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卷 � 第 3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5月
Vol . 34 � No. 3 J ournal of Southw es t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Edit ion) M ay, 2008

*

清前期官手工业定额管理制度

徐东 升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 � 要:清前期官手工业管理继承了前代产量和人员定额、计功、以匠管匠、工匠技术等级、颁样、物勒

工名、检查、奖惩等制度,并改善用工制度, 重视官员任用, 为定额制的实施创造了更好的环境,理应使定额制

发挥较前代更好的作用,但生产过程仍存在产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定额制未得到严格执行,同

时官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给定额制的实施带来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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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古代设立官手工业的目的主要是生产皇

室、官僚、军队等所需的各类用品, 是针对自然经济

条件下民间手工业生产分散、生产力水平低下、产

品质量无法保证等问题而作出的重要举措,旨在利

用全国人、财和物力达到理想的生产水平。官手工

业经过长期发展,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这些经

验经过世代相承和创新, 至清前期已形成比较完善

的管理制度。不同手工业虽各具特点, 管理方法和

制度有所差异, 但共性占主导地位, 其中最核心的

内容是定额管理,其他各种管理都或多或少地与之

有关,或者是其配套措施。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定

额制度的内容及其作用, 揭示官手工业的内部运作

情况。

� � 一、产量与人员定额

正常情况下,官府每年对各类产品的需求相对

固定,这使官手工业的规模可以相对稳定, 为定额

管理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清前期官手工业的

产量和人员普遍实行定额制。产量定额在各行业

的情况不尽一致,有些手工业组织因生产的产品品

种单一,可以有一个总的生产定额, 铸钱局即是如

此。康熙六十年间, 宝泉、宝源�两局各三十六卯,

  宝泉局每卯用铜七万二千斤,铅四万八千斤,

铸钱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串;宝源局每卯用铜三万六

千斤, 铅 二万 四千 斤, 铸钱 六 千二 百 四十

串! [ 1]卷一四。而更多的手工业组织则同时生产多种

产品, 文献中往往见不到其总产量, 但这并不代表

没有实行定额制,实际上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均有定

额。∀大清律例#有各处每岁�额造常课段匹、军器!

之记载
[ 2]卷三八

。顺治八年, 江宁织造局设神帛机 30

张, � 岁织帛四百端, 又 准部移文额造二千

端! [ 3]卷一三六。瓷器烧造的情况较为特殊, 不能指望

件件烧成, 实行定额较为困难, 即使如此,对其年产

量也有一定要求。雍正时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后,

�工益举而制日精,一岁之成,恒十数万器! [ 4]卷九。

产量与人员数量是相对应的,其原因主要有两

个:一是计工制度的实行。�工!一方面指劳动时

间。清代规定, 每年自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

为长工, 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正月三十日为短

工 [ 5]广储司卷一。另一方面又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

作量。兵器制造所需各作的用工都有明确规定,如

锭铰作中的钻钉眼一项, � 长叁、肆寸钉眼,每壹百

贰拾个用锭铰匠壹工;长伍、陆寸钉眼,每玖拾个用

锭铰匠壹工! [ 6]卷二五。苏州织造局织造四爪蟒一

匹,计十身,工五十五日
[ 7]卷八

。二是分工协作的发

展。官手工业规模大、人员多,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比较高, 需发挥工匠的特长,实行分工协作,所以,

官手工业组织虽然规模大,但实际上是由若干个生

产单位组成的, 有些是生产同一产品的各协作工

序。制造枪炮有木作、铜作、铁作、锭铰作、油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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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不同生产单位的协作
[ 6]卷二五

