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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嘉时期湖北保甲职役新探
——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常建华

摘 要：清朝在湖北推行了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经过不断实践，深入到湖北的地方社会。分析清乾隆、嘉

庆朝刑科题本呈现的湖北地方社会职役，基本上属于保甲系统，尤以保正报案为多，说明湖北的地方社会职役

具有保甲化与统一化的特色。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中湖北一直有一定数量的“乡保”，相关碑刻资料更进一步证

明了乡约的存在，可知乡约系统不仅发挥着作用，且与保甲系统相融合。两种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时期湖北

地方社会承担本地事务管理的基本职役。尽管雍正时期湖北推行过顺庄法，但是并没有发现刑科题本中湖北

带有征收赋税职役的名称以及与保甲名称的混合，如“地保”，这与其他省明显不同。湖北地方社会职役没有

“地保化”，或是由于保甲制度的普及以及作用较为突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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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刑科题本往往记载有报案的地方社会

职役名称。冯尔康先生指出：“地方社会有乡

约、保正、牌头、甲长之类人员，在政府来讲是一

种差役，不称职会被革役，他们管地方治安，出

了人命案件，苦主首先报告他们，由他们报告县

衙，是所谓‘投保察究’，他们要察看伤情、死因，

负责保存现场，绑押凶犯，安置受伤的人。”［1］28-29

乾嘉时期刑科题本揭示的湖北地方社会职役主

要是保甲系统，下面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乾隆朝湖北的地方社会职役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

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中，共载有涉及

湖北的事例 44 个，其中记载了 21 个地方社会职

役名称。另在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

——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中可找到 3 个乾隆朝湖

北地方职役的记载，《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

料辑刊》第二册收录了 1 件记载乾隆朝湖北地方

职役的史料，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

藏清内阁刑科题本抄件亦有 2 个事例。以上共

计 27 个事例，列表 1 如下（其中上述文献分别简

称“形态”“斗争”“命案”“二册”“抄件”）。

首先，表 1 可反映出地方社会职役名称以及

数量。其中保正 9 件、保甲 4 件、甲长 4 件、牌甲

1 件、百甲 1 件、保邻 4 件、牌邻 1 件、乡保 2 件、

乡总 1 件、乡约 1 件。总计出现了 10 种职役名

称，其中保正数量最多，且职役主要出自保甲系

统，有 7 种之多，如保正、保甲、甲长、牌甲、百

甲、保邻、牌邻；其余的 3 种职役，属于乡约系

统，即乡保、乡总、乡约。可知负责治安联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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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承担教化的乡约两种系统，是乾隆时期湖

