业

资本的出路
,

开拓市场
,

扩大商品销售
,

他们不

得不采取非法的行动
。

说明他们与封建统治者矛

盾的实质
,

就是争取自由的海外贸易的斗争
。

随着商舶贸易的兴起
,

参加对外贸易的人越

来越多
,

明政府根本上无法禁止
。

史称
�
对外贸

易
, “

利孔所在
,

民以死力赴之
,

而卒不可禁
。 ”�

原因却是
“

官市不开
,

私市不止
,

自然之势也
。 ”

� 这里的 “

势
” ,

就是经济发展的规律
。

说明广

东沿海地 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

要求扩大市场
,

这

是不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

而且正德嘉

靖间和洪武年间的海禁有所不同
,

洪武年间尚且

实行贡舶贸易
,

而正德嘉靖年间因有
“
俊寇

”

与

葡萄牙殖民者的侵扰
,

实行封锁沿海各港 口
,

断

绝海上交通
,

停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
。

这种因噎

废食的海禁政策
,

是闭关主义的表现之一
‘
它产

生的严重后果
,

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

如在广东
,

嘉靖八年
,

提督两广侍郎林富说
� “
夫佛郎机 �葡

萄牙 � 素不通中国
,

驱而绝之宜也
,

《祖训 》
、

《会典 》所载诸国
,

素恭顺与中国通者也
,

朝贡

贸易
,

尽阻绝之
,

则是因噎而废食也
。 ”

接着他

指出
,

贡舶贸易有四利
�
一是

“

抽解俱有则例
,

足供御用
” , 二是抽分

,

可
“
充军晌

” 多 三是抽

分
,

可给官吏折傣多 四是
“

贫民买卖
” , “

展转

交易
,

可以 自肥
” 。

因此
,

他主张依
“
广东番舶

例
,

许通市者
,

毋得禁绝
。 ”

� 在福建
,

嘉靖年

间杨守陈说
� “

通番原无寇
,

今因禁而致
,

则当

开禁以通之
。 ” � 因此

,

他主张开放海禁
。

在这

种舆论下
,

明政府看到旧 日的海禁政策已不可能

再维持下去
,

为了征收商税
,

增加财政收入
,

便

于隆庆元年批准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 泽 民 的 建



议
�
开放海禁

, “
准贩东西二洋

”
了

。

�

开放海禁
, “

准贩东西二洋
” ,

标志着明代

对外贾易政策的演变
。

从此
,

贡舶贸易 日趋衰落
,

商舶贾易走向发展
。

随着海禁的开放
,

明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的

管理制度
�
凡中国商人出洋贸易

,

应先领取
“
引

票
” ,

回时缴销
。 “

引票
”

的性质
,

就是对外贸

易的通行证
,

没有
“

引票
”

就不能出洋
。 “

引票
”

