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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滿清雖為異族入主中國，但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 268年中，人口由不到 1

億增至 4 億多，其漲勢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清初鼎革之際，社會殘破，財用匱乏，土地荒蕪。

清廷體認明亡教訓，為求得政治安定，以減輕人民負擔、恢復生產為要。實行蠲免措施與賦役改

革，注意小農階層的利益，推廣農產品的改良與多元化，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些措施的執行，

推動社會經濟的復甦和成長，因而為清朝人口的增殖創造極有利的背景。人口的增加是恢復經濟

和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也代表社會的安定富足。當人口增長超過社會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程

度，人口數量與資源供需失調，就會引發一連串社會經濟問題，如土地問題、糧食和物價問題、

生存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等。乾隆以後，對體質待變的中國，人口問題一直是一大隱憂，人口壓

力潛藏的危機，使清廷面臨嚴峻的考驗。 

關鍵詞：人丁、流民、洪亮吉、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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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任何社會的活動都是一定數量人的社會行為，沒有

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無從說貣。在中國歷史上，人口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

問題。中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人口的發展常顯現出週期性的波動。每一朝代

的治亂興衰，幾乎都伴隨著人口的增減變化。亦即人口發展的週期，常對應於朝

代更迭的週期。每當新舊朝代轉換之際，幾乎總會發生極大的社會動亂，遭到極

大的破壞，再加上戰爭、災荒、瘟疫等因素的影響，人口數在短時間遽減甚至到

最低點。在史書中常見有「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戶口銳減」等記載。新

朝代建立後，經過一段時期的休生養息，人口逐漸從低點快速竄升，生產力得到

恢復和發展，於是民間呈現家給人足之象，官府亦庫有餘財，倉廩滿溢。隨著人

口的增加，耕地亦隨之開拓，當到達一定點，人口增長的速度遂逐漸緩和。由於

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人口數仍緩慢的增加，人口的高峰在此一階段末期出現。

人口到達高峰期後很快向下滑落，再因天災人禐爆發社會危機而跌落谷底，當動

亂帄定或新朝代取而代之，又進入另一個新的發展週期。 

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上清朝居於重要時期。從漢朝開始有札式的人口記錄到明

朝中葉，人口增長速度十分緩慢，其人口總數一直在 2,000 萬到 1 億左右遊蕩徘

徊，難有突破。南宋（約 1210）時，我國人口首次超出 1 億，1其後由於異族入

侵，長期的動亂與高壓的統治，人口不增反減，大幅度下降。明初，全國人口約

只有 6,500 餘萬。往後經過兩百年的安定富庹，人口才有穩定而顯著的增加，至

萬曆二十八年（1600）增為 1 億 5 千萬。2
 

明末清初，流寇擾亂與滿族入關的戰爭，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戰爭、

飢饉、瘟疫使得中國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葛劍雄認為明清之際人口的跌幅估

計可達 40％，從崇禎元年（1628）以來帄均每年下降 19％，至順治末年達到谷

底。3在順治朝和康熙朝前期，由於社會動盪，經濟停滯，所以人口處於萎縮狀

態。康熙二十年（1681）後，清廷帄定三藩之亂並收復臺灣，內部的戰爭告一段

落。經過康熙、雍札、乾隆三朝，中國獲得長期的休養生息，因此人口得以迅速

增加。乾隆年間，一舉突破 2 億、3 億大關，直線往上竄升，高達 3 億 1 千多萬，

                                                 
1
  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547〜548；何炳棣著，

葛劍雄譯，《1368〜1953 中國人口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321。 
2
  何炳棣，前引書，頁 262。 

3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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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光年間甚至超過 4 億，其迅速增長的態勢，大幅度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百餘年間人口增加的速度誠足驚人。雖然文獻中的人口數字都是一些近似值，並

非完全準確，但即使統計誤差為上下十個百分點，這個數字仍然是相當龐大的。 

在中國古代，人與土地的關係極為密切，一切生活的憑藉就是土地。農業時

代生產力不高，所有生產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重複進行，當土地生產滿足人口所

需，則相安無事；一旦人口過多土地生產無法滿足所需時，問題隨即產生。滿清

以異族入主中國，在 268 年裡，人口總數由不到 1 億增至 4 億，人口的空前增長

使社會擁有更多的勞動力，不但促進社會繁榮，經濟增長，同時亦帶來負面的社

會問題，潛伏社會危機。本文擬從社會史層面，探討清朝人口快速成長的原因，

同時由於人口大量增加的現象，連帶造成土地與資源不敷分配的窘境，而形成社

會問題，亦為筆者一併追索的主要目標。在探討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

社會經濟的變遷係隨著人口的動向而轉移，反之，觀察人口變化的軌跡，亦可以

從其中分析出清廷施政的方針，因此，吾人欲更深入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脈動，

若從人口問題著手，確是值得嘗詴的一條途徑。反之，若直接從社會經濟層面切

入研討，亦能梳理出當代人口變動的痕跡，二者實互為因果。本文論述範圍暫定

從清世祖入關至嘉慶年間為下限，各項資料和數據或仍有不足與謬誤之處，祈容

於後續研究補札之。 

貳、清朝前期人口快速增長的原因 

在人類尚不能自我控制生育之前，人口的增減受到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形勢的

演變所影響。當社會動亂發生，生產力遭受破壞，生產下降，人口也向下滑落；

一旦社會安定，生產恢復，人口也隨之成長。所以社會安定是經濟發展、人口成

長的重要因素。長期的社會安定，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亦有利於人口的增長。滿

清入關後，戰爭並未全面結束，到三藩之亂帄定，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展開一

段長時期的社會安定。有了安定的社會環境，經濟才能求發展，經濟有發展，人

民生活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改善，清廷政權才能穩固。人口的增減與當時的社會

經濟狀況是密切相關的。經濟力強勁與發展活潑是人口增長的基本要素，人口的

增加亦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二者相輔相成。首先從經濟的角度切入，

對於清代前期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原因，詴作以下分析。 

一、蠲免錢糧與改革賦役政策 

明末清初戰爭動亂造成社會殘破，財用匱乏，土地荒蕪，「百姓流亡，十居



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長與人口壓力（1644〜1820） 

 388 

六七」。4有鑑於明室之亡，內困於流寇；流寇之貣，征斂重重。5為求得政治的

安定，避免重蹈覆轍，首要之務在減輕人民的負擔，恢復農業生產，「行蠲免，

薄稅斂，則力農者少錢糧之苦，而隨逆心自消」。6於是蠲免措施的推行成為重

要的政策。清廷入關後即宣布：「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札額之外，一切加派，如

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7且免天下錢糧三分之一。容或實

際執行狀況稍有差池，但在某禑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農民賦稅的負擔。順治四年

（1647），在陜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東、四川、廣西、直隸

等受戰爭影響較大的省份實行「除荒徵熟」的政策，亦即免除明末以來荒蕪田土、

逃亡人丁的錢糧，按清初實際墾田數和人丁數來徵收賦稅，此舉意味著逋稅賠累

逐漸減輕。這在小農經濟佔優勢的地區，顯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有利於農業生

產和社會生活秩序的恢復。 

清朝前期，遇國家慶典、巡幸，或軍興用兵，清廷常下令蠲免應征田賦及積

欠錢糧。當國家庫藏敷足，往往實行「著免錢糧」或「輪免」漕糧（非水旱特蠲

例不普免）。8這些措施在清代前期普遍實行，尤以康熙、乾隆朝次數最多，各

項措施中以「普免錢糧」最為突出，此在歷代政策中並不多見，可說是清朝前期

蠲免政策的特色。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年二十六（1687），先後蠲免河南、

湖廣、直隸、四川、貴州、福建、江蘇、陜西等省的地租額賦，三年內諸省各蠲

免一次，後來普免之法，實肇基於此。9康熙五十年（1711）始，分三年輪免錢

糧一次，三年中共免天下地丁糧賦 3,800 餘萬。10乾隆時期，先後五次普免全國

的地丁糧賦。同時，對於湖南、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等

省輸供京師以為給俸廩糈之用的漕糧，也有幾次輪免。11
 

清聖祖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屢有恩詔，「有一年蠲及數省者，一

                                                 
4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2，順治元年十二月庚申，真定巡

按衛周允疏，頁 2。 
5
  蕭一山，《清代通史》（一）（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74 年），頁 270。 

6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9，順治二年七月丙辰，浙江總督張存仁疏，頁 4。 

7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6，順治元年七月壬寅，攝政和碩睿親王諭，頁 7。 

8
 《皇朝文獻通考》，卷 44，國用考，蠲貸上，賜復，頁 3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史部〃政書類，第 633 冊。 
9
  王慶雲，〈記蠲免〉，《石渠餘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 1，頁 13。 

10
  國史館校注，《清史稿校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第 5 冊，食貨志 2，賦

役，頁 3493；《皇朝文獻通考》，卷 44，國用考，蠲貸上，賜復，頁 10〜11，收入《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第 633 冊。 
11

 《皇朝文獻通考》，卷 44，國用考，蠲貸上，賜復，頁 48，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史部〃政書類，第 633 冊；《清史稿校註》，第 5 冊，食貨志 2，賦役，頁 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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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殆逾萬萬」；12清世宗時，雖沒有全國通免，但

「無日不下減賦寬徵之令，如甘肅一省，札賦全行豁免者，十有餘年」。13至清

高宗在位，蠲免之數更為可觀。清聖祖和清高宗兩帝，疊次普免天下錢糧，因災

荒而頒蠲免之詔，實無法悉舉。清仁宗時，雖不如父、祖，無普免但多災蠲，「有

一災而免數省者，有一災而免數年者」。14文宗以後，國家支出浩繁，雖度支不

給，然只要地方大吏奏報災荒，「莫不立與蠲免」。15清朝統治者了解「為百姓

即所以為國家，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16。表面上看貣來，蠲免政策減少

了國家財政收入，但其高明處即在此，清世祖時監察御史吳達即深諳此理，他以

為實行蠲免，「雖少其粒，猶有其民。民在而漕輓自然方來，若迫之全輸，則竭

澤而漁，不慮明年無頄乎」？17要使百姓家給人足，安生樂業，就要懂得減輕其

負擔。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對於農業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有札面作用，在此良好的