北地方社会承担地方事务管理的基本职役。

乾隆初署湖广总督那苏图说：“保甲定

例 ，十 户 一 牌 头 ，十 牌 一 甲 长 ，十 甲 一 保

正。”［2］第 2 册 ，卷 141，乾隆六年四月下，1035 可知当时保甲制

度有保、甲、牌三级，保设保正，甲设甲长，牌设

牌头，十进制，亦称“牌甲”。“百甲”一词罕见，其

意当同保甲。“保邻”，意为保甲、邻佑，表 1 序号

3 郧西县的案子，就记载“将保邻尸亲人等传唤

到案”，案中又据赵张氏供：“投知保正黎嗣慷看

明。”“保邻”中的“保”即“保正黎嗣慷”，可证“保

邻”即保甲、邻佑之意。同理可证，“牌邻”即牌

甲、邻佑之意。“乡保”一词多见，意为乡约保甲，

如宜昌府鹤峰州乾隆十四年（1749 年）所立《万

人碑》，就出现“一保二甲”“乡保”的用语［3］137。

乡保，亦可称“乡甲”，如宜昌府宣恩县乾隆四十

三年（1778 年）当地五保为打击流棍及违法行

为，“五保合乡甲立碑同禁”［3］127。该县道光四年

（1824 年）的《永镇地方碑》出现的文字，又有“据

木册里二甲约民人等禀称”，知县批示说“尔乡

保粮民赴县指名具禀，……该约民人亦不得挟

嫌妄禀”［3］128。保甲、乡约同时存在，发挥着地方

社会职役的作用，出现了乡甲、乡保的混称。“乡

总”的来源与准确含义待考。

有的刑科题本中出现两种职役的记载。如

乾隆四十年（1775 年）襄阳县的案件，报案者是

牌甲柴士魁，据杜士俊供：“小的劝了几句，还叫

他去投乡约理论。”［4］下册，511可见当地存在着乡约

表 1：乾隆刑科题本中的湖北地方社会职役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时间

十九年

四十年

五十八年

二十二年

五十七年

元年

三十三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七年

四年

二十七年

四十四年

三十四年

十三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五十七年

三十六年

元年

四年

十八年

六十年

三十年

六十年

地点

汉阳府黄陂县

宜昌府东湖县

郧阳府郧西县

郧阳府房县

德安府应山县

汉阳府黄陂县

黄州府蕲水县

郧阳府竹山县

郧阳府郧西县

荆州府监利县

宜昌府长阳县

宜昌府鹤峰州

安陆府京山县

荆州府江陵县

德安府随州

襄阳府襄阳县

宜昌府鹤峰州

施南府宣恩县

荆门直隶州

安陆府京山县

郧阳府房县

湖北

湖北

湖北

荆门直隶州当阳县

郧阳府郧县

武昌府江夏县

名称与事由

经保正冯硕臣唤令张扬复雇人抬回

据楞演铺乡保王巨卿、郑南英报称

投知保正黎嗣慷看明

据高尖山甲长唐希文报称

据保正余宽报称

往投甲长徐护周

据甲长雷芳起报

据上保社乡保艾正常等具报

据保正刘孔瑞报称

保邻

保邻

据保正向世梅报

据保甲丁维相、丁方远报

投鸣保甲刘见可、毛三俊验明

并据保邻张文彩等报

据牌甲柴士魁报，去投乡约理论

据韭菜坝甲长李成名禀称

据保正李辉兰报

据保正马学潜具报

投百甲姚全中

据东乡八道河乡总张百忍等报称

保邻报县

比据原役牌邻房户人等签供

往投保甲

据保正张桂报

据保甲龚全幅、刘汉继报

据保正王各彦报

出处

形态上，86 页

形态上，177 页

形态上，231 页

形态上，285 页

形态上，343 页

形态下，347 页

形态下，431 页

形态下，470 页

形态下，480 页

斗争上，55 页

斗争上，87 页

斗争上，106 页

斗争上，261 页

斗争上，363 页

斗争下，503 页

斗争下，510、511 页

斗争下，519 页

斗争下，526 页

斗争下，557 页

斗争下，574 页

斗争下，702 页

命案，10 页

命案，34 页

命案，77 页

二册，1237 页

抄件，3050 包

抄件，3055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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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牌甲两种职役系统，有可能是乡约负责调处

矛盾，牌甲负责包括报案在内的治安事宜。

其次，表 1 中也反映职役名称的地域分布及

数量。武昌府，江夏县保正 1 件。汉阳府，黄陂

县 2 件，保正、甲长各 1 件。黄州府，蕲水县甲长

1 件。安陆府，京山县甲长 1 件。德安府，应山

县保正 1 件，随州保邻 1 件。荆州府，监利县保

邻 1 件，江陵县保甲 1 件。襄阳府，襄阳县 1 件，

记载牌甲、乡约。郧阳府，郧西县保正 2 件，郧

县保甲 1 件，房县保甲、乡总各 1 件，竹山县乡保

1 件，共 6 件。宜昌府，鹤峰州保正、甲长各 1 件，

东湖县乡保 1 件，长阳县保邻 1 件，共 4 件。施

南府，宣恩县保正 1 件。荆门直隶州，保正 2 件。

在湖北省的 10 府 1 直隶州，全都出现了地

方社会职役的名称，具有普遍性。各府、直隶州

出现的地方社会职役刑科题本数量基本均衡，

多者如郧阳府 6 件、宜昌府 4 件，其余多是一两

件。郧阳府领 6 县，4 个县出现职役。宜昌府领

1 州 5 县，1 州 2 县出现职役。之所以郧阳、宜昌

两府中较多的州县出现了职役。笔者推测，是

因为郧阳府、宜昌府为山区开发地区，移民较

多，社会问题突出，清朝在这些地区重视地方社

会治理，所以这两府出现较多刑事案件。同时

也得以看到其中地方社会职役在发挥作用。

当案件发生后，当事人一般最先找到职役代

请到州县报案。如乾隆十三年（1748 年）江陵县

的案件，据尸妻朱阿傅供，系“投鸣保甲刘见可、

毛三俊验明丈夫伤痕”［4］上 册 ，363，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年）京山县的案件是“投保报县”的［4］上册 262。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竹山县的案子据石象云

报称：他“投鸣乡保具报的”［5］下册，471。

最后，地方社会职役的调处作用在刑科题

本得到反映。如乾隆十九年（1754 年）黄陂县

的案子，经保正冯硕臣唤令张扬复雇人抬回，

供词说：“保正冯硕臣到小的家说，公差脚被

打断。小的才雇人抬回。”［5］上 册 ，87 乾隆五十八

年（1793 年）郧西县的另一案件，据赵张氏供：

“投知保正黎嗣慷看明，正要赴城具报，张作

成赶来，再三央求，并托黎嗣慷劝处，许出棺

殓钱六千文。”［5］上 册 ，231 保正在上述案件中进行

了调处。

官府要求地方社会职役办理事务负责、公

正。上述的两个事例中，请看清廷的审案结果：

前一个事例，“保正冯硕臣救阻不及，俱毋庸

议”［5］上册，88；后一个事例，“黎嗣慷除听许钱文并

私和各轻罪不议外，合依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

司，而辄埋葬者杖八十律，应杖八十，折责三十

板，革役”［5］上册，231-232。

职役的调处未必一定有效。乾隆元年

（1736 年）黄陂县的案件里，“斐章遂牵景三之

牛，往投甲长徐护周并喻则成转索，仍不清

还”［5］下册，347。据涂斐章供：“小的没法，把他一只

牛牵了，送到甲长徐护周家投明，徐护周喻则成

两个向他说过几次，他仍然不理。徐护周把牛

还了他，又劝小的缓些时吧。”［5］下册，348 甲长只能

在涉事双方左右劝解。

乡村是熟人社会，职役的调处伴随着人

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京山县案子的职役

调处过程，反映出民间人情世故。当地有俗例：

出卖产业许原业加找一次。据黄添福供：“小的

投百甲姚全中，央他向张文盛讨契查看，想要找

价。姚全中应允，多日没有回覆，小的心疑张文

盛不肯找价。九月初七日，把他耕牛赶回，要他

找了田价才还牛只。张文盛投鸣姚全中，……

理论。张文盛的母亲高氏说，……托姚全中们

找价了事。姚全中们议给小的钱六千文，叫小的

还牛，另立加补字据，当各应允。初八日将晚时，

张文盛在黄英庙请姚全中们吃酒，小的叫王世

得代写加补字据，钱牛两交。”［4］下册，574 经济行为

的实现既靠制度，也由俗例支配，黄添福的找价

依据俗例，但是他要请职役主持，职役姚全中发

挥了调处作用，本是应尽义务，张文盛还是请客

还情。

乾隆朝刑科题本反映案件的发现过程，有

比较固定的档案文书格式。一般是百姓投称在

前，概述案件后，再佐证职役的报案。例如乾隆

三十四年蕲水县的案子：“据北乡徐家冲烟民周

泰 占 报 称 ：‘ …… 并 据 甲 长 雷 芳 起 报 同 前

由。’”［5］下册，431但是也有不多见的例外格式，职役

报称在前，民人投称在后，如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年）房县的案件：“据东乡八道河乡总张百

