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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乾隆朝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
姜永军 王学勤

摘要：贡貂是布特哈八旗 a牲丁的主要义务，也是布特哈八旗

官兵区别于一般驻防八旗和札萨克八旗的重要标志之一。清统治者

入主中原以后，索伦达斡尔逐步编设佐领，并在雍正朝编入八旗，

贡貂制度也随着八旗制度的不断完善而发展。清朝统治者不仅通过

贡貂来满足统治阶层对貂皮的大量需求，还将贡貂制度作为统治边

疆地区各民族的有效手段，形成了一系列产业和程序，将贡貂这一

历史现象制度化、法律化、系统化。本文就贡貂制度的成熟完善时

期的贡貂情况作一简单阐  述。

关键词：贡貂制度 布特哈八旗 索伦达斡尔

作者简介：姜永军，1965 年 12 月生人，汉族，呼伦贝尔市党

校副教授，从事呼伦贝尔历史文化研究。

王学勤，1965 年 5 月生人，蒙古族，呼伦贝尔学院教授，从事

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历史文化研究。

关于贡貂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如较早对此进行研

究的有裘石、江玢玲、关嘉录、张赫、孙畅、张丽、李萍、陈鹏、张嘉宾、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布特哈八旗研究”（项目编号：15XMZ015）的阶段性成 果。

a  布特哈，满语（butha），汉译为“打牲”。史载“渔猎、打牲人谓布特哈”。清代的布特

哈有两层含义，一是部落总称，即泛指生活在嫩江流域及大小兴安岭一带索伦、达斡

尔、鄂伦春等民族部落的总称，其生产生活的区域称“布特哈打牲处”。二是政区名，

即布特哈总管辖区，其所辖区域包括东西布特哈总管统辖区域，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

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鄂伦春族自治旗（部分）地区，还包

括现在的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克山县、克东县、五大连池市和甘南县（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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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孙浩询、杨墨迪等，就布特哈八旗贡貂制度的研究，笔者发表了 3 篇

文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少有专门系统论述布特

哈八旗贡貂制度的。有的将贡貂制度与三姓地区的贡貂赏乌林混为一谈，有

的只是就布特哈八旗贡貂的某个层面进行论述，还存在不深入系统的现象。

对布特哈八旗贡貂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有助于对八旗制度研究的深入，有

助于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本文就乾隆朝至道光朝时期贡貂制度

的变化做较系统的阐  述。

一、贡貂制度的演进

东北的索伦达斡尔部众向后金和清政权贡貂是从天聪、天命年间开始的，

这一过程与后金政权的发展壮大以及入主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贡貂制度形

成于顺治至雍正朝时期，从顺治朝贡貂“赏赍如例”初成制度，康熙朝普遍

按佐领贡貂，到雍正朝编设了布特哈八旗，贡貂制度成为统辖布特哈地区索

伦、达斡尔的管理制度而最终确立和发展。乾隆至道光朝时，贡貂制度日久

生弊，乾隆朝出现贡貂诉讼案件，朝廷对政策进行了改善。咸丰至宣统朝时

期逐步衰落，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大门，尤其

是俄国割占了中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仅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就达 60

多万平方公里，而这一地区有部分就是布特哈八旗牲丁的捕貂猎场。《中俄密

约》签订后，俄国修筑东清铁路，铁路附属地带被俄国控制捕貂范围日益缩

小，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受到了激烈的冲击而迅速走向衰亡。乾隆朝是贡

貂制度改善的关键时期，透过贡貂制度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能够了解清楚廷

统治边疆政策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变  化。

二、贡貂问题的出现

貂皮不仅是清廷喜欢的贵重毛皮，而且是世界各国宫廷和达官贵人喜爱

的商品；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市场的紧俏货，但长期的采捕，貂皮的数量减少，

致使市场上供不应求，貂皮的价格不断上涨。过去贡貂得到的奖赏高于或等

于貂皮的价格，后来贡貂的赏赐价格就低于貂皮的市场价格了，于是贡貂也

出现了一定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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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自买卖和私带貂皮问题