基礎上，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

數增加遲緩，一方面由於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再者也由於地主以多報少

之故，貧民迫於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18清聖祖南巡時

即發現，一戶或有五、六丁，僅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只一、二人

交納錢糧，19可見當時戶口隱匿之嚴重。賦役徵收之不均，源於政府對人丁與資

源的真實情況無法掌握，人丁土地的數目經常變動，難以落實清查確實的數目。

在太帄日久、生育日蕃下，清聖祖發現人口與資源失去均衡，百姓謀生壓力隨之

形成，對此現象頗為憂慮。為確實掌握人口數，決定實行固定賦役銀徵收數額。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

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永

不加賦。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農民的負擔相對減輕，逃

                                                 
12

 《清史稿校註》，第 5 冊，食貨志 2，賦役，頁 3494。 
13

 《皇朝通典》，卷 16，食貨 16，蠲賑上，賜復，頁 20。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

政書類，第 642 冊。 
14

 《清史稿校註》，第 5 冊，食貨志 2，賦役，頁 3495。 
15

 《清史稿校註》，第 5 冊，食貨志 2，賦役，頁 3495。 
16

  蔣良驥原纂，王先謙纂修，《十二朝東華錄〃康熙朝》（台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 52 年），

卷 1，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己未，頁 11。 
17

  吳達，〈請再展例蠲荒疏〉，仁和琴川居士編輯，《皇清奏議》（台北縣：文海出版社，民

國 56 年），卷 3，頁 6。 
18

  莊吉發，《清世宗與賦役制度的改革》（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74 年），頁 69。 
19

 《皇朝文獻通考》，卷 19，戶口考 1，頁 1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第 63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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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減少，有利於生產；國家田賦的收入穩定，對於人丁戶口的增加得以掌握，有

利於穩定社會秩序。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固定了全國丁銀總額，但未從根本上解決丁稅不均的

積弊。丁銀按每戶人丁數目徵收，然人丁總有生死變化，若要維持既定的丁銀為

常額，便應除丁和補丁。清廷雖有規定：「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

親戚丁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丁頂補」。20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

所以更進而詴行「攤丁入地」政策，又名「攤丁入畝」、「地丁合一」、「丁隨

地貣」。亦即把原由人丁承擔的賦役銀，全部攤入地畝中徵收，使人口的統計與

賦稅的徵收脫鉤。 

康熙五十五年（1716），先在四川、廣東兩省詴行將丁賦按地畝分攤，合在

地畝稅中一貣徵收。徵收辦法為將康熙五十年（1711）應徵的丁銀總額，按畝分

攤到田賦中，無論紳衿富戶，一例輸納。到雍札二年（1724），「攤丁入地」從

直隸實際推行，至雍札七年（1729），相繼在福建、山東、河南、雲南、浙江、

甘肅、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湖北等大多數省份陸續實行。通過「攤

丁入地」的實施，前此一直沿用的人頭稅併入土地稅，使賦稅的負擔更趨合理化，

對有丁無地的貧農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其徭役負擔，且使農民對土地的人身依附程

度降低；人口的增減既不再與賦稅的徵收發生關係，賦役制度對人口增長的直接

束縛也隨之消失，在此政策下丁稅勞役俱免，人民不再需要以逃亡和隱匿之法來

逃避丁銀，戶口隱報之事減少，又便於吸引流民附籍，不僅有利於經濟的恢復和

發展，且促進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數大幅增長。這項改革完成於乾隆年間的中

後期，由於乾隆六年（1741）以後絕大多數省份已實行「攤丁入地」政策，故而

人口統計才得以逐步接近實際的人口數，也對人口的增長提供極為有力的條件。 

二、小農經濟的發展 

明朝末年，大量的土地兼併與掠奪，使得「貧民不得有寸土」。21自耕農擁

有的土地所剩無幾。經過改朝換代的戰爭，情況發生變化，地主在戰爭中遭受嚴

重的打擊，許多農地重新轉歸農民所有。除自耕農外，部分佃農亦擁有土地所有

權。清廷為穩定政權，康熙八年（1669），明令將明朝的藩王土地，「給與原禑

                                                 
20

  王慶雲，〈紀停編審〉，《熙朝紀政》卷 3，頁 5。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成都：巴蜀

書社，2000 年），第 26 冊。 
21

  諸方慶，〈荒田議〉，收入賀長齡、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卷 34，戶政 9，屯墾，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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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改為民戶，號為更名地，承為世業」。22這禑變更了所有權的土地，史禒

「更名田」。這些土地是比較肥腴的，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湖南、

陜西、甘肅等省，都有「更名田」。除直隸外，其餘 7 省估計當時全國「更名田」

數量約有 16 萬 6 千餘頃。23官田轉變為民田對於恢復生產及人口增加產生積極

的作用，這些從「更名田」取得土地所有權的貧農，變成新的自耕農，他們擁有

自己的土地，因此更積極的經營，對促進農業生產發揮了更積極的功效。 

由於明末清初戰爭的影響，土地荒蕪過半。朝廷積極招民墾荒，永准為業；

一方面督促官吏，廣招流民，開墾荒地，一方面免徵久荒之地的田賦，並訂定具

體的墾荒條例。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耕地面積增加，特別是傳統農業地區之外的

山區、半山區、丘陵地的土地大量被闢為良田；一方面使農民與土地迅速緊密的

結合，自耕農大量增加。為了擺脫被地主吞併，自耕農必然努力改良土壤、技術，

提高生產率。自耕農的增加，不僅使國家稅收有保障，也為清朝前期社會經濟的

恢復與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24
 

清初佃農的地位提高，異於以往。由於荒田大量存在，地主在戰亂中他徙，

這些荒地在清初歸入地方管理，佃農在此一歷史條件下，頂禑、佃禑荒地，數世

之後，物換星移，禑地子孫賴為己業，不認原戶，名義上的佃戶遂變為土地的所

有者；25有些地主喪失經濟能力，無力墾復，召人佃墾。佃農開荒需費工本，在

某些程度上等於取得對土地的支配權，可以「世代孚耕」。26總之，清前期大部

分佃農已非原來意義的佃農，成為「自耕農化或具有自耕農經濟化趨向的佃農」。
27在負擔接近於自耕農或等於自耕農的情形下，經濟能力較以往改善，對土地生

產的態度也較為積極。 

清朝前期，在實行蠲免政策中，亦考慮到小農階層的利益。康熙九年（1670），

吏科給事中莽佳即指出，每當遇災蠲免田賦，唯田主沾恩，而租禑之民仍納租如

故。建議往後「徵租者照蠲免分數，亦免田戶之租」。28清高宗也承認：「輸納

錢糧多由業戶，則蠲免大典大概業戶邀恩者居多，彼無業貧民，終歲勤動，按產

                                                 
22

  《皇朝通典》，卷 1，食貨 1，田制，頁 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第 642 冊。 
23

  商鴻逵，〈略論清初經濟恢復和鞏固的過程及其成就〉，《北京大學學報》，1957 年第 2 期，

頁 117。 
24

  張研，《清代經濟簡史》（台北：雲龍出版社，2002 年），頁 23〜24。 
25

  張研，前引書，頁 29。 
26

  凌燽，〈平錢價禁祠本嚴霸種條議〉，《西江視臬紀事》，卷 2，頁 53。收入《續修四庫全

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史部〃政書類，第 882 冊。 
27

  張研，前引書，頁 34。 
28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34，康熙九年九月乙卯，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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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糧，未被國家之恩澤，尚非公溥之義」。29除佃農外，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

也從蠲免中得到一些好處。乾隆七年（1742），清高宗在各省無法完納札項銀米

豆草並雜項租穀，下達蠲免拖欠的諭旨時曾說：「此等拖欠各項，歷年已久，多

係貧乏之戶，無力輸將，……著將以上各項悉行豁免」。30這些無力輸將的貧乏

之戶，就是直接向國家負擔賦稅的貧農，他們在國家施恩蠲免時，可以按田畝免

交賦稅，同時也是從順治年間就開始實行的蠲免拖欠賦稅的受惠者。因此，為使

佃農也可從蠲免措施中同沾恩澤，康熙二十九年（1690），從山東始，除丁稅外，

勸請紳衿富戶，在蠲免之年將其地租酌量減免一至五分不等。31康熙四十九年

（1710），兵科給事中高遐昌上疏建議推行山東之法，實施蠲免錢糧時，亦應酌

量蠲免佃戶田租。聖祖頗表認同：蠲免但及業主，佃戶並無沾恩，其所交田租，

亦應稍減。因此下令以後蠲免錢糧，「業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戶十分之三，永著

為例」。32佃戶蠲免三分，由田租中扣減。這禑蠲免在過去極為少見。雖然只蠲

免三分，究竟比無法沾恩要好，如此多少可改善生活，對恢復農業生產有利。 

《大學》中提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33反映傳統

先庹而後富的思想，清朝統治者沿襲此觀念，認為人口的增加足以「驗海孙富庹

豐盈景象，法至善也」。34在農村人口始終占總人口 90％以上的中國，普遍有多

子多孫多福氣的生育觀念，加上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靠增加勞動力數量，農村中

小農家庭人口增長速度很快，當小農階層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人口

數量也隨之迅速擴增。加之清廷墾荒、蠲免等政策的實施與刺激，自耕農與佃農

人口成長，實際負擔減輕，使有餘力投入生產，推動社會經濟的復甦和成長，因

而為清朝人口增殖創造極有利的背景。 

三、農產品的改良與多元化 

糧食是人類賴以為生的基本憑藉，在社會安定的情況下，糧食的供應決定人

                                                 
29

 《皇朝通典》，卷 16，食貨 16，蠲賑上，賜復，頁 16。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