忍 等 报 称 ：‘ …… 本 月 初 二 日 有 孙 起 陇 投

称。’”［4］下册，702

清乾嘉时期湖北保甲职役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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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庆朝湖北的地方社会职役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

刊》收录 78 件有关嘉庆朝湖北刑科题本，该中心

未刊嘉庆朝湖北刑科题本 43 件，这 121 件题本

中，共计有 107 件刑科题本记载了报案的地方官

役名称，笔者制成表 2：

统计表 2 中 107 件有地方社会职役名称的

档案，其中保正 77 件、保甲 14 件、甲长 9 件、乡

保 3 件，牌甲 1 件，正保 1 件。此外，表 2 中 86
号、101 号 2 件名称不清楚的题本，但是可以断

定属于保甲系统。可见嘉庆时期湖北报案主要

由保正以及甲长代表的保甲系统执行。此外 3
件乡保的资料说明湖北仍存在着乡约系统，承

担报案等事务，但是乡约系统已与保甲系统融

合。乡保，亦可称“约保”，如施南府建始县嘉庆

表 2：嘉庆刑科题本中的湖北地方社会职役一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嘉庆六年

嘉庆八年

嘉庆九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八年

嘉庆十八年

嘉庆十八年

嘉庆十九年

嘉庆十九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一年

嘉庆二十四年

嘉庆十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二十一年

嘉庆六年

嘉庆七年

嘉庆十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一年

嘉庆二十三年

嘉庆二十三年

嘉庆二十三年

襄阳府襄阳县

襄阳府谷城县

安陆府潜江县

汉阳府孝感县

安陆府京山县

安陆府钟祥县

襄阳府南漳县

德安府随州

武昌府武昌县

荆州府松滋县

德安府随州

黄州府黄冈县

襄阳府襄阳县

施南府恩施县

安陆府钟祥县

宜昌府东湖县

施南府恩施县

荆门直隶州

襄阳府南漳县

宜昌府东湖县

武昌府蒲圻县

安陆府京山县

武昌府江夏县

汉阳府黄陂县

郧阳府竹溪县

荆州府松滋县

安陆府京山县

郧阳府郧县

郧阳府房县

襄阳府襄阳县

襄阳府襄阳县

郧阳府房县

荆门直隶州

据甲长张士清报

据甲长王光楚报

据保正张依文报

据保正左金宁报

据保甲黎超万、汪珠报

据保正余谷报

据保甲柳宗书报

据保正刘士德报

据保正何广才报

据保甲杨远受、张正学报

保正王志具报

据保正李志报

据保正李芳报

投知保正王世才理论

据保正傅起志报

据保正柳发报

据保甲谭名正报

据保正袁盛祥报

据保正孙陇报

据保正覃茂添报

据保正程佑三报

据保甲陈文魁、金明三报

据保正王大勋报

据保正童世泰报

据乡保梁次青、杨文贵报

据甲长熊宾三报

据保正肖得章报称

据保甲彭习贤、彭如贵报

据保正刘潮滔报

据牌甲邹宗美报

保正患病

据保正张德报

据保正杨贤敏报

一册，21 页

一册，55 页

一册，66 页

一册，138 页

一册，140 页

一册，153 页

一册，161 页

一册，223 页

一册，243 页

一册，244 页

一册，245 页

一册，251 页

一册，267 页

一册，287 页

一册，290 页

一册，304 页

一册，406 页

一册，428 页

一册，437 页

一册，440 页

一册，453 页

一册，454 页

一册，472 页

二册，522 页

二册，530 页

二册，582 页

二册，636 页

二册，676 页

二册，691 页

二册，703 页

二册，732 页

二册，735 页

二册，739 页

序号 时间 地点 名称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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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嘉庆四年

嘉庆九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九年

嘉庆十九年

嘉庆四年

嘉庆七年

嘉庆八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二十二年

嘉庆二十二年

嘉庆二十二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九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七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八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一年

嘉庆二十一年

嘉庆四年

嘉庆六年

嘉庆七年

嘉庆八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七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一年