。有些则是独立

的生产单位, 在其内部分工协作,生产出成品。铸

钱局的各炉即是如此, 铸造铜钱有看火、翻沙、刷

灰、杂作、剉边、滚边、磨 钱、洗眼 等八道工

序[ 1]卷一六。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分工协作的发

展都要求根据各工序工作量的大小,安排适量的人

员。雍正八年宝浙局每炉需要协作的工匠数分别

为:炉头 1人、匠头 1人、上炉匠 1人、倒火匠 1人、

翻沙匠 6 人、刮沙匠 3人、刷灰匠 2人、采钱匠 2

人、杖钱匠 3人、滚钱匠 2人、磨钱匠 10人、敲铜匠

1人、煤熯匠 1 人、踏糙匠 1 人、拣选匠 4人、穿数

匠 1 人、省眼匠 1 人、淘沙匠 2 人、杂用小工 4

人[ 8]卷三。各工序人员的合理数量是长期实践中固

定下来的,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也是官手工业实

行人员定额的依据。在分工协作较为发达的清前

期,官手工业人员定额很普遍。京城内织染局, �康

熙初 年, 额 设 各 项 匠 役, 共 八 百 二 十 五

名! [ 9]卷一一九五。康熙二十四年, 苏州织造局之织染

局有各类人役 1 310 人,总织局有 1 292人
[ 7]卷一〇

。

制造库五作旧例额设匠役 440名[ 3]卷一三八。

各工序人员数量的合理化,可以确定整个手工

业组织的人员数量, 劳动者每工劳动量的确定可使

单位时间内的总产量得到保证,这决定了产量和人

员定额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 产量定额发生变

化,人员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广储司六库经营的银

作、铜作、熟皮作、染作、绣作等之事宜均规定,除原

有各作的定额工匠外, �如添造活计,本项匠役不敷

应用,仍添外雇民匠! [ 5]广储司卷一。嘉庆九年题准:

�嗣后制造一切器用物件所需工匠,   其设有食
粮匠役,而工程紧要,用匠名数又多者, 准将食粮匠

役尽数应役外, 照例添用外雇匠役, 以资办

造。![ 10]卷七二一�食粮匠役!指固定工匠, �工程紧要!

自然属于在规定时间内原有工匠无法完成的生产

任务,如临时加派任务,这时就需要增加人手。

� � 二、定额制的配套措施和生产管理

在产量和人员均实行定额的情况下,要保证生

产定额的及时完成, 必须加强生产管理。为此,一

系列配套措施也相应建立起来:

