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 88-94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015  

文章引用: 高龙. 清末四川硝政改革与官硝店的运作[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 88-94.  
DOI: 10.12677/ass.2020.91015 

 
 

Reforming the Management of Nitrate  
and the Official Nitrate Shops’ Operating  
of Sichuan in Late Qing Dynasty 
—Research on the Archives of Ba Country and Nanbu Country 

Long G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Dec. 27th, 2019; accepted: Jan. 9th, 2020; published: Jan. 16th, 2020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get money and prevent the illegal 
sales, the Quan Ye-Dao conducted to reform the management of nitrate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issued the official nitrate’s constitution. Its main content is conducting to the official management 
of nitrate and attracting investment about the official nitrate shop, which will reinforce the man-
agement of nitrate. Each state or country is different, and the open and operation of each official 
nitrate shop are also different.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m was not smooth. The reform offended 
many people’s interest, which boycotted the official nitrate. The result of it was the appearance of 
smuggling nitrate and the problem of anti-smuggling, helping the Quan Ye-Dao get money, while 
the reform squeezed the resources and caused many problems in local society. Leading to discon-
tent and disputes in local states or counties, the reform made people unsatisfactory and was ab-
olish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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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新政时期，为了抽收经费、防止非法销售，四川在劝业道的主持下进行了硝政改革并颁布了官硝章

程。其主要内容为硝归官办、招商设立官硝店以加强对硝的经营和管理。川属各州县互有差异，官硝店

的设立和运营情况也各有不同，但显然都不顺利。改革侵害了地方多种群体的利益，官硝遭到抵制，私

硝和缉私问题大量涌现。改革虽然补充了劝业道的经费，但却以压榨地方资源为前提，给地方州县带来

了诸多问题，引起了地方社会的不满和纷争。改革不得民心，官硝章程在辛亥革命后迅速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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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硝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有清一代，对硝的买卖和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并著于律令。《大清律例》

载：“内地私贩硫黄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窝藏囤贩及知情卖与私贩者，俱照

私贩例治罪……其出产硝黄、本省银匠药铺需用硝黄，每次不许过十斤，令其呈明地方官批限，买完缴

销。违者，以私囤论罪”[1]。但到晚清时这些禁例逐渐被打破。以四川为例，商人取得地方官府同意后

可以贩硝。道光《綦江县志》载：“綦不产硝而有硝商缘黔境贩硝者，由綦经过，故立商户以经纪之。

从前每岁于重庆巴县上纳官硝三千斤”[2]。硝商和巴县、綦江官府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各取所需。

道光年间茂州官府开放民间熬硝，“官不为禁，养贫民也”[3]。茂州产硝较多，其官府的态度当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南部县档案中也有诸多硝商经营、民间熬硝贩硝的记载[4]。可以说，律令基本形同虚设，

地方官府对民间买硝卖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放开商人经营。至清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匪患、

民变问题及紧张的财政问题，地方督抚开始尝试对硝政进行改革，1904 年直隶开设督硝局以加强对硝的

经营管理[5]；1909 年四川也进行硝归官办的努力，在劝业道 1的主持下设立官硝店对硝的买卖进行管理

和垄断。由于资料限制，学界目前对之的研究和关注不多，仅见有利用南部县档案所写的概述性文章[6]。
但南部县产硝用硝较少，以之为代表容易忽略掉改革的具体细节和复杂面相。而辅之以资料较多的巴县

档案，则可以进一步厘清清末川省官硝改革的来龙去脉。以较新的硝政改革为视角，或可以深化我们对

清末(四川)经济改革、劝业道的运作等一些问题的认知。 

2. 改革缘起与官硝章程 

清季四川硝政改革一事动议于宣统元年(1909 年)犍为县文生王秉璠的条陈，其主要内容为硝归官办。

具体文书现已难以查对，但此事却引起了劝业道周善培的注意。硝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设立官店进

