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明朝政府也曾给西藏不少赏赐，往往“耗财币最

多”，西藏僧俗对此十分满意，争相进京朝贡谢恩，入朝

进贡的西藏僧俗官员不断增多，“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

及今前后络绎不绝。”清朝初年，顺治皇帝曾赏赐五世达

赖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一千两；赏赐六世班禅价

值数万两银的精贵物品。康熙年间，清政府规定从打箭

炉税收项目中，每年拨给达赖白银五千两。到了乾隆六

十年，清朝政府鉴于西藏多次受外侵内乱，民不聊生，赏

赐前藏白银三万两，后藏白银一万两，借以济贫扶民。

（二）减征免征措施。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历来

赋税苛重，劳役繁多，以致广大藏民百姓因交不起赋税

和受不了繁重的劳役而弃田弃牧，流亡他乡。为了使西

藏农牧民能有休养生息机会，元明清政府在某些时期曾

采取过减免赋税的措施。例如，元朝初期，中央政府鉴

于西藏地处边远，当地“民贫无可供亿”（供亿：供给之

意），因而免其上交贡赋；明朝洪武年间，朝廷规定西藏

除征收马赋外，免除其他一切杂赋；清乾隆六十年，朝廷

下令对西藏免征一年钱粮，同时免征前后藏居民旧欠钱

粮折合银四万余两，以纾民力。

（三）限制滥用乌拉劳役的措施。“乌拉”是一种强

制性的无偿劳役，是一种力役之征。西藏大小官员、贵

族和寺院大喇嘛的一切公私事务，无不差用乌拉，贫苦

藏民稍不听从，轻则鞭打，重则酷刑。这是造成西藏百

姓大量逃亡和死亡的原因之一。元明时期，对派用乌拉

的范围未作具体规定，因此西藏大小官员、贵族和僧侣

差用乌拉的范围越来越大，名目繁多。直到清朝中期，

清政府委派的驻藏大臣看到这种情况后，才作出明确规

定：只有公事才能使用乌拉，喇嘛、番目等私人往来不得

使用乌拉。这项规定实施后，广大贫苦藏民的无偿劳役

有所减轻，不少逃亡藏民返回原地，从事耕种和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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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计》《财经审计法规》

《中国审计》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主办的

综合性、指导性审计专业刊物。主要宣传党和国家有关

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开展审计理论和实践的探

讨，报道审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审计工作的新动

态，交流审计队伍建设经验，指导审计工作的开展。主

要栏目有评论、论坛、审计调查、工作研究、内部审计、承

包经营审计、社会审计、乡镇企业审计等。《中国审计》

是广大审计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也是广大财会人员，企

业经营管理人员，经济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财经院

校师生了解审计工作的重要参考读物。

《中国审计》为月刊，每期定价 1.45 元，全年 17.40
元（含邮费）。

1992 年《财经审计法规》，主要收集选编国家和国

务院及其各主管部门颁发的法律、条例、规定、办法，其

范围包括综合、审计、财政、金融、税 务、计划、工交、基

建、商贸、物资、行政事业、农林、科教文卫及其他法规内

容。《财经审计法规》是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的

依据，也是广大财会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财经法规的指南，是经济工作者、研究人员、财

经院校师生了解、掌握、运用财经法规的读物。

《财经审计法规》由审计署法规司编，中国审计出版

社出版发行，每月定价 0.95 元，全年 11.40 元（含邮

资）。

订阅者请与中国审计出版社发行处王建联系。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甲 4 号，邮政编码：1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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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产核资指南》已出版

由中南财经大学部分专家、教授、学者和财政、国有

资产管理等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共同撰写、陈文学主编的

我国第一部有关清产核资的专业性工具书《清产核资指

南》，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角度，强调了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的地位、职能、运

行机制和管理规范，并将清产核资工作置于整个社会主

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中进行论述，以马列主义基本原

理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总结我国前几次清产核

资的传统作法，依据当前深化国有资产管理的方针、政

策，对各类资产的清查、核实、评估、处置、产权界定都作

了详尽介绍；对清产核资报告撰写方法也作了探讨和研

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一部加强国有

资产管理的理想工具书。

该书每册定价 7.80元（含邮资费）。订购办法：

银行信汇：湖北省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

开户银行：农行武汉市岳家嘴办事处；

帐 号：538—54；清算行号：18；

邮 汇：武汉市武昌东湖梨园中南财大湖北财政

分校；联系人：袁建国；邮政编码：4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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