第一,以匠管匠制度。官手工业一般会根据生

产规模设定相应数量和级别的官吏,旨在加强对匠

役的管理,但和数量众多的匠役相比, 官吏数量太

少,不可能实施时刻有效的管理, 而以匠管匠则能

有效地解决此问题。清前期官手工业以匠管匠制

度的实施甚为普遍。景德镇御窑厂除圆器头、雕削

头和青花头�计工给食!外, �其余工作头目雇倩,俱

给工价! [ 11]卷二。烧瓷窑则有窑作头 [ 12]卷二七。铸钱

与其他行业的情况有所不同,宝浙局每炉设炉头一

名,匠头一名
[ 8]卷三六

。他们的职责范围应该有所不

同,明代宝泉局的情况可资说明: � 其收钱,每五千

文为一锭, 上用竹牌写炉头、匠头及捆钱人姓名,

  遇有漏风、缺边、缩字等样, 捆钱人重责,钱轻

色淡者责匠头, 沙眼多者责翻沙匠, 边粗糙者责滚

剉匠, 磨不亮者责磨洗匠, 灰不净者责刷灰匠,选退

钱捶碎回火。如犯前弊多者责炉头。![ 13]卷三八匠头

只对钱轻色淡负责,而炉头则要对各工序出现的弊

端负责,这说明匠头从属于炉头。通过建立以匠管

匠制度,官吏只需加强对各基本生产单位的头目的

管理, 即可形成对各个工序、工匠的有效监督。

第二, 工匠技术等级制度。工匠技术水平是影

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 官府非常重视工匠的选

用。康熙九年题准: �官员解送一应匠役,或名数短

少,或不择良工,以老病不谙之人塞责者,皆罚俸六

月。! [ 3]卷二八乾隆五年议准: �匠役阙, 六库郎中同该

库官遴选充补, 一年者为学手, 二年为半工,三年为

整工。如三年后不能造作, 即革除。! [ 3]卷一五九由于

采取这些措施, 官手工业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如

造办处,俗呼之为�揍(造)笨(办)处!, �其意即处内

工匠, 皆精巧聪慧, 富有艺术天才者, 愚笨工匠至

此,只有挨揍而已! [ 14]。

工匠之间技术水平有差异,为鼓励工匠提高技

术、工作认真负责, 官府根据工匠的技术水平将其

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等级不同,享受的待遇也有差

别。康熙二十五年奏准: �匠役有特等精巧者,给食

二两钱粮,次等精巧者, 一两五钱。! [ 3]卷一五九从工匠

的工银数量看, 其技术等级应该不只此二等。江南

三织造打线工价 � 每工自四厘至九厘一分不

等! [ 3]卷三八。不同工种的工价也不一样。苏州织造
局缎机匠每日工银六分, 挽匠每日工银三分,挑花

匠每月给工银二两,倒花匠每月给工银五钱[ 7]卷五。

另外, 官手工业工匠有内工与外工之分, 内工指分

布在紫禁城内的官手工业的工匠,其工价一般高于

外工。顺治十六年题准: �内工每工给银二钱四分,

每夫给银一钱二分,冬月每匠给银一钱九分,每夫

给银一钱。外工匠夫比内工各减银二分。!
第三, 生产定额的管理。确定产量定额的依据

是匠役数量及其每工应完成的劳动量,保证匠役有

足够的劳动时间是必然的。如苏州织造局匠役�卯

进酉出! [ 15] 6 , 即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日工作时

间长达 12小时。但更重要的是保证匠役能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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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完成既定的工作量,因为各项生产定额的完

成均有时间限制, 过限完不成,官吏和匠役则可能

受到惩罚。顺治十三年议准, �各省鼓铸如样钱颁

发而铸造迟延,   罚俸一年! [ 3]卷四四。∀大清律
例#规定: �凡各处每年额造常课段匹、军器过限不

纳齐足者, 以所造之数十分为率, 一分, 工匠笞二

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局官减工匠一等,

提调官吏又减局官一等。若官司不依期计拨额造

之物料于工匠者,局官笞四十,提调官吏减一等,工

匠不坐。![ 2]卷三八苏州织造局� 酌量蟒段、妆花、织

金、抹绒、平花等段, 定为期限,给以工票,责令依限

交纳。即玩怠者, 亦无所容其奸矣! [ 15] 6。这就要
求官吏在日常生产中即须加强对匠役的监督检查,

对每个劳动者一工应完成的工作量和实际完成的

工作量进行登记,以便随时掌握生产、工程的进度。

苏州织造局设�管工十二人, 催攒工程! [ 15] 6 , 即是

为了保证生产定额的及时完成。

第四,产品质量的管理。完成生产定额并非仅

限于完成产量, 还须达到规定的质量和规格, 官府

为此作了种种努力。生产之前,即对产品质量、规

格(如尺寸、重量、成色等)、用料、制作方法等,作出

明确规定,∀钦定户部则例#、∀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钦定工部则例#、∀钦定工部军器则例#等书中的众