行统销，既有利于防制滥售给非法匪人，又可以开拓利源、补贴行政经费。在清末新政迭兴、在在需款

的情形下，能否利用官硝设店来抽取“公费”显然值得重视及尝试。清末时川省对硝的管理颇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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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是清季在各直省设有劝业道一职，受农工商部及直省督抚的领导，主管农工商矿及交通各事。四川劝业道设置于 1908 年，

随后在四川各州县设劝业员、组建劝业分所，具体执行各事务。劝业分所、劝业员归劝业道指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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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私相授受，查其购买来源，盖由射利之徒向武营扯领护照，藉采办军火为名，到处私熬，官府漫

无稽查”[7]。部分州县虽设有硝店和硝秤，但也多为“衙门差勇、地方棍徒凭藉把持”，弊端百出。故

而把硝改为官办，有利于整顿这类不良行为，并“化私为公”。硝又为矿产之一，而川省矿务总公司自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开办以来，川督所拨发的经费渐次耗尽。经费短缺必致矿务停滞、实业受阻。其

时能否通过筹办官硝以补充矿务总公司的经费也成为劝业道推动硝归官办的一大动因[8]。宣统元年(1909
年)八月，周善培奏准川督赵尔巽同意试办官硝店，并核准官硝章程，其内容总结概述如下： 

一、以一州一县为一岸(即经营贸易区)，城内设置官硝总店，各乡场分设子店。以后凡川省境内硝的

买卖均由官硝店总揽，无论何人均不得在官硝店外买硝卖硝，否则以走私私硝论处。 
二、商民(除炮房经营者外)均可承办官硝店，但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押金，由劝业道核准、发给执照

后方可开办。官硝店归劝业道统制，各地方官、劝业分所有检查监督之责，巡警、团保有缉私之责。 
三、官硝店成立后产硝者需要到店登记注册，出具不准私卖切结，以后产硝数量、价格均需要与

官硝店议定，所产之硝由官硝店收买并出具硝票。赴邻岸采运或运销需要持劝业分所出具的采运票或

运销票。 
四、官硝店所买之硝的转卖价格不得超过买硝价格的十分之五，且要照卖价的十分之一缴纳公费银

于劝业道。买硝者若为民用，需由劝业道或劝业分所出具买票；若为公用(官署、营汛、团防及官办局厂

等用)，需持有正式公文，且准照官硝店卖价减价十分之二[9]。 

官硝章程共有四十九条，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修正或补充，其中对官硝店、买硝卖硝者及

地方官司的责任、义务等规定地颇为细致，构成了官硝店设立和运作的基本规范和准则。 

3. 官硝店的开设与差异 

最初，川督和劝业道计划官硝店先由成绵龙茂资五属先行试办，等办理一年、有所成效后，再推

行及川省其余州县。试办半年之后，这批官硝店的运营似乎也还可以，江北、筠连等处便援以为例进

行申办，宣统二年(1910 年)正月川督遂通饬川省各州县一律仿办[10]。由于资料的缺乏，如今很难呈现

出成绵龙茂资等处官硝店的试办情形，只能通过巴县、南部县档案来勾勒其余州县后续开办官硝店的

一般状况。 

按照官硝章程，各州县均应开设官硝店，并根据售硝多寡划分上中下三等、分别缴纳五百、三百、

一百两不等的押岸金。南部县由于本地产硝用硝不多，直至川督硝店开办饬令下发半年之余后仍未开办，

引起了劝业道的不满和督责。从南部县知县和劝业员的禀文来开，南部县境内并未查有产硝之户，且用

硝者主要为各炮房，每年用硝仅有一千九百二十余斤，额度商未及章程中规定的下等硝岸(即售硝额达五

千斤)。迟迟无人愿意承办官硝店事出有因，故而该县申请不设官硝店[11]。南部县并非是未设官硝店的

特例。川省有一百三十余州县，截至宣统二年(1910 年)十一月，“除由劝业分所执行外”，成立官硝店

者只有八十八处，仍有多处尚未开办。可以想见地方办理情况的复杂[12]。对于南部县的请求，劝业道仍

坚持以招商开办为是，若再无商人应募，则责成南部县劝业分所自行筹资代办[13]。所幸又过半年，南部

县有商人万泰昌承办官硝店[14]并于宣统三年(1911 年)七月底开办。 
相较于南部县的迟迟难办，产硝用硝较多的巴县对于办理官硝店一事则表现地较为积极，在川督通