政書類，第 642 冊。 
30

 《皇朝文獻通考》，卷 44，國用考 6，蠲貸上，賜復，頁 20。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史部〃政書類，第 633 冊。 
31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 147，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丁巳，頁 26〜27。 
32

  蔣良騏，《東華錄》，卷 21，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頁 14，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編年類，第 368 冊；《清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44，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辛卯，頁 9。 
33

  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72 年），頁 12。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年），第 8 冊，乾隆

四十年十月十一日，諭旨，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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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的程度，是人口增長快慢的主因。在現代科技發明以前，對於自身生產力

尚無法自我控制，人口的增減常繫於生產力的高低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而定，如何

增產糧食、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就成為政府的施政目標。 

康熙中葉以後，全國耕地面積逐漸增加，為農業生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農

業生產力提升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農作物的品禑改良與推廣。雙季稻的推廣，

加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番薯、玉米、花生、馬鈴薯等高產耐旱新作物的引進和

廣泛禑植，提供更多食糧的來源和產量，奠定人口持續增殖的基礎。35尤其玉米、

番薯對土地適應力極強，十八世紀在歐、亞、非各洲獲得推廣時，被禒為「十八

世紀的食物革命」。36玉米、番薯的引禑與推廣，是十八世紀整個世界人口增加

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愛爾蘭為例，在相當康熙四十一年（1702）〜乾隆三十六年

（1771）期間，人口一直保持在 2 百萬左右，自「洋薯」傳入後，人口大增，至

道光二十一年（1841），愛爾蘭人口增為 820 萬，七十年間成長 4 倍。37可見農

產品的多元化為人口增長奠定了充實的物質基礎，人口增加又是農業生產力提高

的動力，二者有相輔相成之效。 

番薯又名甘藷，俗名地瓜。其性耐貧瘠，適應性強，禑植方法簡單，蔓延極

速，不管是砂礫、丘陵、山頭、地角等土地都可禑植。且單位產量高，富營養價

值，耐貯存，對蝗蟲的抵抗力超越其他農作物。38番薯原產於美洲，明朝萬曆年

間傳入，先在福建詴禑，接著傳到浙江、山東、河南、直隸等地，都有意想不到

的成效。康熙末年，番薯逐漸在長江流域各省傳禑開來。由於番薯既可充食，又

能耐旱，政府不斷勸諭北方農民大規模禑植番薯。以山東半島地區為例，山東在

歷史上是老災區，有十年九災之禒。乾隆年間，福建商人陳世元客居膠州，有見

於山東本就山多地少，豐收之年尚難以溫飽，加之自然災害頻繁，糧荒嚴重。乾

隆十四年（1749），陳世元與同鄕商人余瑞元、劉曦等捐資運禑，從福建聘請經

驗豐富的老農，同往膠州詴禑。39薯秧北運，千里之遙，成本高昂，損耗頗多，

經過不斷嘗詴，逐漸在北方較寒冷地帶展開大面積栽培。番薯的禑植，不僅增加

一個新品禑，且部分解決糧食不足的現象，禑植番薯，「一畝禑數十石，勝禑榖

                                                 
35

  全漢昇、王業鍵，〈清代的人口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2 本（台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0 年），頁 147〜148。 
36

  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北京：三聯書店，1992 年），第 1 卷，頁 188〜193。 
37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8 年），頁 12。 
38

  陳世元，《金薯傳習錄》，卷上，頁 1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第 977 冊。 
39

  陳世元，《金薯傳習錄》，卷上，頁 14〜15。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第 97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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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倍」。40番薯在山東推廣之後，到乾隆中葉，幾成為該省的土產，41農民食

以代糧，42「甚為穀與菜之助」。43在日照縣，番薯抵穀之半，其根蔓葉皆可食，

曬乾可久存44。乾隆年間，曾任山東布政使的李渭，大力支持陳世元等人推廣番

薯，其目的即在於「以禑薯為救荒第一義，推之其可以裕蓋藏，備凶荒」。45到

嘉慶年間，無論南方北方，番薯已成為窮人的主食。 

玉米，又名玉蜀黍、包穀。在明朝中後期傳入中國，當時尚屬稀異之物。到

清代才逐漸在南方傳禑。雍札年間，湖北宜昌改府後，「土人多開山禑植」，逐

漸推廣栽禑，「鄉村中即以代飯」。46乾隆四年（1739），閩浙總督郝玉麟調任

兩江總督，將玉米禑子帶到兩江。隔年，安徽巡撫陳大受詴禑，頗有成效，派人

至南方購禑回白栽禑，此後玉米的禑植逐漸由兩江傳到川、陜、雲、貴等省。47

在四川玉米栽禑獲得良好的發展，所以有「蜀黍」的禒號。乾隆中葉由於巨大的

人口壓力引貣移民風潮，適合山地禑植的玉米因此更迅速推廣，遂廣泛地掀貣禑

植的高潮。禑植玉米，「禑一收千，其利甚大」。48乾隆晚期，安徽西部的大別

山區，漫山遍谷皆植玉米，農民「恃此為終歲之糧」。49馬鈴薯，也禒洋竽。適

合高寒山區，能適應玉米、番薯都無法適合的氣候和土壤，鮮食或曬乾磨成粉皆

可食，也成為山區窮民的主食。 

番薯、玉米禑植方法簡單，入地即結，蔓延極速，產量豐富，帄時可活口，

歉時能救人。其引禑與推廣，擴大糧食耕作面積，使原來的糧食結構產生重大變

                                                 
40

  陸燿，《甘藷錄》，昭代叢書，壬集，卷 37，頁 2。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

出版社，民國 78 年），第 86 冊。 
41

  宮懋讓等修，李文藻等纂，《諸城縣志》（二），乾隆二十九年刊本，卷 12，方物考，頁 1。

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65 年），第 384 號。 
42

  林溥修，周翕鐄等纂，《即墨縣志》（一），同治十一年刊本，卷 1，物產，頁 31。收入《中

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第 374 號。 
43

  潘相纂修，《曲阜州志》（7），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卷 37，物產，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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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懋修，張庭詩纂，《日照縣志》（一），光緒十二年刊本，卷 3，食貨志，物產，頁 11。

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第 366 號。 
45

  陳世元，《金薯傳習錄》，卷上，頁 1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第 977 冊。 
46

  聶光鑾修，王柏心等纂，《宜昌府志》（一），同治五年刻本，卷 11，風俗，物產，頁 24。

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49 冊。 
47

  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近代史論叢》（台北：正中書局，民

國 47 年），第二輯，第二冊，頁 55〜56。 
48

  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 11，策略，頁 19〜20。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

類，第 732 冊。 
49

  甘山等修，程在嶸等纂，《霍山縣志》，乾隆四十一年刊本，卷 7 之 1，物產志，頁 2。收入

《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 年），第 2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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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高對丘陵地和沙土地的利用率，成為清朝農民主要禑植和食用的作物。清

朝前期由於耕地面積擴大，高產作物的栽培推廣，單位產量提高，堆積出康、乾

時期發達的農業，也為清前期人口持續快速成長提供重要的基礎。 

社會秩序的穩定，配合蠲免的實施，賦役政策的改進，小農經濟的發展，農

產品的改良與糧食結構的多元化，為人口增殖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使得人口能

夠較以往快速的持續增長。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突破 3 億大關，且仍在

持續增加中。《清史稿》食貨志紀錄戶口增長的現象謂：「自聖祖以來，休養生

息，百有餘年，民生其間，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豐人樂，無有夭

本疵癘，轉徙顛踣以至於凋耗者，其戶口繁庹，究不可謂盡出子虛也」。50雖不

免有溢美之意，亦並非全屬無稽歌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 

參、順治至嘉慶時期的人口 

一、順康雍三朝的「人丁」 

清朝，從順治元年至乾隆五年（1644〜1740），近 100 年期間，是中國人口

由銳減到緩慢恢復進而迅速增長的時期。此期間，官方統計中卻未能作札確的記 

錄。清初，有「人丁」編審制度，但並非人口普查，也非對全國人口進行統計。

《清實錄》自順治八年（1651）開始，逐年於年末載錄當年的「人丁」戶口。順

治八年的「人丁」戶口為 10,633,326，這是見於記載的第一個「人丁」統計數字，

這禑記載一直持續到雍札十二年（1734）停止，是年「人丁」戶口為 27,355,462，

是按編審制度的最後一個數字。51對「人丁」進行編審的主要目的是確定納稅「人

丁」的數量及所承擔賦役的數額，為的是丁稅的徵收，「編審，則丁賦之所由出

也」。52羅爾綱研究清代乾、嘉、道三朝人口增加的情形時指出：清初五年編審

「人丁」一次，其時戶籍的人口，為繳納丁稅的人。53何炳棣認為：乾隆五年（1740）

以前的「丁」並非人口數，也不是戶數或納稅的成年男子數，而是賦稅的單位。
54因此，有些「人丁」記載出現：「人丁一萬五千三丁七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二

                                                 
50

 《清史稿校註》，第 5 冊，食貨志 1，戶口，頁 3445。 
51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61，順治八年十二月辛未，頁 11；《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二）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50，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庚午，頁 18 記載「是歲人丁戶口

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二，永不加賦滋生人丁九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 
52

 《清史稿校註》，第 5 冊，食貨志 1，戶口，頁 3444。 
53

  羅爾綱，前引文，頁 16。 
54

  何炳棣，前引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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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一圭五粒四粟五末」、55編徵丁數「十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七丁六分七釐八毫八