多篇幅均涉及此类内容, 旨在为生产提供标准。为

避免出现对有关规定理解的偏差, 还采取了更为直

观的颁样制度, 为生产提供样品。顺治十八年题

准: � 铸成康熙通宝样钱, 颁发省局, 依式铸

造。![ 3]卷四四即使是官府向民间定做产品, 也是如

此。雍正八年议准: �烧造琉璃物件第二样至第九
样,件数繁多, 定例内未曾备细开载尺寸、式样、烧

造之法, 未免参差, 应每样烧造一件, 上镌年月日

期, 并式样名色, 永存窑厂, 饬令窑户照依定式造

办。![ 3]卷一二八

生产过程中,有专人进行技术指导。苏州织造

局在所官之下即设有高手 12人, �指导织挽![ 15] 6。

生产完成后, 则实行物勒工名制度。表面看, 此制

度似乎只是在产品上刻写有关工匠的姓名,其实不

完全如此,物勒工名的范围远不止此。制造船只,

须将官员、匠作姓 名及成造年月日刻于船

尾
[ 3]卷一三五

。不宜直接进行刻记的产品, 则用其他

标记方法。铸造印信关防, �礼部堂官验明,将监造

官姓名登记册籍! [ 3]卷六三。康熙二十八年铸造的神

功将军铜炮,其责任人分别为: �制法官南怀仁,监

造官佛保、硕思泰,作官王之臣,匠役李文德、颜四、

汉文。! [ 16]有了物勒工名制度, 产品一旦出现质量

问题, 可很容易找到相关责任人, 有利于促使有关

人员认真负责、保证产品质量。生产完成后,产品

是否符合要求, 还需要进行检查。不同产品的检查

方法各有差异, 但至少有一种做法是相同的,即是

否按照既定的制作方法和样式进行生产。顺治初

年定成造粮船�九验之法![ 3]卷一三五。织造局织造的

段匹, 则要检查其丈尺、分两及是否精致, 不得有

�轻减、短少、粗糙等弊! [ 17]。有些产品质量还要接
受时间的检验, 如船只、房屋及各类工程在规定年

限内不能损坏。

制订则例、颁发样品、派专人进行技术指导以

及实行物勒工名、检查制度,都是为了保证产品质

量,但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奖惩制度, 其效果可能会

受到影响。有鉴于此,清前期在产品质量方面制订

了详细的奖惩办法,范围涉及各主要行业和每个责

任人。∀大清律例#规定: �凡官司造作官房、器用之

类不如法者,笞四十。若成造军器不如法及织造段

匹粗糙纰薄者, 物尚堪用,各笞五十, 若造作、织造

各不如法, 甚至全不堪用及稍不堪用应再改造而后

堪用者,各并计所损财物及所费雇工钱, 罪重于笞

四十、五十者, 坐赃论, 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其应

供奉御用之物, 加坐赃罪二等, 罪止流二千五百里,

工匠各以所由造作、织造之人为罪, 局官减工匠一

等,提调官又减局官一等。以上造作、织造不如法、

不堪用等项,并著工匠、局官、提调官吏均偿物价工

钱还官。! [ 2]卷三八此规定根据各相关人员责任大小
制订了轻重不等的惩罚办法, 除进行刑事处罚外,

还要赔补因造作不如法、不堪用等项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此外,官府还不时颁发、重申有关规定,完善

奖惩制度。织造局织造段匹, �凡有颜色不甚鲜明,

及略有斑渍并丈尺、分两稍不如数者, 概行驳

换! [ 17]。苏州织造局规定: �如经纬不细净, 缺乏料

作,致误织挽,责在管事。机户颜色不鲜明,责在染

房。织造稀松, 丈尺短少, 错配颜色, 责在织

匠! [ 15] 6 , 相应的责罚不可避免。康熙三十四年奏

准: 制造粮船, � 倘先期损坏者, 追治监造官

役! [ 3]卷一三五。康熙四十五年议准: �嗣后铸钱,如轻

薄、磨鑢不精, 将该监督题参治罪。! [ 3]卷四四宝泉局

还�设立刑具, 板子、枷号、拶子、皮鞭,如有炉役人

等,玩法情处, 分别惩处![ 18]卷四。康熙三十九年规
定: �此后凡遇工程,必简贤能司官引见委用,务令

坚固,修造三年内倒坏, 定例令其赔修。![ 3 ]卷一二八雍

正三年议准: � 倘有银色不足、铜质不精及字画不

清、怠忽从事者, 将监造官指参, 交与该部从重议

处,并令赔补。![ 3]卷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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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惩罚制度外,本应有相应的奖励措施,但实