饬各属一体遵办之前便已有多人援例申办。商人李益权、江德明、侯兴盛等先后申办巴县硝岸，该县的

玻璃厂和地方组织亦加入承办权的竞争中。劝业分所被裹挟其中，险些酿成纠纷。宣统元年(1909 年)二
月，李益权率先申办并提交押金五百两(巴县属官硝章程中所规定的上等硝岸，年售硝额达两万五千斤)，
劝业员王承烈同意并转禀巴县知县批准。孰料次年正月，姗姗来迟的鹿蒿玻璃厂厂长何鹿蒿直接绕过巴

县成议，禀请劝业道由他承办。鹿蒿玻璃厂是清末巴县乃至川省重要的实业工厂，所产玻璃制品精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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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曾获得劝业道奖励的头等商标，并在南洋劝业会上取得一等奖，一直以来都颇受各级官署的注意和

照顾[15]。硝是制造玻璃的原料之一，何鹿蒿以官硝店关系到玻璃厂实业前途为由申报劝业道改由自己承

办，负有保护实业之责的劝业道自然不能忽视。一面是李益权合法申办官硝店，一面是“此事与玻璃厂

关系甚大”，经过调查后，劝业道作出决断：承办官硝店者售与玻璃厂之硝应“照本发卖”，否则不予

立案。在此事中，劝业道对玻璃厂颇为偏袒，何鹿蒿虽未获得承办权，但依然争取到了不小的利益。而

李益权只能哑巴吃黄连，与玻璃厂签订了“照厂价发卖不另加价”的合同。不只是玻璃厂，后知后觉地

巴县城乡自治会也以自治会为地方团体、官硝店为地方公共营业为由申请由该会承办官硝店，并保证团

体经营更能严守章程且承诺对玻璃厂予以照顾。劝业道以“无此办法”予以回绝[16]。 
从南部县、巴县官硝店的开设情况来看，对于产硝售硝较少的地方而言，招商承办官硝店是一大难