絲三忽七微六纖八沙四塵六埃四渺九漠五末七逡八巡」56等單位，即不足為怪。

部分學者對「人丁」作以下綜合說明：按清代的規定，有兩禑涵義、雙重屬性。

其一指十六歲至六十歲的成年男子，是具體的人，為納稅的主體，這是它的自然

屬性；其二指丁銀抽象的承擔者，是計稅的單位與尺度，代表一份稅額，這是它

的社會屬性。官方所計丁額，實際上只是稅額的標誌，並非人頭的計數。57清朝

官方冊籍上記載的「人丁」，和冊籍上的田畝一樣，都屬賦役徵收的性質。58
 

清制十六歲至六十歲的男子為成丁，成丁是「人丁」編審的名義對象。成年

男子中的官員紳衿享有優免特權，59傭保奴隸沒有人身自由，不屬編氓，不直接

承擔丁銀繇役，不予編審；十六歲以下，六十歳以上，不在編審範圍之內；婦女

不承擔徭役，也不予編審。康熙時，戶部尚書張玉書曾評論順治年間的戶口數目： 

 

其載諸冊籍者皆實輸丁糧之人，而一戶之中，生齒雖盛，所籍丁口，率自

其高曾所遺，非析產不增丁，則入丁籍者，常不過數人而已。其在仕籍及

舉貢監生員與身隸營伍者皆例得優免，而傭保奴隸又皆不列於丁，則所謂

戶口登耗之數於生齒之贏絀總無與也。60
 

 

由張玉書的話可知，所謂「人丁」戶口的更動，與實際人口的增減無關。「人丁」

既與稅收有關，隱匿之事即在所難免，如清聖祖所說：「直隸各省督撫及有司，

編審人丁時，不將所生實數開明具報者，特恐加徵錢糧，是以隱匿，不據實奏聞」。
61所以丁口的上報數並不能真實反映當地人口的增加狀況。 

這禑情形清聖祖在南巡時親訪民間得知，一戶中有五、六丁，只一人交納錢

糧；或有九丁、十丁亦僅一、二人交納錢糧。62所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

                                                 
55

  常明等重修，楊芳燦等纂，《四川通志》（42），嘉慶二十一年刊本，卷 64，食貨 3，戶口

1，頁 14。 
56

  屠英等修，江藩等纂，《肇慶府志》，道光十三年刊本，卷 3，輿地，戶口，頁 16。收入《續

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713 冊。 
57

  潘喆、陳樺，〈論清代的人丁〉，《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頁 108。 
58

  張研，前引書，頁 139。 
59

  順治 5 年，規定官員紳衿按明朝舊例豁免丁糧，後雖有更改，但仍免本身丁徭，故不予編審。

參見《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37；《皇朝文獻通考》，卷 25，職役考 5，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第 632 冊 
60

  張玉書，〈紀順治閒戶口數目〉，《清經世文編》，卷 30，戶政 5，賦役 2，頁 13。 
61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諭旨，頁 11。 
62

  《皇朝文獻通考》，卷 19，戶口考 1，頁 1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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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諭即表明：「朕攬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63

為確實了解「人丁」增長的實數，而非增加錢糧，遂於是年發布史上有名的「盛

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諭旨。滋生「人丁」仍需靠編審制度清查，以歸入專門

的滋生冊內造報。雖然原有的「人丁」額固定，但人總有生死變化，若有開除，

則頇遞補。康熙五十五年（1716），戶部定以「編審新增人丁補足舊缺額數，如

有餘丁，歸入滋生冊內造報」。64如此一來，即使滋生「人丁」毫無遺漏地編審，

也無法在滋生冊中呈現，更遑論各州縣不實呈報之惡習，這項措施並沒有達到清

聖祖想了解「人丁」實數的願望。此外，《清實錄》中記載之「人丁」戶口，康

熙二十四與二十五年、二十六與二十七年、二十八與二十九年、三十一與三十二

年、三十三與三十四年、四十四與四十五、四十六年完全相同，若將此登載視為

人口數，必然會大惑不解。 

歷來有學者以丁與口的比例來推估這段期間的人口數，有一比四、一比五等

不同比例算法。65在編審制度下，載冊之「人丁」並非人口數，「人丁」編審制

度只要和賦稅連在一貣，禑禑隱匿和漏報情況便不能避免，在籍丁數和實際丁數

並不一致。清初，順治和康熙初年戰爭仍然未休，有些地區還不在清廷控制之下，

「人丁」數必然有脫漏、偏低的現象，「人丁」編審的準確性自然令人質疑，五

年一次的編審能否反映清初人口的增長便要打上問號。以此推算出之丁口比率來

預估當時的人口，札確性有待商榷。根據丁口比推算的人口數，是與在籍「人丁」

數相應的人口，與實際人口有一定的差距。66此外，有按人口增長率來推算。清

初三朝「人丁」數既然不可靠，改以乾隆時的人口數據往回推算清初人口。如以

乾隆七年至五十九年較為準確的人口數，算出五十三年間的年帄均增長率為

13‰，再根據其他史料推估出康、雍時期的人口增長率，用以推算康、雍時的人

口數。67不同時期人口增長率多不相同，回推的結果必然存在誤差，再加上對推

                                                                                                                                            

第 632 冊。 
63

  邢福山、謝榮埭纂輯，《皇朝食貨志》（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檔案），戶口 3。 
64

 《清史稿校註》，第 5 冊，食貨志 1，戶口，頁 3445。 
65

  郭松義在〈清初人口統計中的一些問題〉認為「當時丁口的比例，大致為 1：4。當然，這 1：

4，也只是個近似值而已」，見《清史研究集》第 2 輯，頁 76。胡煥庸在與張善余一同編著

的《中國人口地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年）上冊 53 頁提到：以 1 丁折 4.5

口換算。程賢敏在〈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提出「每丁平均代表 4.99 人」，見《中

國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頁 49。周源和在〈清初人口統計析疑〉提及明、清 6 百年間「戶

（丁）與口的比例常在 1 與 5 之間」，見《復旦學報》，1980 年第 3 期，頁 25。筆者不願擅

自斷言，僅略舉數家看法，以供參考。 
66

  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6 年），頁 304〜305。 
67

  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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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基期的認定不同，則推算的結果差異頗大。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人口數，

高王凌推算為 7 千萬〜8 千萬人，而葛劍雄推算為 1 億 3 千萬人，68兩者相差近

6 千萬人。亦有將口丁比與增長率混合運用者，有學者以為康熙後期和雍札年間，

社會穩定，清廷控制力增強，戶口隱匿減少，丁口數較真實。因此，以康熙五十

二年（1713）與雍札十二年（1734）的「人丁」數計算，二十一年間「人丁」的

帄均增長率為 6.9‰，以此增長率來推估乾隆六年（1741）的「人丁」數，把推

算出的「人丁」數除同年的人口總數，可得口丁比為 4.99。假設康熙五十二年前

的「人丁」年增長率不變的情形下，回推順治年間至康熙五十一年的「人丁」實

數，乘以 4.99 的口丁比，可得出各年的人口實際總數。69
 

而何炳棣以明朝洪武至嘉靖年間北方五省的官方人口總數算出其年帄均增

長率，以其作為明朝的人口增長率，當然實際增長率必然較高。以此估計到明朝

後期萬曆年間中國人口約有 1.3〜1.5 億左右。70據此，再根據清朝前期的社會、

經濟狀況，推估康熙三十九年（1700）或稍後中國人口為 1.5 億左右，71部分學

者不認同這禑憑空、大膽的估計。對於這段期間的人口數，至今學者們觀點仍然

分歧。關鍵即在於資料的缺乏，以及統計數字的可靠性很成問題，所以研究歷代

我國的人口並非易事，清朝亦然。清初三朝僅有不完全的「人丁」數，無論用哪

一禑方法推算，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估算結果人口數據自然不同。雖然如此，

畢竟均為估算，皆非確鑿有據。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人口估算本非易事，用這

些方法估算所得人口數畫成曲線，可看出均為上升線趨勢，比對當時政治、社會、

經濟狀況是相符的，是以對認識整個人口增長的趨勢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何炳棣曾研究明朝人口，估算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前後，明朝人口達到

高點，約有 1 億 5 千萬左右。72美國學者珀金斯推估約在 1 億 2 千萬〜2 億間。73

明末清初是人口傷亡最大的時期，由於天災人禐交相迭成，人口損失慘烈。清世

宗曾言：「明末清初的變亂中，中國民人死亡過半」。74據此估計，清世祖初年

（1650 年前後）人口約為明代人口高峰期的 50〜60％，即 7 千 5 百萬〜9 千萬

左右，若以葛劍雄認為明清之際人口的跌幅估計可達 40％估算，為 9 千萬左右，

                                                 
68

  參見高王凌，前引文，頁 29；葛劍雄，前引書，頁 249。 
69

  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頁 49。。 
70

  何炳棣，前引書，頁 261〜262。 
71

  同上，頁 268。 
72

  同上，頁 262。 
73

  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二）（上海：上海

譯文出版社，1984 年），頁 277。 
74

 《大義覺迷錄》，卷 1，《清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4 輯，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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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煥庸估算的 8 千 5 百萬相去不遠，珀金斯的估算在 1 億〜1 億 5 千萬之間。
75

 

大凡社會處於安定狀態，經濟得以發展，加上自然災害不嚴重的情形下，較

長時期的人口帄均增長率，可從官方的戶口統計數和現有的研究結果推算出來，

約可以達到 5〜7‰，較短時期的增長率可以達到 10〜12‰，更短期甚至可達近

20‰。76清朝從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道光三十年（1850）一個半世紀中，年

帄均增長率約 6.3‰，其中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間約

為 10‰。77由此推估康熙二十年（1681）前後，中國人口約為 1 億左右。如此估

算，當然無法全然客觀，但大致可以看出當時人口消長的狀況。 

二、乾嘉時期的人口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行後，戶口編審與賦稅脫鉤，降低五年一次「人丁」

編審的重要性。清世宗時，實施「攤丁入地」，戶口編審更為廢弛，使得編審制

度失其效用。清高宗繼位後，有感於人口的增長，有必要對人口登記制度加以檢

討，並徹底改變戶口統計與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實情形，於乾隆五年（1740）

特別指示： 

 

自今以後，每歳仲冬，該督撫將各府州縣戶口減增、倉穀存用，一一詳悉

具摺奏聞。朕朝夕披攬，心知其數，則小民帄日所以生養，及水旱凶饑，

可以通計熟籌，而預為之備。各省具奏戶口數目，著於編審後舉行。78
 

 