际上很难见到,即使有, 其涉及面也太窄。道光三

十年议准,宝源局大使, �如三年任满, 卯钱均能如

式,由该衙门出考保送, 带领引见,请旨予以升途。

或尚须留任, 即令先换顶戴, 俾生感奋![ 9]卷八九一。

即钱局大使在任期间, 所铸钱�均能如式!, 可获升

迁机会。但钱局其他官员以及工匠则未见有何奖

励措施。苏州织造局规定: �织挽精美者,立赏银牌

一面。![ 15] 6这种奖少惩多局面形成的原因可能是

官府认为保证产品质量是有关官员和工匠应尽的

义务。

� � 三、定额制的作用

清前期官手工业的定额制及其配套措施均不

是清前期首创, 而是对前代优秀管理经验的继承。

从制度本身看, 定额制可保证和提高生产效率,但

能否发挥其预期作用, 关键是看其能否被严格执

行。从前代的执行效果看, 诸如生产效率低、产品

质量低劣之类的问题屡有发生,其原因并不是定额

制缺乏可操作性,而是封建的经营管理体制存在问

题, 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劳动力的使用。自唐

代开始,官手工业雇佣劳动力的使用虽有增加趋

势,但所占比例甚小, 绝大部分仍是工役制下各种

名目的工匠,程度不同地受到超经济强制, 不可能

有很高的劳动积极性。至于技术等级制以及其他

激励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工匠的劳动积极

性,但和受雇于民营手工业以及自己开业相比,不

仅收益低,而且身份不自由。如果不是官府采取各

种强制措施,很难把他们集中到官手工业中, 历代

工匠不顾严惩而逃亡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工匠

大量逃亡,会影响到定额制的实施, 不得不临时招

募,而新招募的工匠对生产又有一个熟悉过程,不

可避免地影响到产量和产品质量, 并且当时并没有

充分发展的劳动力市场, 再加上官手工业恶劣的工

作环境,想在短时间内招募到足够的工匠是很困难

的。二是官员的任用。官员是官手工业的具体管

理者和指挥者, 其任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各项制

度的执行。历代官手工业虽不乏具有组织领导才

能、熟悉业务的官员,但官员的任用远不那么简单,

而是涉及政治因素, 不胜其任者大有其人。

清前期官手工业在劳动力使用和官员任用方

面较前代有所改善。匠籍制度的废除, 减少了工匠

被强制服役的成分, 有利于提高其积极性。乾隆六

年∀苏州织造府严禁织造局管事恣意需索碑#提到
工匠之子侄为了进织造局而�私行馈送!,而经管人

等则借机�勒取陋规! [ 15] 17- 18
。这说明官手工业对

他们有一定吸引力,不再像工役制下的工匠避之唯

恐不及。此外, 一旦工匠有缺或临时加派任务,也

相对容易雇到工匠,毕竟清前期已形成较前代发达

的劳动力市场。

在官员任用方面, 清前期也采取了很多办法。

为了使官员职责专一,防止职责不清带来的弊端,

注意选用专职官。乾隆三十四年奏准: � 宝泉局监
督,令专司在局办事, 不兼本衙门事务。![ 9 ]卷二一四为

了更有利于官手工业的生产管理,注意调整官员的

任期。清雍正十年题准: �琉璃窑满、汉监督一年差

满,如一同更代, 新委之人恐一时未能谙练。请将

满、汉监督留任一年, 仍增委满监督一人协同办理。

俟一年期满,旧满、汉监督令其回任,再选汉监督一

人同办。嗣后每年新旧监督互相更代。![ 3 ]卷一二八通
过对官员任期的调整, 即可克服�新委之人恐一时

未能谙练!的弊端。至于对手工业官员业务能力的

注重, 在技术要求较高的瓷器烧造上可得到体现。

清代�瓷器美备,超轶前古!,而御窑厂最著名的瓷
窑是以其督理官、监造官命名的,一是康熙之臧(名

选)窑,一是雍正之年(希尧)窑,一是乾隆之唐(英)

