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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户籍制度有一个演变过程。户籍文书是考察户籍制度演变的第一手

资料。明清户籍制度呈现出从户帖到黄册，再到编审册，最后到保甲册的演

变序列。明清长时间实行传统的户籍与赋役合而为一的制度。在明初的政治

经济环境之下，丁口隐匿并不严重。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

之征“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人口统计失实日趋严重。清前期依据编审册

造报的人丁户口，其绝大多数属于纳税单位之丁，根本失去了人口统计的意

义，户籍与赋役合而为一的制度走到了尽头。清乾隆初年的户口统计从依据

编审册改为保甲册，统计的对象从编审人丁变为大小各口，从对部分人口的

查编走向对全社会人口的统计，从而使户口统计趋于真实全面。这是明清户

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堪称中国在走向近代人口统计方面迈出的关键的一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