题，用南部县劝业员的话来说就是有“六大难”2[17]。南部县最终虽得以开办官硝店，但经营也不顺利。

而一些州县则始终未能开办官硝店，不得不转由劝业分所代办执行。但这一举动明显增加了劝业分所的

资金压力和行政负担。而如巴县这种产硝用硝较多的州县，承办官硝店有利可图，多方人物粉墨登场以

图从中分得一杯羹。从巴县的结果看，李益权作出部分让步拿下了承办权，玻璃厂则获得了应有的优待。

而地方其他群体则一无所获，为其后官硝店的运营留下了隐患。 

4. 官硝店的运营与困难 

清代四川硝产有洞硝、地硝(或称皮硝)两种，洞硝产出于矿洞，地硝产出于阴湿老宅。承办官硝的产

硝者也因之分为两种，“掘采硐硝提炼者谓之矿户”，“收买地皮及废墙泥土熬炼则谓之硝户”[18]。矿

户在承办开采硝洞时，需要由劝业道核准、发给执照开办，受到的限制和监管较多，一般只能如实发卖

官硝店。普通硝户的经营则较为随意：“查川省硝业情形，除著明产硝之茂州等属多以熬硝为营业外，

其余各属提硝之户多属农民，每于农隙之时，收买硝土熬炼”。官硝店设立后，对这种粗放散漫的状态

必然要予以约束。根据官硝章程，硝户年产额低于两千斤者不准私自设锅熬硝，否则以走私论。这一标

准设置过高，把多数硝户都拒之门外，也不利于硝店收硝。后经地方劝业员陈请后，劝业道把硝户设锅

熬硝的标准定为三百斤[19]。合格的硝户需要到官硝店注册，注明经营生产的详细信息并议定每年缴纳官

硝店的硝额和价格。如此一来，硝户产硝只能售与官硝店且有定额，少于此额则完不成官硝店的任务，

多于此额则无处售卖，且售价不能自由地随市场和经营状况自行调节，受到了诸多限制。而产硝未能达

到三百斤的硝户则更为凄惨，其熬硝卖硝均受到章程禁止。可以想见许多民间散户会因此失去一大副业，

收益受损。此外，对于一些硝户而言，改革中一些应有的获益也未必能兑现。晚清地方差役中有一种常

见的陋规，即以物应差。巴县硝户侯兴盛即每月支给衙役三十斤硝(折银六钏)以应差务，并在县署备案。

硝政改革后，“无论何官署、营汛、团防一切对于硝务之陋规自官硝店成立之日起一律革尽”[20]。侯的

此项差务自应作废或更改，衙役用硝也应转向官硝店购买。侯兴盛如再私下熬硝支给衙役，将会有私熬

私售的嫌疑，故而侯不再支给。衙役班丁刘金等四人于是将侯兴盛状告至县衙，知县判“官硝店饬令侯

兴盛按月照给”[21]。侯在此案中如何申辩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结果揭示了硝政改革的疏漏和不彻底，

也展现了硝户在改革中的无奈和辛酸。 
但产硝者还不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最大的受害者明显是各色的用硝者，因为他们必须以高出原硝

价十分之五(公用则高出十分之三左右)的价格到官硝店购硝，还要承担前往官硝店购硝的时间成本和运输

 

 

2即“因系创办未经验之事，恐前途失败，其难一。县属素不产硝，故无熬硝之户。所有炮房多居乡务农，以炮房为副业，用硝颇

少，其难二。县属需用火炮、炮药由顺庆、保宁各商贩卖，实居多数。如此即使有硝亦乏销路，其难三。本县官硝等级居于下等

之下，销路既微，照章所去之利除支给经理、硝店杂费等外，恐得不偿失，其难四。本县城市面积虽大，附城无一炮房。即如近

总店之处，不易售销，其难五。本县地面辽阔，道路崎岖，距县远有二百余里者，来城注册购硝不易齐集，又不能另设分店，其

难六。”南部县的情况在产硝用硝较少的州县当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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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硝价上涨，以硝为原料的炮房、丹粉等店的经营成本自然增加、产品价格也会上升，其销售额和