嘉庆元年

嘉庆二年

嘉庆三年

嘉庆五年

嘉庆五年

嘉庆五年

襄阳府均州

郧阳府竹山县

安陆府钟祥县

荆州府监利县

荆州府江陵县

汉阳府汉阳县

武昌府江夏县

襄阳府襄阳县

黄州府黄梅县

宜昌府东湖县

武昌府大冶县

黄州府黄冈县

荆州府宜都县

德安府应山县

安陆府京山县

汉阳府黄陂县

安陆府京山县

襄阳府谷城县

安陆府天门县

襄阳府宜城县

襄阳府襄阳县

施南府利川县

汉阳府汉阳县

宜昌府兴山县

安陆府钟祥县

郧阳府竹溪县

武昌府蒲圻县

襄阳府襄阳县

荆州府监利县

郧阳府房县

安陆府京山县

德安府应山县

安陆府天门县

郧阳府郧西县

宜昌府巴东县

安陆府钟祥县

荆州府公安县

宜昌府东湖县

汉阳府黄陂县

襄阳府襄阳县

黄州府黄冈县

襄阳府谷城县

汉阳府孝感县

汉阳府黄陂县

据甲长庞明成报

据保正饶春明报

据保正梅万禄报

据保正汤列文、缪其正报

据保正姚良绍报

据保正姚明义报

据保正刘叙九报

据甲长刘尔环报

据保正詹玉芳报

据保正郑应忠报

据保正周大有报称

据保正周贤报

据保甲张宗尧、朱士鳌报

据保正郑约报

据甲长饶日贵报

据保正彭潮栋报

据正保郑尚恒报

据保甲盛义亨等报

据保正徐有序报

据保正胡尚见报

据保正张东升报

据保甲戴之灿、谭敦五报

据保正徐大伦报

据保正陈大恕报

据保正薛文选报

据保正蓝凤彩

据保正彭炳文报

投知甲长具报

据甲长赖禹言报称

据保甲张兴理报

据保正邓作实报

据乌石会保正余友贵报称

据保正李则章报

据保正杨登陇报

随据保正向怡和禀称

据保正蒋清报

据保正魏文来报

据保甲柳维纪、张在山报

据保正程楚行报

据甲长袁步先报

据保正徐之启报

据保甲蔡卓孙世举报

据乡耆张谷才禀称，保正冯友绅

据保甲胡得于、祝蒙五报

二册，787 页

二册，835 页

二册，863 页

二册，925 页

二册，979 页

二册，981 页

二册，1034 页

二册，1043 页

二册，1045 页

二册，1068 页

二册，1100 页

二册，1101 页

二册，1112 页

三册，1141 页

三册，1147 页

三册，1158 页

三册，1215 页

三册，1278 页

三册，1374 页

三册，1414 页

三册，1420 页

三册，1423 页

三册，1429 页

三册，1438 页

三册，1455 页

三册，1461 页

三册，1462 页

三册，1670 页

三册，1683 页

三册，1690 页

三册，1694 页

三册，1712 页

三册，1741 页

三册，1752 页

三册，1801 页

三册，1835 页

三册，1855 页

三册，1869 页

抄件，3087 包

抄件，3189 包

抄件，3181 包

抄件，4545 包

抄件，4616 包

抄件，4655 包

序号 时间 地点 名称 出处

续表 1

清乾嘉时期湖北保甲职役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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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1811 年）的《奉宪永禁碑》，公示该县“约

保场豆客总以及军民人等知悉”［3］130，强调“保甲

稽查”“十家连坐”追究保甲。该县道光十八年

（1838 年）的《遵示永禁碑》则“据乡约黄永立禀

称，……仰示该总约黄永立知悉，……许你协同

牌甲扭禀送县，……该约亦不得挟嫌妄禀”［3］132。

亦可证乡约、保甲的同时存在。此外，表 2 中

50 号事例，出现“正保”一词，应作“保正”理解。

嘉庆朝湖北地方社会职役的地区分布以及

数量如下：武昌府 10 件，分布在 5 个县，其中武

昌县保正 2 件，蒲圻县保正 2 件，江夏县保正 2
件、“投保”1 件，大冶保正 1 件，当阳保正 1 件。

汉阳府 10 件，分布在 3 个县，其中孝感县保正 2
件，黄陂县保正 4 件、保甲 1 件，汉阳县保正 3
件。黄州府 4 件，分布在 2 个县，其中黄冈县保

正 3 件，黄梅县保正 1 件。安陆府 17 件，分布在

4 个县，其中潜江县保正 1 件，京山县保甲 2 件、

保正 2 件、甲长 1 件、正保 1 件，钟祥县保正 7 件，

天门县保正 3 件。德安府 6 件，分布在 1 州 3 县，

其中随州保正 2 件，应山县保正 2 件，云梦县保

正 1 件，安陆县保正 1 件。荆州府 9 件，分布在 5
个县，其中松滋县保甲、甲长、保正各 1 件，监利

县保正、甲长各 1 件，江陵县保正 1 件，宜都县保

正 1 件，公安县保正 2 件。襄阳府 23 件，分布在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嘉庆五年

嘉庆六年

嘉庆七年

嘉庆七年

嘉庆七年

嘉庆八年

嘉庆十年

嘉庆十一年

嘉庆十一年

嘉庆十一年

嘉庆十一年

嘉庆十一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七年

嘉庆十七年

武昌府通山县

荆门直隶州

荆州府公安县

汉阳府黄陂县

郧阳府竹溪县

荆门直隶州当阳县

宜昌府东湖县

襄阳府枣阳县

武昌府江夏县

襄阳府枣阳县

德安府云梦县

郧阳府郧西县

宜昌府归州

武昌府武昌县

襄阳府南漳县

安陆府钟祥县

宜昌府归州

襄阳府枣阳县

襄阳府南漳县

襄阳府枣阳县

德安府安陆县

襄阳府谷城县

荆州府松滋县

武昌府当阳县

施南府来凤县

安陆府钟祥县

汉阳府汉阳县

襄阳府襄阳县

武昌府当阳县

安陆府天门县

据保正汤建遂报

据保正郭四升报

据保正霍定有报

据保正陈甸邦报

据乡保梁次青、杨文贵报称

据保正成谷运报

据保正陈大元报

据保正闵忠报

投保欲控

据保正黄奠勋报，据周美投称

据保正盛超海报，据潘赵氏投称

保正吴胜选失于觉察地方人命

据保正王元韶报

据保正龚元全报

据乡保田尚起、祁申奉报

据保正陶添章报

据保正杜万隆报，据周仁投称

据保正熊士恺报

据保正胡尚品报

据保正崔继伦报

据保正刘光辉报

据保甲郭希佩等报

据保正孙培万报

据保王（正）柳元报

据保正夏尚坤报

据保正彭光照报称

据保正夏炳富报

据保正余庭明报

据保正马士聪报

据保正戴大魁报

抄件，4621 包

抄件，4630 包

抄件，4610 包

抄件，4681 包

抄件，4678 包

抄件，4674 包

抄件，4932 包

抄件，4939 包

抄件，5044 包

抄件，4936 包

抄件，4944 包

抄件，5092 包

抄件，4935 包

抄件，4960 包

抄件，4976 包

抄件，5017 包

抄件，4981 包

抄件，4993 包

抄件，5056 包

抄件，5120 包

抄件，4996 包

抄件，5036 包

抄件，5108 包

抄件，5124 包

抄件，5124 包

抄件，4981 包

抄件，5300 包

抄件，5310 包

抄件，531 包

抄件，5300 包

序号 时间 地点 名称 出处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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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州 5 县，其中襄阳县甲长、保正各 4 件、牌甲 1
件，谷城县甲长 1 件、保甲 3 件，南漳县保甲 1
件、保正 2 件、乡保 1 件，均州甲长 1 件，宜城县