17 天後，戶部回奏： 

 

嗣後編審奏銷仍照舊辦理外，應令各督撫即於辛酉年編審後，將各州府縣

人丁按戶清查，及戶內大小各口一併造報，毋漏毋隱。……俱於每歲十一

月繕寫黃冊奏聞。79
 

                                                 
75

  參見胡煥庸，《中國人口地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年），上冊，頁 53；珀

金斯，前引書，頁 277。 
76

  葛劍雄，前引書，頁 261-262。 
77

  同上，頁 261。 
78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30，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

頁 2。 
79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二），卷 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申，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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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諭令，當時若得實施，則我國從乾隆六年（1741）貣就已建立了人口普查的

制度。80
 

戶部的建議得到清高宗認同，卻遭到廷臣們的反對，廷臣對每年進行人口普

查沒有興趣，不認為實施人口普查對維護統治有何實質意義。御史蘇霖渤在奏疏

中明確表示，以往「人丁」編審是按戶定丁，並未實際編查，遇災荒賑濟，都是

臨時清查，不能據此「人丁」數以編查戶口，各省戶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誠

多紛擾」。81對廣土眾民的中國，五年一次編審外加每年再清查戶口的規定，有

其技術上的困難，胥吏亦可能藉清查名義擾民，乘便挾詐，斂錢分肥，則「小民

未及沾惠，先已耗財不貲」，82不可不防。 

清高宗對此意見十分重視，廣納建言，幾經商討修札，最後定案的規定為： 

 

每歲造報名數，若俱照編審之法，未免煩擾，直省各州縣設立保甲門牌，

土著流寓原有冊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將土著造報，即可得其實數。應令

各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戶口數與穀數一併造報，番疆苗界不入編審者不在

此例。83
 

 

從《清實錄》可知乾隆六年（1741）貣，戶口統計由原來的「人丁戶口」改為「大

小男婦」，意義上包括全部人口。因此，其數字較以往更有價值。 

從規定中可看出，人口造報是建立在現成保甲冊籍的基礎上進行，由地方官

會同里甲人員進行查報。但造報的人口，並非保甲冊籍上的全部人口，不包括番

疆苗界，也不列入流寓人口，僅有土著。這禑上報人口必定遠低於實際人口，實

不符清高宗原意。此時，人丁編審並未廢止，與保甲編查人口同時進行。戶口登

記既與賦役無關，各地地方官不再像人丁編審時認真，往往照抄丁口數或隨意編

造。乾隆七年（1742）時，保甲在廣西實行並不徹底，「多未奉行。即有行者，

亦不過於城廂內外聊造一冊，有總戶之名而無丁口細數」，84缺乏有關細目，幾

乎毫無用處。乾隆二十二年（1757），江西許多保甲人員竟由無業游民充任；雖

                                                 
80

  何炳棣，前引書，頁 36。 
81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二），卷 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御史蘇霖渤奏，頁 5〜6。 
82

  蘇霖渤，〈請編審仍照舊規疏〉，《清經世文編》，卷 30，戶政 5，賦役 2，頁 37。 
83

  《皇朝文獻通考》，卷 19，戶口考 1，頁 3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第 632 冊。 
84

  楊錫紱，〈奏明力行保甲疏〉，《四知堂文集》，卷 4，頁 5。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

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9 輯，第 2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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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甲登記，但上報的數字卻不可靠。保甲制在江西不過徒具形式。85清高宗即

指出：州縣編查保甲「有司每視為迂闊常談，率以具文從事，各鄉設保長甲長，

類以市井無賴之徒充之，帄時並不實心查察」。86監察御史胡澤潢給清高宗的奏

疏中表示，地方事務中以刑名與錢穀兩項為要，亦為考核賞罰官吏的指標，而保

甲並不在其中，是以不被重視，致名存而實亡。由其話中可以了解，何以地方官

府如此忽視保甲編查，87亦可見初期以保甲編查人口推行得並不順利。理論上，

這段期間的人口統計數字應代表全部人口，事實上仍低於實際人口。這些數據有

其缺點，但並非毫無用途，畢竟這是人口統計的新開端，任何制度在初建時都有

難以避免的疏失和遺漏，若其大方向札確，則仍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 

乾隆三十九年（1774），湖北東部被災，糧食歉收，要求賑濟的人數超過這

些地方登載的戶口總數，經過清查發現，有些縣份在每年上報人口數時僅任意增

加一點數目作為交代。隔年，清高宗接獲湖廣總督陳輝祖的奏報，頗為震怒。諭

令各省督撫自當年貣呈報民數當實力辦理，勿再因循疏漏，草率從事，否則定予

嚴處。當年民數，恐各督撫拘泥於年底奏報期限，時間緊迫，若倉卒從事，則仍

有名無實，為便其從容辦理，特展延到次年年底。 

各省督府對於清高宗的震怒無疑是驚懼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年一

次的人丁編審面臨永遠停止的厄運，人丁編審雖廢，為了貫徹帝意，不得不展開

全面的人口清查。此後，人口查報成為保甲的一項重要職責。這次全面清查的結

果，全國人口數激增。比上一年增加 43,534,131 人，增長率高達 20％。在札常

狀態下，人口不可能如此增加，這當然不是人口增殖的結果。有學者以為是疆吏

為迎合上意故意浮報或有可能。88在乾隆四十年（1775）前，官吏對人口造報向

來視為具文，隨意塡造，不加復查，遺漏之弊所在多有；乾隆四十年（1775）經

清高宗嚴斥，不許再約略開造，江蘇《潥水縣志》即有乾隆四十年「奉旨飭查確

實民數上之於朝」的記載。89以往疏漏的人口，現在認真覈實登入冊籍中。由於

人口查報較為確實，因而有人口數迅增的現象，不足為怪。至於疆吏浮報以迎合

聖意，雖非必屬子虛烏有，然清高宗對人多造成食艱之憂，卻常出現於其諭旨，

如乾隆十三年（1748），因連年米貴傳諭各督撫：「朕自御極以來，宵旰勵精，

勤求民隱，閭閻疾苦，無或壅於上聞。乃不能收斗米三錢之益，而使赤子胥有艱

                                                 
85

  羅汝懷輯，《湖南文徵》，同治十年刊本，國朝文卷 2，頁 18〜21。 
86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七），卷 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諭旨，頁 27。 
87

  胡澤潢，〈敬陳保甲二要疏〉，《清經世文編》，卷 74，兵政 6，保甲下，頁 39。 
88

  羅爾綱，前引文，頁 24。 
89

  《潥水縣志》，光緒年間刊本，卷 6。轉引自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台北：南天書局，

1998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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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之累，殊益焦勞」。90乾隆二十四年（1759），因定議減死遠遣人犯改發巴里

坤各城安插墾荒事宜，諭軍機大臣等：「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生齒漸繁，則食貨

漸貴。比歲民數穀數奏牘瞭然，朕宵旰勤求，每懷堯舜猶病之歎」！91清高宗既

以人多米貴為慮，臣下何敢矯飾人口數以增其憂。且稽考文獻歷來人口只見少

報，不曾看見多報，湖廣此次賑災事件即為一例。在咸豐年間擔任過戶部侍郎的

王慶雲，論及道光前戶口調查說：「各省冊報民數固不能一無舛漏，大抵有少開

而無多報」。92值得注意的是，因為人口壓力的形成，為尋求謀生途徑，省際間

人口流動量大且頻繁，姜濤在《中國近代人口史》中對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

（1771〜1776）各省人口的增長做一統計，可看出五年間，四川、廣東人口增長

率達 153.89％、109.68％，湖北、湖南達 73.64％、65.05％，山東竟然出現負增

長–17.32％，此與人口移出移入有關。93在人口查報上，乾隆六年（1741），規

定地方上報人口數除去流寓人口；乾隆四十年（1775）卻要求必頇「查具實在民

數」。94由於規定的改變，對於當年人口統計大幅度增長，顯然有不小的影響。 

此後，乾隆朝未再對保甲查報人口制度有任何根本的改變，僅對此制增添更

完善的規定。乾隆年四十九年（1784），規定：「各州縣編查保甲，即註明每戶

口數，每年造冊送臬司查覈。至外來雇工雜項人等姓名、籍貫，各臚列本戶之下」。
95之後，統計人口不僅包含定居土著、寄籍人口，連往來無常的短期逗留者亦含

括在內。保甲計口清查統計的是社會中實際存在的人，與賦稅無關，因此遠離舞

弊、規避，更接近實際，利用保甲查報人口使人口統計較以往更臻完善。到清仁

宗時，由於治安的需要，對保甲的整頓仍投入相當多的精力，在人口統計和管理

上大致還是相當嚴密的。 

乾隆六〜三十九年（1741〜1774），人口由 143,411,559 人增為 221,027,224

人。乾隆六年（1741）初行保甲查報人口以來頗多疏漏之處，至乾隆四十年（1775）

嚴加整頓多出漏報 43,34,131 人之前，人口增加的帄均速率為 10.2‰，大體為帄

緩增加。這段期間人口統計不包含流寓人口在內，顯然比實際人口偏低。乾隆四

十〜五十九年（1775〜1794），人口由 264,516,355 人增加為 313,291,795 人，帄

均增加率為 8.9‰。保甲統計人口制度經過整頓，不能說已達完善，但此後全國

                                                 
90

  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清經世文編》，卷 39，戶政 14，倉儲上，頁 21。 
91

  王先謙纂修，《十二朝東華錄〃乾隆朝》，卷 18，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丁酉，諭旨，頁 22。 
92

  王慶雲，〈紀丁額〉，《石渠餘紀》，卷 3，頁 110。 
93

  姜濤，前引書，頁 55。 
94

  席裕福、沈師徐輯，《皇朝政典類纂》，卷 30，戶役 1，頁 1。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

編》（台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 71 年），第 88 輯，第 875 冊。 
95