上写着经商者的姓名
、

籍贯
,

以及所要去的地方
。

领取
“
引票

”
时

,

要交一种特许金
,

称为
“

引税
” ,

征之于出口 的商船
。

规定凡贩东西洋者
,

每引税银

三两
,

其后增至六两
。

每次请引以一百张为率
,

“
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

” ,

至万历二十七年始定

东西洋商舶额数
,

每年限船八十八只
,

给引亦据

此为限
。 “

后 以引数有限
,

而请求者多
” ,

乃增

至一百一十引
。

给引及其税务俱由海 防 同 知 兼

管
。

同时
,

税收制度也从原来的抽分制改为响银

制
,

共有三种
�
一是水铜

,

称为
“

丈抽法
” ,

即

按照船只大小而征收的船税
,

以船的广狭为准
,

如行西洋船
,

船阔一丈六尺 以上者
,

每尺抽银五

两
,

一船共抽银八十 两 , 船阔在二丈五尺以上者
,

每尺抽银九两五钱
,

一船共抽银二百三十七两五

钱
。

行东洋船丈抽则例
,

照西洋船减十分之三
。

水铜是征于船商之税
。

二是陆饱
,

即 货 物 进 口

税
,

征之于接买进 口货物的铺商
,

是按进 口货物多

寡或价值的高低原则来计算的
,

前者是从量税
,

后者是从价税
。

从价税如胡椒
、

苏木等货物
,

计

值一两者税银二分
,

其余诸货
,

依此类推
。

三是

加增响
,

是为到吕宋的商舶而设的
,

大约由船主

负担
。

因为中国海商到吕宋贸易
,

往往不 带或少

带货物回国
,

反而带进大量西班牙人所使用的墨

西哥银元
。

这样就失去了征收进 口货物税的机会
。

明政府为了弥补这种损失
,

特地规定凡行吕宋的

中国商船回港时
,

除收水陆二愉外
,

每船加增税

一百五十两
,

后减为一百二十两
,

叫做加增晌
。

这三种税
,

都具有关税的性质
。

以上是福建漳州

订出的中国出洋商舶的税收制度
。

� 在广东大概

也施行着同样的制度
。

至于来广东的外国商船
,

由于抽分时
,

外商报货多不实
,

隆庆 以 后
,

也

采用了丈抽制
。

如在广州
,
隆庆 以 后

,

麻六甲

� � � �。。。。 � 商船来广州 ,

除 抽收从量的货物进

口税外
,

还抽收整船的
“
固定吨位税

” 。

� 所谓
“

吨位税
” ,

实际上就是水愉
。

在澳门
,

万历四

十一年给事中郭尚宾的奏琉中
,

提到
“
往岁丈抽

之际
,

有执其抗丈之端
”

一语
,

� 可见澳门也实

行了丈抽制的税收制度了
。

从广州和澳门两地对

外商的税收情况看
,
和中国商船出洋贸易的税收

办法没有多大差别
。

所不同者
,

在澳门
,

开始征

收货物出口税
,

如万历四十二年广东海道发布的

澳门
“

禁约
”

文告中说
� “

凡夷趁贸货物
,

俱赴

货城公卖输饱
,

如有奸徒潜运到澳与夷
,

执送提

调司
。 ”

� 这说明明代的关税制度逐渐完备
。

关

税从
“

抽分
”
实物到征收货币

,

无疑的是明代关

税制度的重大变化
,

也是明代对外贸易政策演变

的反映
。

三
、

明代广东商舶贸易的

发展及其经营方式

明代隆庆元年
,

海禁开放的范围
,

贸易的对

象
,
只限于东西洋

, 日本仍在禁之列
。

中国商船

出洋
,

尚有一定限制
。

许多所谓违禁物品还不能

进入国际市场
。

虽然如此
,

海禁松弛
,

给广东商

舶贸易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

因而 比从前更加繁荣

了
。

明人周元起说
� “

我穆庙 � 穆宗
、

隆庆 �时
,

除贩夷之律
,

于是五方之贾
,

熙熙水国
,

剖躲腔
,

分市东西路
,

其捆载珍奇
,

故异物不足述
,

而所

贸金钱
,

岁无虑数十万
,

公私并赖
,

其殆天子之

南库也
。 ” � 这是就福建漳州情况而说的

,

广东

的情况也当如此
。

当时来广东贸易的外国商船
,

逐渐增多
,

特

别是葡萄牙盘踞的澳门
,

据明人庞尚鹏说
� “

每

年夏秋间
,

夷船乘风而至
,

往止二三艘而止
,

近

增至二十余艘
,

或倍增焉
。 ” � 同时 ,

经营规模

大
,
进出 口货物多

,

税收增长快
。

明人王之甫说 �

“
西洋古里

。

其国乃西洋诸番之会
,

三
、

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
,

转市 日本 诸 国 以 觅

利
,

满载皆阿诸物也
。

余驻省时
,

见有三舟

至
,

舟各责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
,

听其入

城与百姓交易
。 ”

�

这是万历二十九年王之甫驻广州阅狱办理案

件时亲自看到的情况
。

王之甫这段话说明� 一
、

西洋古里国商人从中国输出和输入中国的商品很

多, 二
、

西洋古里国每船纳税 � 包括水晌和陆炯

在内 � 白金三十万 ,

三船当有白金九十万
。

比较

正德初年抽分实物时
,

广东在库番货变卖可得数

万金
,

真不知增大多少倍
,

何况是一次外国商船

进 口的税收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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