保甲 1 件，枣阳县保正 4 件。郧阳府 10 件，分布

在五个县，其中竹溪县乡保 2 件、保正 1 件，郧西

县保正 2 件，郧县保甲 1 件，房县保正 2 件、保甲

1 件，竹山县保正 1 件。宜昌府 9 件，分布在 1 州

3 县，其中东湖县保正 4 件、保甲 1 件，兴山县保

正 1 件，巴东县保正 1 件，归州保正 2 件。施南

府 4 件，分布在 3 县，其中恩施县保正、保甲各 1
件，利川县保甲 1 件，来凤县保正 1 件。荆门直

隶州 4 件，保正 3 件，当阳县保正 1 件。

在湖北省的 10 府 1 直隶州，均有地方社会

职役，都出现了保正。各府、直隶州出现的地方

社会职役刑科题本数量不太均衡，乾隆朝刑科

题本记载的职役名称郧阳、宜昌两府较多，嘉庆

朝则变成襄阳、安陆两府。嘉庆朝记载职役题

本在 9 至 10 件的有武昌、汉阳、荆州、郧阳、宜昌

5 府，其余的黄州、德安、施南、荆门直隶州，除了

德安府 6 件外，另外 3 个府都是 4 件。

报案是保甲的职责，民人作为当事人也报

案，刑科题本将此称作“投称”，有的刑科题本将

投报民人称作“甲民”。如黄梅县民石添相因欠

钱踢死陈徐氏案，“嘉庆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据

保正詹玉芳报，据甲民徐国太投称……”［6］703。

再如襄阳县民王思哲因口角伤陈乃宗身死案，

“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据牌甲邹宗美报，

据甲民刘从儒投称……”［6］1045。说明“甲”已经

成为地方社会管理民众的单位，居民即“甲

民”。“甲民”的用语不同于其他省区，如江苏有

“图民”的用语，安徽等省则多用“保民”一词［7］156。

刑科题本也反映了保甲办案的具体活动。

如嘉庆十三年（1808 年）应山县差役董均奉命催

欠殴伤韩殿常身死案，据董均供：“蒙本官签差

小的协同保正余友贵催纳乌石会民欠钱粮，余

友贵因值患病，叫他儿子余忠引同小的向各花

户催完。”［6］1713保正余友贵有催纳民欠钱粮的职

责，因其患病便让其子完成。嘉庆十四年（1809
年）钟祥县民张连因私卖木料致伊母吴氏抱忿

自缢身死案，张连是“被保正查报差拿到案”①。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宜都县客民钱维松因泄

愤谋杀刘氏案，据刘正明供：“母亲查是钱维松

冒名私借，当向钱维松不依，并邀保甲张宗尧、

朱士鳌及同村王俸添、郭源来家，向钱维松理

论。”［6］1112可见保甲进行了调解工作。

保正对于案件失察或匿报，官府对其惩

治。如嘉庆五年（1800 年）孝感县审解民人周文

德踢伤杨玉正身死案，“保正冯友绅听从匿报得

银二两八钱，应照枉法赃一两至五两杖八十，无

禄人减一等律杖七十”②。嘉庆十一年郧县、郧

西二县审解民人王有桂故杀堂弟王有才身死一

案，“保正吴胜选于地方人命失于觉察，应照不

应轻律，笞四十。事既到官在嘉庆十四年正月

初一日恩诏以前，阮光彩等杖笞各罪均予援免，

保正仍革役，无干省释”③。

三、顺康雍乾嘉时期

湖北保甲制的推行

为了深入认识乾嘉时期刑科题本呈现的湖

北地方社会的保甲职役，有必要探讨清朝在湖

北推行保甲的过程与情形。雍正年成书的《湖

广通志》记载了顺治、康熙湖北地方官推行保甲

的事例。顺治时期，吕阳在蕲州一带力行保

甲。康熙时期，宋荦于康熙三年（1664 年）授黄

州通判，在黄州严行保甲；姜橚康熙时在黄州府

的麻城县定保甲法［8］340。蕲州、黄州在明清之际

地方武装自保，清朝官员以保甲治理地方。

康熙时期在湖北不遗余力推行保甲的是于

成龙。康熙十三年（1674 年）至十七年（1678
年），于成龙为武昌知府。吴三桂叛清，鼓动湖

北人民，麻城、大冶、黄冈、黄安各山寨响应，麻

城东山曹家河起事，号称“东山”。湖广巡抚张

朝珍急调武昌知府于成龙带兵前往镇压，在其

对东山武装的平息以及善后措施中，推行保甲

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资料大量收录在《于清端

公政书》卷一到卷三［9］。

于成龙上任知府便清查保甲。《到黄州任申

饬谕》要求“清查保甲，如有面生歹人，声音互

异，立刻驱逐境外”。平息东山后，于成龙发布

《东山就抚后饬行保甲谕》：“本府亲履田畈，编

立保甲，稽查匪类，劝勉为善，惟恐游手好闲之

徒，凶逆亡命之流，不遵本府劝谕，……凡我士

民严行保甲，协力擒解，或歼灭报功，本府申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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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道，厚加奖赏，以励忠义，以靖地方。”可见推

