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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戒嚴與糧餉肆應： 

以崇禎己巳之變為中心的討論
*

 

曾美芳
** 

崇禎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太極出兵攻明。北京城自十一月一日起戒嚴逾二個月。

由於戒嚴決定來得突然，各項物資準備不及，加上明末各項稅收普遍折銀，導致戰時

積貯不足，戰備物資籌措情況亦不樂觀。當時戶部提高各倉場人員管理層級、在京師

各重要出入口設置管餉司官，負責各守城軍隊行糧供應及協助援軍行糧之措辦，形成

一個富機動性的戰時財政供應系統。同時配合戰爭發展的需要，調整物資供應技術，

透過儘量折銀減輕物資消耗壓力，將有限的資源全用以供應城外援軍，遂能達成此次

戒嚴期間對北京城內外的供餉任務。從此役財政運作情況來看，明末戶部仍充分具備

物資整備、行糧發放等財政運作及調度能力，與黃仁宇所謂明代戶部僅為一會計單位

的印象並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戒嚴留下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戰爭中戶、兵二部的協調出現

問題，戶部無法抵抗來自兵部的糧餉供應壓力，導致兵餉支出不理性的膨脹；二是因

戰爭而產生的額外支出難以彌補。這兩個問題最後都成為戶部新的財政缺口，最終導

致明朝的財政崩潰。 

關鍵字：崇禎己巳之變 畢自嚴 戶部 戰時財政運作 

                                                
* 本文由作者博士論文第二章修訂改寫而成，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學者提供的寶

貴修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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