窑
[ 19]上篇

。显然清前期陶瓷生产的提高和督陶官的

努力分不开,如唐英即是著名的瓷艺名家,自雍正

六年起,前后在御窑厂 20余年,任期之长自然和其

高深的制瓷造诣有关。

从用工制度的改善和对官员任用的重视看,清

前期定额制对官手工业管理应起到较前代更积极

的作用,然而其问题仍有不少。制造粮船,工匠�那

薄大料以充里料, 每至分寸差池!, 甚至受贿将船
�改长增阔! [ 3]卷一三五。雍正四年三月, 内务府总管

允禄等题: �臣等将现在库内所存,自雍正元年以送

进之新绸, 秤量挑选, 看得分量轻薄丝生之绸二百

九十六匹。又查看由三织造送进之新缎,挑出由苏

州所织之上用缎一百十三匹, 官缎五十六匹,由江

宁所织之上用缎二十八匹, 官缎三十匹, 皆甚粗糙

轻薄, 而比早年织进者已大为不如。! [ 20] 174这些问

题当然可归结为定额制未得到严格执行,不过定额

制的实施也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以江南三织造而

言,其建立之初, 沿袭明代的制度。而明代苏州织

染局�向来机设, 散处民居, 无监督典事之人,率以

浇薄膺货, 塞责报命, 上积弛而下积玩, 织染之流

弊,侵淫已极!, 直接导致该局被废。清初陈有明建

总织局,欲改变明代的做法, �务宜鸠工毕集,共处

公所, 既力专而物办,亦心聚而易稽![ 7]卷三 ,但并未
完全做到, �自公家织局外,有外机杂设民间!,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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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十年,周天成建成南北新局�以安外机! [ 15] 10。设
立外机,生产过程得不到有效监督,极易引起弊端,

这只是问题之一。江南三织造还实行领机制度,把

官机交给机户承领, 再由机户雇人织造。如江宁织

造局,康熙四十七年六月∀曹寅李煦奏陈织造事宜

六款折#云: �各匠虽有工匠名目, 实皆民间各户雇

觅应工,迄今六十余年。! [ 20] 54在领机制度下, 织造

所需各项费用由织造局提供, 但据说�大抵给发官
价,仅及其半,机户赔补其半。  凡任机一只,每

年约价百二十金, 而进局诸费及节序供馈在

外! [ 21]卷七。重负之下,机户难以承担, 不免日久生

弊。如杭州织造局机户, �贫者怠玩拖欠,急则现买

塞责,以致段匹不济, 油粉粧饰, 甚而逋逃![ 22] 286。

既设立外机,又大肆剥削机户,定额制的作用得不

到很好发挥是很自然的。

总之,定额制本身是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而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既反映了官手工业封建衙

门式管理存在的痼疾,也说明民间手工业已达到较

高的生产水平, 成为官手工业的重要补充, 同时也

是官手工业在清前期呈现衰落趋势、民间手工业的

良好发展势头受到遏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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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ation System of Handicraft Industry Operated by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XU Dong�sheng
( Dep artment of H istor y , X iamen Univ ersi t y , X 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H andicr aft indust ry operat ed by government serves ration administr at ion as guiding thought , car ries out the sys�
tems of t urnout and per sonnel r ation, calculat ing wo rklo ad per unit time, administ ering craftsman by craftsman, technolo�
gy g rade, pro viding sample, tag ing name on product, inspect ing , r ewards and punishment and so on. These systems ar e

no t initiat ed in the early Q ing Dynasty, but inher ited f rom prev ious er as, and the improvement o f cr aftsman using system

and the adjustment of appo inting o fficial system prov ide ration system w ith favo rable environment. T hese facto rs should

have ensured the r ation sy stem to exert better effect than former era,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product quality

and so on. T he main r eason is that the rat ion system is no t car ried out st rictly, and that the changes in management o f

handicraft industr y oper ated by government caused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n the r ation system.

Key words: t he Q ing Dynasty; handicraft industr y; 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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