行保甲是为了“稽查匪类”。《清理保甲谕》（卷

一）专门告诫藏匿山中的地方武装陈恢恢，劝其

投降，可知于成龙的保甲制，主要是“设立户长，

编择甲长”。卷一还收录《保甲事竣再行申饬

谕》《申饬区堡谕》《劝谕士民》3 个文件中，反映

出户首即是户长，其上是甲长。从总堡、堡长、

堡甲等词汇推测堡等于或大于甲，总堡或是管

理数堡即若干甲的建制。此外，卷一的《上张抚

台善后事宜禀》谈到甲长之上还设立了区长。

从《慎选乡约谕》（卷二）可知，乡约与保甲同时

推行，乡约所任事为朔望谕乡民听讲十六条，而

“凡人命盗案，勾摄人犯，惟保甲保长地方是

问”。分工明确，更突出了保甲的职责。

于成龙主张将保甲武装起来。《申饬保甲

谕》认为：“编查保甲团练乡勇之法，无事则稽察

盗贼，以遏乱萌；有事则相机救援，防御堵御，不

动支粮饷而兵足，不调拨官兵而贼除。”他“前奉

督抚司道编查麻城三乡区保甲册籍，委用堡长

垣主，分派户首烟甲，严取邻居互结，责以守堡

禁夜，总期地方盗息民安，向化乐业，正寓兵于

农，以人治人之微意也”。进一步希望：“尔堡长

垣主、户首乡保、烟甲人等，宜自爱重，慎勿惊

疑。”［8］344-345

雍正朝是力行保甲的时期。雍正元年

（1723 年）提出用三年的时间推行保甲，保甲制

度主要形成于雍正前期，湖北的保甲得到有效

的推行［10］74-122。雍正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收到

推行保甲密谕后，即将编查之法备叙六条，通饬

挨编，强调“十户共为一牌，一户稽查一日”。雍

正二年（1724 年），湖广巡抚纳齐喀奏报试行保

甲情况：“经臣通饬所属清编保甲，无论士庶统

以十家为一牌，牌开各户姓名、人口数目于上，

每日将牌挨次递交，每十日一户轮当甲长一次，

周而复始，互相稽查。”［11］第４册，第 166 号《湖广巡抚纳齐喀奏覆历

奉密谕遵办情形折》，217-218 据此湖广比较广泛地推行了保

甲制度。当时湖北民间宗教与帮会问题比较突

出，官府利用保甲加以遏制。雍正三年（1725
年）湖北巡抚法敏贯彻皇帝弭盗安民之意，严饬

水陆各处文武力行保甲。雍正四年（1726 年），

署湖广总督傅敏奏陈整顿楚省吏治等六事，反

映出该省保甲已经确立，但是事务繁多，“凡有

官役差使，皆取资于保长甲长”［11］第 8 册，第 278 号《署湖广总

督傅敏奏陈整顿楚省吏治等六事情形恭请御批指示折》，382。可见本来承担

治安任务的保甲职能出现多样化。

雍正初年推行全面改革，赋役改革与推行

保甲相伴相生，保甲承担了赋役方面的职能。

特别是雍正六年（1728 年）新任湖北布政使徐鼎

试行保甲顺庄之法，改变赋役征收中的“拖欠”

问题，促进了赋役改革。雍正七年（1729 年）三

月初八，徐鼎再次强调：“包揽欺隐之弊，多是以

赋役未清，缺额难复，惟就保甲以行顺庄，则法

不迫促，而诸弊自露。其法先颁烟户门单册式，

散给各保甲内民户，令其各自开明本户的名、住

址、人口、生理，共有田地、山塘、顷亩若干，内有

荒熟各若干，坐落某某村庄，在某图某甲，行粮

附名某人，额征各数银米若干，其有分坐各图完

纳者一并附入内，有总户诡名，着将本人正实名

号应分完结若干之处，俱各照数填明。”［11］第 14 册，第

604 号《湖北布政使徐鼎奏覆清查田粮以行顺庄之法折》，796如此行之，保甲

势必承担起催征钱粮的责任。雍正九、十年

（1731 至 1732 年）王士俊任湖北巡抚，针对“门

牌甲册多未举行”，对保甲加以整顿。雍正十二

年（1734 年）署湖北廵抚杨馝仍在继续推行保

甲。杨国安依据了大量地方志资料探讨湖北、

湖南两省的保甲，他指出：“就两湖地区而言，至

迟到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保甲制的推行

才有起色。至乾隆年间，各地的保甲制才逐渐

普及。”［12］58

乾隆初年在雍正朝基础上，仍在力行保

甲。乾隆四年（1739 年）湖广总督宗室德沛奏请

乡镇紧要隘口树立栅栏，“即派栅内居民轮流经

管，设立循环二簿，将名姓详细编载。如有迁

徙，责令地方保甲填注。其零星小村，饬各营兵

丁游巡，并派标营弁兵在水陆两途访缉。又于

支河岔港中建立水栅，令汛兵看守。无塘汛者，

就近保甲居民，严司启闭。得旨：如此办理亦

妥”［2］第 2 册，卷 87，乾隆四年二月下，360。乾隆五年（1740 年）

正月，鉴于“湖北襟江带汉，素称四达之区，且幅

员辽阔，薮泽弥漫，盗贼易于藏匿”［2］第 2 册，卷 109，乾隆

五年正月下，621。乾隆帝命该省原设有守道巡道三员，

应于每年冬月各出巡一次，遍历所辖州县，稽察

保甲。著为定例。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鉴于

外省饥民到楚，刑部尚书署湖广总督那苏图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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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汉阳二府乃五方杂处之地，若漫无稽查，则

此等之民行踪莫定，或生事端。已饬各该县查明，

如有情愿在楚营生者，即于烟户册尾附编畸零户

后，俾该地保甲就近稽查，以防滋事。”［2］第 2 册，卷 139，乾

隆六年三月下，1009 这是以武昌、汉阳二府已经存在保甲

制度为基础的。那苏图又奏请：“再查保甲定例，

十户一牌头，十牌一甲长，十甲一保正。其有崇山

峻岭居民散处之所，户口畸零，应酌加变通，不必

按十户一牌之例，彼此牵搭编排，免致纷扰。得

旨：此皆卿因地制宜之事。”［2］《清高宗实录》第 2册，卷 141，乾隆六年四

月下，1035看来那苏图在编查保甲。同年十月，湖北巡

抚范璨奏：“襄阳地方囤麦躧曲，耗费民食。请照

河南省例，将躧户、贩户、经纪、牙行、以及徇隐之

乡地保长、驮载之车船人户分别治罪。”［2］第2册，卷152，乾

隆六年十月上，1176“乡地保长”指的是地方社会职役。乾

隆十年（1745 年）二月，署湖广总督鄂弥达奏请

举察保甲的新设想，虽然受到皇帝的批评，也说

明湖北地方官对于推行保甲的重视［2］第 4 册，卷 235，乾隆

十年二月下，34-35。鄂弥达对于保甲的重视还体现在

地方的具体事务上，宜昌府长乐县县丞原驻渔

洋，在县之极东，改驻湾潭，在县之极西，“应请

从长乐县城分划，自北门外仁育之西半乡霞口

溪 起 ，并 礼 教 、智 慧 、信 孚 三 乡 ，归 县 丞 分

管。……凡清查保甲、缉拏逃盗匪类等事，均

照调换界内管理”［2］第 4 册，卷 269，乾隆十一年六月下，491-492。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督抚对于地方治理条