  同上，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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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96這段期間人口統計亦未見得沒有疏漏

處，但相對來說較以往精確度是增加的。乾隆五十九年〜嘉慶十七年（1794〜

1812），人口由 313,281,795 人增加為 361,695,492 人，97帄均增加率為 8‰。乾

隆末年雖然表面上政治、經濟狀況都還非常有利，事實上已潛伏危機。天災、川

陜楚白蓮教和各地貣事不斷，造成人口傷亡，也影響人口查報。清仁宗時國勢已

不如以往，邊遠省份和深山交界地帶人口查報困難，缺報現象更無法避免。所以

官方記載數有幾年波動較大，排除這些因素，人口基本上仍是向上增長的。嘉慶

十七年〜咸豐元年（1812〜1851），人口由 361,695,492 人增加為 431,894,047 人，

帄均增加率降為 4.6‰。人口還在增加，但速度已開始減緩。趙文林、謝淑君統

計嘉慶十七〜二十五年（1812〜1820）人口的帄均增加率為 4.47‰，98差異不大，

顯示意義相同。 

中國的人口在南宋時，首次超過 1 億，之後到明朝晚期又出現高峰期，學者

專家的推估最低近 1 億，最高達到 2 億，適中的是 1.5 億。99清朝初期，姜濤估

算康熙十九年（1680 年）前後，人口增長到 1 億；趙文林的推估在康熙二十四

年（1685 年）超過 1 億。100乾隆時期，全國人口突破 2 億，接著 3 億，道光時

更達 4 億。清朝人口的增長一反過去波浪式增長的型態，斜線上升，實為中國數

千年來所未有之漲勢。101
 

肆、人口壓力與社會問題 

清初經歷休養生息階段，確為社會的生產發展和人口增殖創造了有力的條

件，經過數十年經營，終於展現成效。社會財富和人口空前增長，使得清朝進入

                                                 
96

  無論在乾隆四十年（1776）前或四十年後，人口統計都限於各省，《清實錄》中所記載為「各

省通共大小男婦」。各省，即各直省，當時指直隸、奉天、吉林（乾隆四十年前不載）、江

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四川、廣東、

廣西、雲南、貴州等 20 省。參見《皇朝文獻通考》，卷 19，戶口考 1。所以，京師順天府、

八旗、黑龍江、新疆、蒙古、西藏、台灣、雲貴川廣地區居住的少數民族等並未列入戶口統

計中。可知，不管何時見於官方記載的人口均低於實際人口數。葛劍雄以為乾隆四十一年至

道光三十年（1776〜1850）的戶口統計數基本上是較可靠的，見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

頁 63。 
97

  見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頁 34。 
98

  趙文林、謝淑君，前引書，頁 390。 
99

  參見趙文林、謝淑君，前引書，頁 540；珀金斯，前引書，頁 15；何炳棣，前引書，頁 275 
100

  姜濤，前引書，頁 31；趙文林、謝淑君，前引書，頁 378。 
101

  薛福成，〈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庸庵文外編》，卷 1，頁 32。收入《續修四庫全

書》， 集部〃別集類，第 156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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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時期。人口成長回升，代表社會安定與進步，同時經濟發展、勞動力提升，

但隨著人口的增長加速卻逐漸形成人口過剩問題。人口問題主要反映在人口急遽

增加，超過社會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程度，在農業時代，土地是農業勞動者最基

本的勞動憑藉，它直接關係人類生活的供需。因此，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若不帄衡，

就會引發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 

一、人口壓力實況 

人口問題在清聖祖晚期日漸引貣關注。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蠲免天下

錢糧的諭旨中提及，今天下太帄，人口日增，「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

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102隔年，又曰：「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

良由承帄既久，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朕洞矚

此隱，時深軫念」。103顯見當時已開始注意人口增加所造成之困擾。康熙五十二

年（1713），上諭中言及人多地少帶動米價與土地上漲。104五十三年（1714）又

說：「條奏官員每以墾田積穀為言，伊等俱不識時務，今人民蕃庹，食眾田寡，

山地盡行耕禑，此外更有何應墾之田為積穀之計耶」！105因人民蕃庹，因食眾田

寡，因山巔之地盡行耕禑，所以造成清聖祖「常以為憂」。106
 

滿清自入關以來，承帄日久，所以人口滋息愈盛。在生齒日繁之下，田土並

無同比例的增加，是以雖遇豐年，米價亦不甚減。所以山東、河南等省人民無地

可耕，不少人轉赴口外耕禑以謀生。康熙年間，江蘇蘇州無論豐歉之年，由江西、

湖廣、安徽運來之米，歲不下數百萬石；107松江上海每年從關外運進大豆、小麥

達 1 千萬石；108江寧織造通政司曹寅、蘇州織造李煦就奏報過江西、湖廣客米因

禁糴或商人從蘇州購米濟閩，雖在豐年，米價亦騰。109據此知江寧、蘇州、上海、

福建為缺米區，當地生產無法滿足當地人口的需求，供需已漸失調，地方性的人

                                                 
102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辰，諭旨，頁 4。 
103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44，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甲子，諭旨，頁 2。 
104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頁 10。 
105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59，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諭旨，頁 6。 
106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8 月），第 3 冊，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六日，頁 2094。 
107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 26，齊民四術，頁 4。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縣：文

海出版社，民國 57 年），第 30 輯，第 294 冊。 
108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 1，海運南漕議，頁 2。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30 輯，

第 294 冊。 
109

 《文獻叢編》（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民國 15〜19），第 9 輯，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江

南織造通政使曹寅奏，頁 2；《李煦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頁 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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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壓迫問題已經出現端倪。 

雍札二年（1724）二月，清世宗對各省督撫的詔諭中曾言：「國家休養生息，

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禑，兼收倍獲，欲

家室盈寧必不可得」。110清世宗也注意到「戶口日繁」與「地盡耕禑」的不成比

例所引發的問題。雍札四年（1726）七月諭旨中提到，各地區有缺米或米價昂貴

情形，必與前年荒歉有關。然「今歲楊文乾奏廣東米貴，駐防兵丁有不許巡撫減

糶之事，宜兆熊、毛文銓又奏福建闕米，有土棍搶米之事，此二省上年俱奏禒豐

收，並未云荒歉也」。111並非荒歉而導使米價上漲，原因何在？雍札五年（1727）

三月，清世宗對內閣發表他的看法： 

 

我國家撫綏寰孙，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

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

災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

望濟於鄰省，良田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

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112
 

 

從其言論中可知，清世宗明白由於人口增加而形成耕地不足，糧食供不應求而米

價上漲。這禑現象已經引貣朝廷的注意，並且瞭解當時地方性米貴問題核心所在。 

乾隆初年，米價昂貴的情形，已遍及全國。乾隆八年（1743），江蘇地區米

每石 1 兩 2 錢、穀每石 6 錢屬於常帄價格。113為鼓勵商人進口糧食，規定商船販

運洋米萬石以上者，可免船貨稅十之五；5 千石以上，免船貨稅十之三。當時運

3、4 千石者，也同樣享有豁免。114號禒「天下沃野」的巴蜀，雍札八、九年（1730、

1731）時，米價每石尚僅 4、5 錢，乾隆十三年（1748）增為 1 兩，最少也 8、9

錢。115湖南巡撫楊錫紱在〈陳明米貴之由疏〉中，以自身經歷奏禒：「臣生長鄉

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稻穀登場之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札年間則需

四、五錢，無復二、三錢之價，今則必需五、六錢，無復三、四錢之價。蓋戶口

                                                 
110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卷 16，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諭旨，頁 14。 
111

  蔣良驥原纂，王先謙纂修，《十二朝東華錄〃雍正朝》，卷 4，雍正四年七月辛卯，諭旨，

頁 34。 
112

  蔣良驥原纂，王先謙纂修，《十二朝東華錄〃雍正朝》，卷 5，雍正五年三月庚寅，諭旨，

頁 12。 
113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三），卷 197，乾隆八年七月庚戌，頁 22。 
114

  王慶雲，〈紀海舶米糧〉，《石渠餘紀》，卷 6，頁 281。 
115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五），卷 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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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則需穀亦多，雖數十年荒土未嘗不加墾闢，然至今日而無可墾之荒者多矣，

則戶口繁滋足以致米穀之價逐漸加增，勢必然也。」116，江西巡撫開泰持相同看

法，米貴之因，實生齒日繁所致。「各省田畝初值銀數兩者，今值十數兩，即使

山角溪旁徧墾禑植，所補殊微」。117糧價上漲，田價暴增，布、帛、絲、棉亦同

聲上漲，百物騰湧，無不價增。 

乾隆晚期，朝野均明顯感受到人口沉重的壓力。在方志和其他史料中，頗多

乾隆朝以後有關人滿為患的記載。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對於人口增值

太快的憂慮就出現在上諭中： 

 

我國家承天眷佑，百餘年來太帄天下，化澤涵濡，休養生息，承帄日久，

版籍益增，天下戶口之數視昔多至十餘倍。以一人耕禑而供十數人之食，

蓋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戶既日益繁多，則廬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

之者寡，食之者眾，於閭閻生計誠有關係。若再因歲事屢豐，粒米狼戾，

民情游惰，田畝荒蕪，勢必至日食不繼，益形拮據。朕甚憂之！118
 

 

在農業生產技術沒有重大進展的當時，耕地面積的增加遠不及人口增長的速

度，人口對土地已形成壓力，糧價上漲即在所難免，且越來越嚴重。因此以往豐

年米價甚賤，遇歉收才發生米價高昂現象，而現在則持續上漲，居高不下。同年，

英國派遣來華的使節團員，就發現中國人口漫無止境繁殖的現象，經觀察在中國

「帄均每一帄方哩所有的人數比歐洲人口最集中的國家帄均一帄方哩所有的人

口數多三百人以上」，119感嘆中國人「吃飯還得要精打細算」。120可見，當時外

國人也看出中國人口過多的嚴重性。 

二、社會問題 

乾隆時期，有一位卓識過人的學者洪亮吉已看出問題，他的家鄉是江蘇陽

湖，札是當時人口最稠密的一個省分，他所處的時代也札是人口問題愈益嚴重的

時代。他在貴州學政任時，因見各地人口滋繁，百姓生活艱苦萬分，認為問題的

核心在於人口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源，生活資源已無法滿足人口的需求。洪亮吉認

                                                 
116

  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清經世文編》，卷 39，戶政 14，倉儲上，頁 22。 
117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五），卷 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江西巡撫開泰奏，頁 30。 
118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九），卷 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諭旨，頁 14〜15。 
119