利润也将打一折扣。故而当硝店改革的消息传出时，巴县各炮房便开始预先存硝以作应对。但这并非长

久之计，随着产硝户的被限制和禁止，买硝似乎只有高价的官硝店一途。 
当官硝店改革使产硝用硝者都陷入为难的境地时，心照不宣地绕过官店私下交易的旧习必然禁之不

绝、风吹又生。劝业道对此有一定的预期，官硝章程中专门设有“缉私”一章，对“私硝”规定甚严，

但其效果有限。官硝店成立之后，官硝销售不佳。巴县民间私硝甚多，“凡硝户、用户弊窦时出，几于

无处不私”[22]。硝“煎熬甚易，获利较优”[23]，利之所趋，许多产硝者对于官硝章程阳奉阴违，偏居

乡下的产硝散户对之更是一无所闻或视若无睹。各用硝者也竭力避开费钱费事的官硝，从官硝店外甚至

原州县外、川省外 3[24]购求价格低廉的私硝。以产硝者言，巴县“城乡注册熬硝提房共十六家，几于无

家不私，防不胜防”[25]。在官硝店登记注册的提房尚且如此，其他产硝散户可见一般。以用硝者言，官

硝店成立后各炮房都应到县衙“出具永不购私切结”，但不难看到某些已经具结的炮房仍继续购买私硝

[26]。巴县档案中留下多条与缉拿私硝相关的呈文和诉讼档案，甚至连产硝用硝不多、官硝店尚属勉强开

设的南部县也有对于私硝的诉状[27]。可以说，从官硝店开设起，私贩与缉私便成为产硝用硝者与官硝店

之间的难以协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酿成纠纷和冲突。 

5. 两例纷争：丹粉店、团练 

巴县银硃丹粉一行是嘉庆年间移民四川的江西人所创办的，其后世代传承，至清末时巴县已有丹粉

店多家。平均一家丹粉店年用硝额便达几千斤，各丹粉店累计年用硝额则达一两万斤，远超县内的炮房、

玻璃厂等。因此丹粉店的反应颇可注意。巴县官硝店开办之初，丹粉店各有存硝，并未像炮房一样前往

县署注册具结。虽有个别丹粉店如协泰厚到官硝店零星购硝，但以丹粉店用硝量之大，想必仍要购买私

硝。颇为奇特的是，率先就此发难的并非以缉私自任的官硝店，而是用硝大户丹粉店。宣统三年(1911
年)二月，巴县松茂美、光泰远、协泰厚、聚丰和四家丹粉店联合投状到劝业分所，以咸丰年间捐银千金、

官硝店折秤抬价、硝价此贵彼廉(此处指鹿蒿玻璃厂)、经营困难等为由，恳请传召硝店公平议价，进而提

议“制硝自用”。劝业员逐一驳斥，对于其议价要求，更是不耐烦地指出：“硝店虽属营业，而性质无

异官办”，不能减价，警告丹粉店要遵守定章。丹粉店作为最大的用硝户，财势雄厚，承办的官硝店的

李益权不敢轻易招惹，此前就想私下联系解决，“所以明知其买私，无从缉获”。如今对方率先发难，

李益权只得撕破脸皮，以丹粉店购私、煽动炮房、扰乱硝政为由进行反击。双方争执不下，劝业道出面

协调，示意官硝店可以因地制宜、适度下调硝价。但双方都不满意，又就官硝店所售之硝的品类、质量

争执不休。宣统三年七月，劝业道最终作出指示：“商(指丹粉店)等全年如果能达万斤之硝额，则硝店售

硝只准照买价加至十分之四，该商店(指官硝店)应缴之公费亦即查明核减以示体恤”[28]。 
相对于丹粉店的主动出击、有所收获，另一用硝群体——团练的身份和反应则更值得玩味。根据官

硝章程，团练为地方公共团体，其用硝为公用，故准其照加价后的官硝卖价减价十分之二购硝。同时，

团练负责地方秩序和治安，负有缉拿私硝的责任。团练购硝虽有价格优惠，但对比官硝店设立之前的硝

价，团练还是增加了购硝的资金支出，而且平添了缉拿私硝的行政负担。作为改革的双重利益受损者和

地方上的有权势者，团练更容易产生不满和对抗。巴县就有不少乡镇团练的首人无视官硝章程，“藉口

练团，私自熬硝”，甚至“于私熬之处常派团丁多人保守以拒官硝店缉私”[29]。而用硝人与缉私人身份

的重合，也容易使团练滋生腐败。江北厅有“不法硝户乘隙开端怂动团保首人，藉办团防之名请求保护，

 

 

3“近有无耻甲岸硝商私通乙岸硝户，不顾公益，串同舞弊，恃持有采运票之符，并不赴乙岸劝业分所呈验到店交易，沿路私行买

卖”。另，巴县档案中有劝业道就“川省硝商赴黔购硝必须持有采运票”一事呈报川督咨会云贵总督一事的记载，可以推测当有

赴邻省购硝的情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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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户擅自设锅熬硝，稍些供应团硝以为酬谢。”硝户以供应团硝为条件，寻求地方团练的庇护以躲避官

硝店对私硝的缉查。江北厅土沱场团保甚至直接禀请“自行设锅熬硝，所供团防配造火药之用以济公

需”[30]。当官硝店招商时，巴县城乡自治会便有官硝店所获利润“除照章报缴外，余即作团防经费，即

责成团保访缉私贩”的考虑，可惜未能获得劝业道的重视。如今团练对官硝各种抵触，“以有缉私义务

之团保而反为违章熬私之人”，不但使官硝店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更使一些人对官硝改革观望不前。