例的建议中涉及保甲等地方职役，应当是他们

在治理实践中取得的经验。湖北巡抚晏斯盛对

于地方治理条例的建议涉及地方社会职役。乾

隆十年七月，晏斯盛奏称：“各处在配军流人犯，

向交地保收管。该犯与牌甲错处，每至诱惑善

良，且挟制地保，苛求无状。请嗣后各省收到军

犯，除老病废疾仍归原配各州县收入养济院外，

其余即于通省府、厅、州、县、佐杂各衙门匀派当

差，日给口粮。”［2］第 4 册，卷 245，乾隆十年七月下，163这是基于

地方上存在牌甲、地保遇到流放犯人骚扰的实

际情况的应对措施。他还建议：“至市村攫白之

徒，又为窃贼之渐。而闯棍一种，霸占地方，亦

与攫窃相为表里。应一并造册立案，交巡典、乡

耆、保正约束稽查，如有违犯即照本罪加倍处

治。”［2］第 4 册，卷 249，乾隆十年九月下，217同样是基于保甲存在

的事实。乾隆十三年（1748 年）闰七月，湖广总

督塞楞额奏请，定民间失察宰牛之官员保甲处

分［13］第 5 册，卷 320，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上，269。刑部讨论后认为：

“查保甲牌头容隐盗宰，例有治罪之条，若邻

佑本无相涉，所奏无庸议。至所称地方官不

行查拏，照失察例按只数多寡分别罚俸降留，

若能查拏究治者免。应如所请。”［13］第 5 册，卷 324，乾

隆十三年九月上，344乾隆帝从之。

乾隆时期湖北督抚以保甲治理地方的事例

是丰富的。乾隆十四年（1749 年）十月，署湖广

总督唐绥祖奏：“沿江塘汛，向多坍损，勒限概

行修葺。并于江省接界之汉黄要地、八吉堡、

阳逻等处，以及汉口大镇，拨员梭巡，访获积匪

二十余名。其江湖港汊，凡有渔船小艇，均令

于船傍大书粉字，编列保甲。……四川接界之

归州新滩一带，为川江客货聚集之区，亦易藏

奸，臣于新滩刊刻木榜，不许多索船价，编查保

甲。”［13］第 5 册，卷 351，乾隆十四年十月下，855 乾隆十七年（1752
年）四月，鉴于黄州府罗田县的马朝柱起事，湖

广总督永常奏称：“祗因马朝柱等分布逆党于江

楚交界，巧指天堂天马大寨名色，彼此煽惑。如

地方官力行保甲，互相稽查，必早为发觉。现议

举行，以杜后患。先将罗英二界烟户连环具保，

如有藏奸，十家连坐。”［13］第 6 册，卷 413，乾隆十七年四月下，411

督抚还针对黄州府属之罗田县与江南英、霍二

邑山谷毗连，要求塘汛“每逢季底，前赴查点保

甲一次”［13］第 6 册，卷 414，乾隆十七年五月上，414-416。同年十二

月，湖广总督永常奏：“湖北施南一府，自雍正十

三年改土归流以来，久成内地，附近川黔两楚人

民，垦荒者接踵而往，近田土拐带案牍日见纷

纭，必得另立章程，妥为安置。嗣后外省及各属

人民入施者，请照入川给照之例，开造眷属清

册，呈报本籍，给照前往，交与该地方官查验，收

入保甲，一体编查。其现在落业民人，凡有夫妻

子女者，无论流寓久暂，悉予编保。其单身游手

之徒，限三月内查明，取具亲邻保结，方准编

入。其老荒山场，概行封禁。得旨：览奏如所议

行。”［13］第 6 册 ，卷 429，乾 隆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下 ，615 乾隆三十三年

（1768 年）九月，湖北巡抚程焘奏：“请清理郧阳

山地，并咨照陕西、河南二省，转饬界连郧阳之

各州县，查明所辖山地界址，设立保甲，稽查奸

匪，其开垦地亩，照例升科。”［13］第 10 册，卷 818，乾隆三十三年

九 月 上 ，1092 上述推行保甲的实践主要出现在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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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黄州府、施南府、郧阳府。

《清高宗实录》记载的湖北地方社会职役出

现了“地保”一词，如前述的资料中乾隆十年，湖

北巡抚晏斯盛奏称：“各处在配军流人犯，向交

地保收管。”还可补充一些资料，乾隆三十年

（1765 年）湖北按察使雷畅奏称，沿江河州县或

遇伤尸漂流过境，“若地保人等呈报，地方官讳

匿不报，应照邻邑巧为诿卸不往相验例，降三级

调用。”［13］第 10 册，卷 746，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上，214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年），湖北布政使闵鹗元奏：“湖北上年水

灾，黄梅、广济、汉阳、汉川等县，奉旨于抚恤加赈

外展赈。臣督同该管道府州县，分厂开放，遴员

严察吏胥、地保侵扣影射，酌量应借耔种口粮，分

别办理。”［13］第 11 册，卷 855，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下，457乾隆五十六

年（1791 年），湖北巡抚福宁奏筹议护送京铜事

宜，说铜船由湖北巴东入境，黄梅出境。要求沿途

“并令地保塘汛巡防”［13］第 18 册，卷 1373，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下，425。

这些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所用“地保”一词涉及

的职责包括收管军流人犯、呈报漂流伤尸、经手

抚恤赈济、沿途巡防护送京铜。这些“地保”包

括保甲，但并未使用“保甲”一词，大概是“地保”