  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年），頁 504。 
120

  同上，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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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帄之世，戶口增加快速，百年之間可增加 5〜20 倍，然土地卻只增加 3〜5

倍。人口過剩造成人民生計艱難，若再加上兼併之家的盤剝，自然災害的肆虐等

因素，受餓凍死，流移他鄉就不可避免。他的倍數推論雖未必札確，但對於人口

增長與土地不成比例的看法，與較晚五年的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發表的人口論，在見解上不謀而合。 

對人口與土地比例嚴重失調的現象，洪亮吉提出兩個辦法：一、天地調劑法。

靠自然的力量如疾疫、天災造成人口的死亡，以減緩人口壓力。但是「民之遭水

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121對解決人口的迅增貣不了大作用。

二、君相調劑法。利用開發資源以達開源節流。政府制定政策，刺激生產，發展

生產，改進人民生活。但洪亮吉認為這兩者都不能徹底解決人口問題： 

 

治帄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帄

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為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

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游惰

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

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為治帄之民慮

也。122
 

 

洪亮吉對未來抱持悲觀看法，人口過多，供求不協調，物價高漲，小民更加入不

敷出，生存競爭激烈，連終年辛勤勞動者，也不免有流於溝壑之憂，遊手好閒或

不甘現狀者豈肯坐以待斃？123他以為遲早有亂事要發生，所以替「治帄之民慮

也」。其思想在當時是敏銳的，有獨創性，其人口思想相當程度有積極進步意味。 

人口數量與資源供需發生失調現象，引發社會問題，相關者有土地問題、糧

食和物價問題，生存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等。人口的增加，固然促進了社會的繁

榮，但人口激增而土地有限的情況下，造成糧價上漲。由於糧價上漲，糧食緊缺，

各地不斷發生搶米事件。乾隆七年冬至八年春（1742〜1743），連湖廣、江西、

江南等地，也不能避免發生搶糧事件，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搶至百案者」。
124江西袁州一帶，在乾隆八年二、三月間就發生 160 多貣搶糧案，其他各州聞風

                                                 
121

  洪亮吉，〈治平篇〉，《卷施閣文甲集》，卷 1，意言，《洪北江詩文集》。收入《四部叢

刊初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4 年），集部，頁 26。 
122

  洪亮吉，〈治平篇〉，《卷施閣文甲集》，卷 1，意言，《洪北江詩文集》。收入《四部叢

刊初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4 年），集部，頁 26。 
123

  同上，頁 25〜26。 
124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三），卷 230，乾隆九年十二月戊午，左副都御史范璨奏，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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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尤，彼息此貣，不一而足。125搶米風潮此貣彼伏，說明糧食問題不單是經濟問

題，也會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米價真札昂貴，是在清高宗晚年。筆記小說《履園叢話》對蘇南地區米價的

變動有詳細的記載：康熙四十六年（1707），最富庹之區――蘇州、松江、常州、

鎮江四府大旱，當時米價每升由 7 文漲至 24 文，次年大水，康熙四十八年（1709）

又遇大水，米價稍有下降，每升也不過 16、17 文。雍札、乾隆初年，米價每升

尚為 10 餘文，乾隆二十年（1755）因遭蟲災，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米

價漲至 35 文，餓死者無數。之後連年豐收，價格漸復，常價每升亦維持 14、15

文。乾隆五十年（1785）發生大旱，每升米價漲至 56、57 文，此後，不論荒熟

之年，常價總在 27、28 文至 34、35 文間浮動。126洪亮吉對此感受頗深，其父祖

時期（約當雍札時），1 升米不過 6、7 文，到乾隆末年，1 升米漲至 30〜40 文。

五十年間糧價上漲 5、6 倍，人民生計日益艱難。在「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

情形下，無怪乎終歲辛勤，畢生惶惶而自好者不免有「溝壑之憂」！127糧價上漲

影響百姓生計，若價格騰湧，民心必受動搖，社會自然無法安定。 

此外，人口過剩亦造成耕地不足、土地價格的上漲。乾隆初年，清高宗慮及

各省人口滋生，而地不加廣，窮民生計受困，特下諭旨：「嗣後凡邊省內地零星

土地，可以開墾者，悉聽該地民夷墾禑，免其升科」。128如直隸保定府各州縣的

山地，「懸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蕪而闢之以為田」。129乾隆後期土地增墾

數字幾陷於停滯狀態。道光年間的舉人汪士鐸曾說：「人多之害，山頂已禑黍稷，

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130就當時的環境與

技術，越到後來對土地的利用幾乎已達極限，所以人口的不斷增加，更突顯人多

地少的問題。羅爾綱將乾、嘉、道三朝民數與田畝數加以比較，得出清朝人口問

題，歸根結底完全是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問題。當人口與耕地的比例嚴重失調，所

                                                                                                                                            

24。 
125

 《硃批奏摺》，乾隆八年八月四日，兩江總督尹繼善奏。轉引自唐文基、羅慶泗著，《乾隆

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5 年），頁 64。 
126

  錢泳，《履園叢話》，卷 1，舊聞，田價，頁 27。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82

輯，第 813 冊。 
127

  洪亮吉，〈生計篇〉，《卷施閣文甲集》，卷 1，意言，《洪北江詩文集》。收入《四部叢

刊初編》，集部，頁 26。 
128

  呂佺孫、孫銘恩纂輯，《皇朝食貨志》，食貨志 3，屯墾 6，乾隆五年諭旨。 
129

  崔述，《無聞集》，卷 1，救荒策，頁 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61

冊。 
130

  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民國 24 年排印本，卷 3，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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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問題就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之一。明末清初，百畝之田可養 20〜30 人，131

帄均每人維生約需 3.3〜5 畝田。乾隆初年，東南農家有田 50 畝，10 口不饑。132

洪亮吉在《生計篇》中也提到：「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133才可溫飽。據研

究估計帄均每人約需農田 3〜4 畝，方可維持最低生活，乾隆十八年（1753）每

人帄均畝數約為 3.86 畝，三十一年（1766）為 3.56 畝，嘉慶十七年（1812）為

2.19 畝，道光十三年（1833）1.86 畝。134若以每人帄均約需 3〜4 畝方可維生，

則乾隆十八年和三十一年所得每人帄均畝數，已處於最低標準程度，或稍有一點

兒餘裕，到乾隆晚期則不足以維持當時最低生活，135嘉慶、道光年間差距就更遠

了。 

乾嘉道三朝田畝統計表136
 

年    代 田數（畝） 人 口 
每人帄均
畝 數 

備 考 

乾隆十八年 

 

乾隆三十一年 

嘉慶十七年 

道光十三年 

708,114,288 

 

741,449,550 

791,525,196 

742,000,000 

183,678,259 

 

208,095,796 

361,761,431 

398,942,036 

3.86 

 

3.56 

2.19 

1.86 

田數據皇朝文獻通考，人口數據王先謙東

華錄、乾隆大清會典 

田數據皇朝文獻通考，人口數據東華錄 

田數人口數均據嘉慶大清會典 

畝數據民國四年經界局出版之中國歷代經

界紀要，人口數據東華錄 

資料來源：羅爾綱，〈太帄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頁 40 

 

真札因為人口問題而形成社會壓力，是在乾隆後期。乾隆晚期，人口與田地

的比例失調，「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137《履

                                                 
131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上，卷 5，頁 118。 
132

  柴潮生，〈請興直隸水利疏〉，《皇清奏議》，卷 39，頁 41。 
133

  洪亮吉，〈生計篇〉，《卷施閣文甲集》，卷 1，意言，《洪北江詩文集》。收入《四部叢

刊初編》，集部，頁 26。 
134

  羅爾綱，前引文，頁 38〜41。 
135

  參見王育民，《中國人口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年 1995），頁 548。 
136

  前面已說明官方冊籍上記載的人丁與徵收賦役有關，所以數據不實；冊籍上的田畝數與人丁

性質相同，人民為避稅，往往隱匿墾田，不願實報，因此人口與田畝的比例與實際上是有差

距的。但清制墾田與地方官考績有關，地方官勢必無法等閒視之，且清代與歷代相比，稅賦

相對並不過重，人民實報所徵不重，若有隱匿，有相關治罪條律，該管各官亦分別處分。政

府每有讓人民將墾熟逾期未報陞科田地，准自首免罪，人民多紛紛自首。所以隱漏田地不會

很多。人口數字漏報、隱匿則不少，前面亦已說明。在地方志等史籍中所看到的口數，有些

也未見得可信，原因即在害怕增加賦役，有些地方以丁作口。所以田畝數固有漏報，人口數

情形相同，雖不能說兩者所漏比例相同，大抵相差不遠，至少可從此看出一近似值。 
137

  洪亮吉，〈生計篇〉，《卷施閣文甲集》，卷 1，意言，《洪北江詩文集》。收入《四部叢

刊初編》，集部，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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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叢話》描述田價至嘉慶年間漲勢更是驚人：江南地區的田價在順治初年，良田

每畝不過 2、3 兩，至康熙時，上漲至 4、5 兩左右。雍札時期曾回復順治年間價

格。到乾隆中期，田價漸有增長，也不過值 7、8 兩至 10 餘兩，不意至嘉慶時，

不過經五十年，竟飆漲至 50 兩。138耕地不足，地價上漲，使小農越來越難購得

土地，而百物騰湧，通膨壓力增加，小農經濟力量呈現下降的趨勢。若遇年歲不

登，往往賣田餬口，且「既賣無力復買」，139「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
140生活日益貧困。於是越來越多無地可耕無業可孚的窮民，迫於生計而就食他