劝业道虽严令团练遵守章程，不准私熬私买，但其执行效果恐怕不容乐观。 

6. 结论：改革为谁 

筹划官硝店改革时，劝业道也有关于硝商、硝户、硝价等方面的顾虑，但为了挖掘地方财源、补充

公费，在还未做出周详的计划和措施时，便急于督促地方设立官硝店、统一硝政。对于开设官硝店，一

些产硝用硝不多的州县承受的压力自不待言，但在一些顺利开办官硝店的州县，其运营状况也不便高看。

由于改革使得多方利益受损，带来了不少麻烦。从官硝店开设之始，如何缉拿和防范私硝便成为硝政来

往公文中的主要内容。在产硝者“系伊生计，何以不能熬卖”的诘难下和用硝者(尤其是地方团练)自行熬

硝或购私的不配合下，各地劝业分所和官硝店不得不接连呈请地方官署和劝业道以加强对私硝的缉查和

防制。 
产硝用硝者确实利益受损，但我们也不能贸然认为官硝店即全得利益。商人承办官硝店的确是趋利

而动，但这个利却未必那么容易获取。官硝店虽能照原买价加价 5/10 转卖，但首先要先从卖价中抽取 1/10
缴纳公费，余利只剩原价的 3.5/10。而这部分利润还要垫付数量不等的押金、开设官硝总店子店的店面

费和人工费、来往运硝的运费等。此外还要对一些特殊用户(如鹿蒿玻璃厂)和公用团体下调价格，其所剩

几何也值得思量[31]。毫无疑问，官硝店的利润得以保证的前提是其对于硝的专买专卖特权。然而这一特

权却始终受到各色私熬私售的冲击。对此官硝店自己也不得不设置巡丁进行缉私，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官

硝店的运营成本。但缉私者未必就秉公守法、值得信任，团练如此，官硝店自设的巡丁也是如此[32]。总

之，官硝店的运营和缉私也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这样看来，除官硝店善加经营和缉私或许可以获利外，地方上的其余各种势力、团体或个人似乎都

未能获益甚至是直接的利益受害者。甚至连地方官署和劝业分所也十分被动，在这一改革中承受着来自

上级劝业道和属地内官硝店、产硝用硝者两方面的压力。它们既不能分享官硝店的利润，也不能从劝业

道手中分得抽收的公费 4[33]，反倒增加了许多行政负担(检查、缉私、诉讼等)。唯一可以确定的受益人

恐怕只有旱涝保收、按价抽收公费的劝业道了。有研究表明，川省劝业道得以经费不愁、有效运作，颇

为依赖于官硝店的公费抽收，其经费约有一半来自于官硝店[34]。那么我们不禁要想，这一改革究竟是为

了什么？如果以推进实业、发展经济为初衷而设的劝业道在某些改革上仅是为了自己的经费，那么改革

对地方的掠夺也是势所必然了。退一步讲，获得了足够经费支持的劝业道又为地方社会反哺或做了些什

么？这些复杂的问题恐怕也值得更多的论证和反思[34] [35]。 
清末新政时期有诸多重大变革，我们很难说小小的四川硝政改革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它却披露出清

末改革中的另一面向。在清末新政需款甚多的情况下，各级官署如何从民间抽取经费成为一种重要的考

虑或动机。在对地方资源的争夺中，固然有地方州县官、绅、商、民的竞争和冲突，但如劝业道这种上

级官署更能以一种强势且直接的形式介入其中，其取舍和态度往往能影响最终结果，而地方上的各群体

都可能是利益受损者。四川劝业道从硝政改革中获得了想要的经费，但却把损失、矛盾和困难丢给了地

方社会。当改革看似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下层各色人众都因之叫苦不迭或仅能自存时，改革的初心和效

 

 

4泸州地方官曾呈请劝业道截留官硝公费以作统计局经费，但遭到劝业道严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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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想必都要差之千里了，改革者的权威也将大打折扣。不难推测，清末新政中的一些做法正是沿着这一

轨迹悄悄地把清王朝坟墓往坟墓里送。辛亥鼎革，民国建立。民国元年(1912 年)七月，四川都督府颁布

了《四川实业司新订官硝章程》，取代了前清劝业道所定的官硝章程。其中放开民间经营硝业，根本上

否定了官硝店及其特权，算是对这一场不得民心的压榨性改革奏完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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