一词包含的职役更丰富，保甲一般承担地方治

安，而地保承担各种差役。

嘉庆时期湖北的社会矛盾更为严重，清廷

仍旧以力行保甲进行社会治理。嘉庆六年

（1801 年）随州发生纠抢事件，“代办知州朱恂率

据乡约人等呈报”［14］第 2 册，卷 91，嘉庆六年十一月下，204。证明

当地乡约的存在。保甲对于治理民间传习天主

教发挥了作用，嘉庆十八年（1813 年）的一份奏

折说到：“湖北京山县民刘义等九名，呈明伊等

自祖父相沿习天主教，今因编查保甲传诵示谕，

俱投案自首，具结改悔。”［14］第 4 册，卷 269，嘉庆十八年五月，645

治理民间宗教也利用保甲，嘉庆十九年（1814
年）闰二月，清朝官员说：“今湖北省于编查保甲

时，各州县亲历乡村，广行晓谕。即据民人余元

漋等遵示自首，缴出各种经卷图像。该民人一

闻示谕，不敢隐匿，实系洗心改悔。”［14］第 4 册，卷 286，嘉

庆十九年闰二月，916同年，署巴州试用知县顾尧峰于下乡

稽查保甲时，访拏明灵教，嘉庆帝谕内阁：“此次

访拏唐帼兴之试用知县顾尧峰实心稽查保甲，

访出匪犯，甚属能事。著加恩尽先补用，以示奖

励。”［14］第 4 册，卷 299，嘉庆十九年十一月，1114嘉庆十八年冬，自

京畿以及直省办理保甲，应直隶总督那彦成奏

请酌定覆查保甲章程，十九年皇帝再次要求各

省通行照办：“州县官于秋收后先行晓谕各村庄

保长人等，将本村户口自行逐细查明，造具草册

呈送。”［14］第 4 册 ，卷 298，嘉 庆 十 九 年 十 月 ，1100 嘉庆二十二年

（1817 年）正月的上谕引用湖北巡抚张映汉奏

“各属编查保甲完竣”［14］第 5 册，卷 326，嘉庆二十二年正月，295。

上述嘉庆朝史料中随州出现了“乡约”职

役呈报案件，《清仁宗实录》还有“乡保”的职

役。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御史袁铣奏，湖

北江夏、汉阳两县均设有班房，县役索诈传质

人证，“遇有户婚田土细故，其族邻乡保之属，

无论绅士平民，一经牵连传唤到省，即于此处

押禁”［14］第 5 册，卷 365，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827。“乡保”包含的

乡约与保甲结合成为地方职役。清前期清朝官

员在湖北不断力行保甲，刑科题本呈现的保甲

报案是保甲深入地方社会的反映。

结 语

清朝在湖北推行了保甲制度，其基本形式

为十户一牌头，十牌一甲长，十甲一保正。这一

制度经过不断实践，深入到湖北的地方社会。

在乾隆朝的 27 件刑科题本中，属于保甲系统的

地方社会职役名称有保正、保甲、甲长、排甲、百

甲、保邻、牌邻 7 种之多，其中保正出现在 9 件刑

科题本，保甲 4 件、甲长 4 件，反映出保甲制度的

存在情形。嘉庆朝的 107 件刑科题本中，属于保

甲系统的地方社会职役名称有保正、保甲、甲

长、乡保、牌甲、正保 6 种，均属于保甲系统，说

明地方社会职役更加保甲化与统一化。其中保

正 77 件、保甲 14 件、甲长 9 件，保甲系统继续在

地方社会普及。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中一直有数

量不多的“乡保”，不过宜昌府、施南府的碑刻资

料进一步证明乡约的存在，乡约系统不仅发挥

作用，还与保甲系统相融合。

清代前期湖北的保甲构成了地方社会职役

的特色。将湖北与相邻的江西比较可知，江西

在康雍乾时期也力行保甲，乾隆朝刑科题本中

保正（保长）较“地保”为多，地方职役比较多样

化，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地保”绝对性地增多，说

明地方行政职役统一化，以“地保”为标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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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职役更加深入基层社会［15］。而湖北乾嘉时期

保甲持续占据绝对数量，尽管雍正时期推行过

顺庄法，但是并没有在刑科题本里发现湖北带

有征收赋税职役的名称以及与保甲名称的混

合，如“地保”，这与江西有明显的不同。湖北地

方社会职役没有“地保化”，笔者推测是由于保

甲制的普及以及作用较为突出所致。湖北地方

社会职役的研究也表明，清代设置职役与推行

保甲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分省份地区研究地方

社会职役具有深入研究的意义，不能笼统对待。

注释

①参见南开抄件，原藏一史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第

4981 包。②参见南开抄件，原藏一史馆刑科题本土地

债务类，第 4616 包。③参见南开抄件，原藏一史馆刑科

题本土地债务类，第 5092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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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Exploration of Baojia Service in Hubei Province in Qian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Title of Criminal Discipline as the Basic Information

Chang Jianhu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Baojia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Hubei province. After continuous practice, this
system has penetrated deeply into the local society of Hubei.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local social service in Hubei
presented in the title of criminal discipline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dynasties in Qing dynasty basically belongs to
Baojia system. Many of them were reported by Baozheng,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local social service in Hubei
provi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ojia and unification. There were a few“Xiangbao” in Hubei province in the title
of criminal discipline in Qianjia period. Relevant inscriptions further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ngbao, indicating
that the Xiangbao system not only played a role, but also integrated with the Baojia system. The two systems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basic service of local affairs management in Hubei province. In spit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hunzhuang law in Hubei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title of criminal discipline in
Hubei contains the name of tax collection and the name mixed with the name of Baojia, such as “land protection”,
which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other provinces. There is no“land protection” in local social service in Hubei, or it
is caused by the popularity and prominent role of Baojia system.

Key words: Baojia; Baozheng; local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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