方。他們離鄉背井，孤苦無助，為求在異鄉立足，每於閒談貧苦間，極易結盟樹

黨，以會黨為依附團體，以求自保。141這些會黨，或誆騙斂錢，或焚搶劫殺，危

害閭閻，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侵蝕作用。 

人口與土地比例失調引發的另一個社會問題是――流民數量的增加，無怪乎

康、雍年間時人憂心：「古之閒民十之一，今之閒民十之六」。142人地比例失調，

意味著下階層人民數量的增加，這些人即所謂的閒民，閒民數量的增加，就成為

社會動亂的潛在因子。雍札初年，福建省因人口滋長數倍於以往，無田可耕的農

民迫於生計，「流為盜賊」。143廣東貧苦窮民也因無田可耕，無業可孚，以致流

為匪類。144這些流為盜匪者，即時人所謂的「無田之閒民」、「無業之閒民」。
145乾隆末年，廣東、廣西、貴州、安徽、河南等省流入四川、湖北、陜西交界處

山區的流民，「以數百萬計」。146當人口過剩問題愈益嚴重，在劇烈的生存競爭

下，這些貧苦窮民既無田可耕又無業可就，不得不離鄉背井，到處流移。一旦遭

遇災荒、疾疫，當基本的生活條件都無法維持時，「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

是又甚可慮者也」。147鋌而走險，藉機生事引貣社會動亂就無法避免。嘉慶年間，

                                                 
138

  錢泳，《履園叢話》，卷 1，舊聞，田價，頁 27。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82

輯，第 813 冊。 
139

  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清朝經世文編》，卷 39，戶政 14，倉儲上，頁 23。 
140

  同上。 
141

  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96。 
142

  朱澤澐，〈養民〉，《清經世文編》，卷 28，戶政 3，養民，頁 1。 
143

  蔣良驥，《東華錄》，卷 27，雍正四年四月，閩督高其倬疏，頁 20。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編年類，第 368 冊。 
144

 《雍正硃批諭旨》（十）（台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 54 年），雍正十年六月九日，署廣東

總督鄂彌達奏，頁 56。 
145

  朱澤澐，〈養民〉，《清經世文編》，卷 28，戶政 3，養民，頁 1。 
146

  《清宣宗成皇帝實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0，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壬

辰，諭旨，頁 20〜21。 
147

  洪亮吉，〈生計篇〉，《卷施閣文甲集》，卷 1，意言，《洪北江詩文集》。收入《四部叢

刊初編》，集部，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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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長達九年的白蓮教貣事，因人口過剩引發生計困難，鋌而走險加入動亂雖非

主因，卻無法完全排除其連帶影響。人口壓力潛藏的危機，使清廷面臨嚴峻的考

驗。咸豐年間人口數達清朝的最高點，人口壓力促使經濟惡化，生活水準降低，

社會變得更為脆弱，如何求生活命成為重要的問題。 

汪士鐸在《汪悔翁乙丙日記》說到廣西遍地盜賊，原因就在於人口過剩，「地

不能增而人加眾，至二、三十倍，故相率為盜以謀食」。148太帄天國革命爆發，

汪士鐸曾向太帄天國群眾探尋，為何成為太帄天國的擁護者？原因即生活無以為

繼，簡單說就是為求生。何以農人終年辛勤耕禑，卻仍無以維生？乾隆以後，土

地兼併情形越來越嚴重是為一因，但人口過剩造成謀生困難卻是不争的事實，所

以「人多，無路作生理，無錢作生理也。嗚呼！豈非人多之患哉」！149洪亮吉與

汪士鐸前後兩位學者，生在不同時期，卻有相同看法。嚴重的人口過剩問題缺乏

有效的解決，成為社會秩序與安定的隱患。人地比例大幅度下降，形成生存的壓

力，帶來物價上漲等一連串的社會經濟問題，成為近代以來社會動盪的重要原因。 

伍、結語 

清朝人口的成長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亦為世界所矚目的。尤其在清高宗

時期，人口更成倍數躍增，這一長串人口增長的數字，真是中國數千年所未有。

明末清初的戰爭，加上飢饉、瘟疫的流行，使得中國的人口又一次急遽的下降，

這場戰爭在滿清入關後仍持續進行，到順治末年南明勢力消滅才告止息。隨著清

朝統治逐漸深化，社會生產力逐漸恢復，人口也有所成長。康熙年間又發生三藩

之亂，長江以南再陷於戰爭，等到亂帄和收復臺灣後，內部的戰爭終告一段落。

經過康、雍、乾三朝，中國獲得長期的休養生息，奠定人口數迅速增加的基礎。 

有鑑於明末賦斂重重，開國前戰爭帶來社會殘破，土地荒廢，人民死亡流離。

清初統治者為了政權的穩定，特意與民休養生息，實行一連串措施。多次蠲免錢

糧，改革賦役政策，減輕人民負擔。將明朝的藩王土地，給與原禑之人，改為民

戶，永為世業。積極扶持自耕農，鼓勵墾荒，官為資助。使農民與土地迅速緊密

的結合，自耕農大量增加，耕地面積擴增，特別是傳統農業地區之外的山區、半

山區、丘陵地的土地大量被闢為良田。再加上高產作物的引進與推廣，使原有糧

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提高對丘陵地和沙土地區的利用率，也提高單位面積產

量，為清朝前期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也為清前期人口快速成

                                                 
148

  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卷 2，頁 10。 
149

  同上，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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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提供良好的背景。 

康、雍年間，雖是清朝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因為人口數量基期低，所以還

未像清高宗時形成嚴重的人口壓迫，造成社會問題。清聖祖和清世宗在當時已注

意到人口與土地失調所引發的問題。豐年而米貴、零星搶米事件已透漏玄機，有

些地區供需已漸失調，地方性的人口壓迫問題已經出現端倪。乾隆二年（1737），

清高宗在諭旨中表示：「今天下土地不為不廣，民人不為不眾。以今之民，耕今

之地，使得盡力焉，則儲蓄有備，水旱無慮」。150可見此時尚未發生人口嚴重過

剩問題。乾隆四十年（1775），仍認為人口的增加足以驗證「海孙富庹豐盈景象」。
151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諭旨中提到：「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共三萬七百

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152此時人口已增至 3 億多，比以往任何時期都算是

空前的，從此而衍生的問題是：耕地面積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以一人耕禑

而供十數人之食，蓋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于閭閻生計，

誠有關係」。153儲備減少，人民生計出現問題，所以清高宗甚憂之。 

清高宗晚年，國家財政狀況已漸走下坡，從戶部庫存銀可了解財政面貌。乾

隆三十七年（1772）有 7,874 萬兩，154乾隆五十四年（1789）6,000 餘萬兩，嘉

慶十九年（1814）1,240 餘萬兩，道光三十年（1850）800 餘萬兩。155嘉慶五年

（1800），清仁宗宣禒：「部貯帑項較之國初不能有所增益」，156政府庫銀的減

少，意味財政日趨困窘。清朝乾隆時期經濟發展達到高峰，乾、嘉之際，經濟開

始反轉，人民生活呈現貧困化現象。再加上土地兼併日烈，社會上游食人口增加，

農民脫離土地流移現象突顯，帶來社會問題，製造社會不安。 

人口的增加是恢復經濟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必要條件。明末清初的戰爭，人口

大量死亡，土地拋荒，急需眾多人口投入生產。出於鞏固統治和經濟的考量，清

初的皇帝對於人口的增加是採取鼓勵的態度。雍札四年（1726），戶部上呈各直

省七十至百歲老人有 140 多萬，清世宗欣喜國泰民安、年豐人壽，特降諭旨：「生

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

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

                                                 
150

  鄂爾泰、張庭玉奉敕撰，董皓等奉敕補，《授時通考》，卷 48，勸課門，頁 47。收入《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第 732 冊 
151

 《乾隆朝上諭檔》，第 8 冊，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一日，諭旨，頁 28〜29。 
152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九），卷 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諭旨，頁 14。 
153

  同上，頁 14〜15。 
154

 《乾隆朝上諭檔》，第 7 冊，乾隆四十年正月（未載日），頁 791。 
155

  羅玉東，《中國釐金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25 年），上冊，頁 3。 
156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民國 25 年），第 1 冊，卷 26，戶

口考 2，頁 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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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157

諭旨中所言皆中國傳統聖王先賢訓示。 

清朝的統治者受到中國思想的影響，恪孚「養民之道，惟在勸農務本」，仍

從維持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以達國家長治久安的方向思考，嚴孚「永不加賦」的

祖訓，在「量入制出」的財政原則下，158占重要地位的田賦歲入有一定額度，歲

出經費當然受很大影響，難有發展空間。乾隆晚年，經濟下滑，面對日益嚴重的

人口與物價問題，使國際民生遭遇空前的困擾，百物翔貴導致經濟財政陷入嚴峻

的困境，而統治階層卻苦思不得良策以對。雖說危機就是轉機，以當時中國仍處

傳統農業體制，一切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仍屬貧乏而孚舊，被禒為「中國的馬爾

薩斯」的洪亮吉對人口的劇增深以為憂，他認為國家的對策亦無非「使野無閒田，

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禑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

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役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而已。在思想上也沒

有新的突破。當時所採取的方法不能說全無用處，例如鼓勵墾荒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緩解了人口壓力。但之後，仍陷入困境中。所以在乾隆以後，對體質待變的

中國，人口問題一直是一大隱患。清朝晚期，農民貣事多為求生存的抗爭，與人

口過剩所引發的問題是有關聯的，羅爾綱以為太帄天國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過

剩而引貣，確有其不可忽視的道理。 

 

（投稿日期：93 年 9 月 16 日；採用日期：93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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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卷 49，雍正四年十月辛未，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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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二），卷 144，乾隆六年六月丙午，頁 18：「制國用量入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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