为防止捕貂牲丁私自出售貂皮，“每年选贡貂皮前，若卖貂皮，则将卖者

及该管官员一并治罪。”并且，将此“通告贡貂之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禁

止外亦告示驻墨尔根城满洲、汉军、索伦、达斡尔官兵民人，于贡貂之前，禁

止买貂皮。又照此通告驻黑龙江满洲、汉军、索伦、达斡尔官兵民人，严加禁

止。”（吴元丰，白英 2001：531）尽管每年贡貂之前都发布文告晓谕官兵民人

等不许私自买卖貂皮，但仍然有屡禁不止的趋势。朝廷“严行查察，如有前项

私行售卖，以下等皮张充数情弊，立即严参治罪，毋稍宽纵（吴元丰，白英

2001：532）。朝廷严格禁止貂皮买卖，以此确保对朝廷的供应。朝廷对私自购

买貂皮也给予严格惩 处：

购买黑龙江索伦貂皮，拦截购买，明知违禁而遣人给价，王罚九九

牲畜，扎萨克贝勒、贝子、公罚七九牲畜，台吉罚五九牲畜。其携货前

去之为首者，按盗罪拟绞，余者罚三九牲畜，所携之货全入官。扎萨克

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及平人，若私自派人购买索伦等人貂皮，

拦截给价者，照此办理。官员罚三九牲畜，平人罚二九牲  畜。

赴禁地偷偷捕貂而被拿获，且又各该主人明知而遣往，则将捕猎之人

牲畜、捕获之物，皆为入官；其明知而遣人之主人、王等，罚七九牲畜；

扎萨克贝勒、贝子、公等，罚五九牲畜；台吉罚三九牲畜；平人罚一九牲

畜；布特哈人私自前往禁地而被拿获，则其为首者拟绞，余者鞭百，捕

获之物皆入官；扎萨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派人赴禁地捕貂，

亦照此例治罪。凡官员派人赴禁地捕猎，罚三九牲畜。”（吴元丰，白英

2001：531）

朝廷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私自买卖貂皮、私自捕获貂皮的惩处措施，最

为严重的以“拟绞”治罪，可见要求和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朝廷为了禁止布

特哈官兵利用前往京城贡貂之际，夹带貂皮出售，也给予惩处。乾隆四十九

年，规定“打牲人等送貂皮时，有私自夹带情弊，请律止布特哈地方官兵前

往京城解送贡貂，亦不颁赏鄂伦春，派齐齐哈尔地方官二员、兵十名，将所

选貂皮照解送重要祭品之例，拨给驿马，由蒙古驿站送至京城。”（吴元丰，

白英 2001：644）由此，杜绝布特哈官兵夹带貂皮的问题。清廷通过对私自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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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貂皮和私自捕获貂皮进行严惩，采取集中派送貂皮的方法，来解决私自贩

卖貂皮的问题，取得了一定成  效。

（二）贡貂质量降低问题

布特哈索伦达斡尔从南迁嫩江流域到编入布特哈八旗，一直为朝廷贡

貂，每年布特哈八旗贡貂少则 3000 多张，多则 5000 多张，大规模的连年采

捕，造成貂源稀少，贡貂质量下降是个必然问题。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

黑龙江将军衙门晓谕鄂伦春等勤加捕猎上色黑貂事咨索伦总管萨音齐克文中

提到“查得索伦、达斡尔、鄂伦春、木鲁苏当阿、毕喇尔喀萨奇等牲丁四千

余名，捕获貂数多，但挑选时，未得御用貂皮一张。”（吴元丰，白英 2001：

572）四千多张貂皮中，上好质地的能供皇帝御用的一张都没有。雍正十一年

（1733 年）“分别验看尔等所送貂皮，头等仅有一百张，二等四百三十一张，

三等一千九百八十五张，此三等貂皮内一百五十七张甚差。不但貂皮数欠缺，

而且等次极差”（吴元丰，白英 2001：619）。所贡貂皮不仅质量差，而且连数

目也不够，为此，朝廷很不满意，责令官员进行严查。嘉庆年间，贡貂质量

下降问题更趋严重，致使皇帝降旨更改奖励制度“不及等第者毋庸给赏”。为

解决貂皮质量下降问题，采取了两种方  法：

1. 增加备选貂皮。除了完成贡貂数额外，再挑选一些备用，供朝廷挑

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貂皮的质量。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应进貂

皮四千七百三十一张，额外又收备用貂皮九十四张。”（吴元丰，白英 2001：

554）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照额选取貂皮四千六百六十张，额外又取备

用貂皮九十五张。”（吴元丰，白英 2001：544）但这种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二三等貂的质量，但对于头等貂仍无济于  事。

2. 到产好貂地区捕貂。朝廷认为，造成贡貂质量下降的原因一是不肖牲

丁将捕获上色黑貂隐匿一二，以图获利，潜行变卖。二是不去产上色黑貂之

地捕貂，而是就近图便，捕打黄劣之貂，苟且充公了事；并认为布特哈“总

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等不行严查，以致懈怠。”（吴元丰，白

英 2001：572）于是，黑龙江将军严格晓谕布特哈牲丁“仰蒙对主爱养鸿恩

无穷，理应竭尽所能黾勉效力。每丁一年交纳貂皮各一张，若不会勤加捕打

上色黑貂，则断乎不可。”（吴元丰，白英 2001：572）要求布特哈牲丁“今岁

从五围三甲喇内选派贤能章京、骁骑校等，其牲丁照定数派足，俱分编路次，

仍照前岁，派往产上色好貂之谤库、精奇哩、西里木地、诺尔、牛满、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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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玛尔、阿尔机、额尔古纳河、以里茂发河，以及由兴安岭流入我处无名河

流，且可捕貂之各地勤加捕打，其所获上色黑貂皮，俱挑选为御用貂皮，挑

拨余剩黄貂皮，于收到亦有益。”（吴元丰，白英 2001：572）黑龙江将军想通

过强行要求布特哈牲丁到产好貂之地采捕貂皮来解决各地质量下降问题。此

方法，可奏一时之效，但多年采捕后，必然还会出现贡貂质量下降的情况。

可以说，貂皮质量下降，是貂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被破坏，连年采捕导致貂

的数量减少的缘故。因此，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是贡貂的必然结  果。

3. 加大惩罚力度。为解决贡貂质量差的问题，朝廷除了不断重申要求，

令牲丁到产好貂地区打猎外，还通过加大惩处力度的方式提高貂皮质量。康

熙三十五年六月，经理藩院、户部、内务府会议决定：“倘貂皮足数而等级

差，免于治罪；倘不足数，仍予治罪。”（吴元丰，白英 2001：622）雍正年

间，此情况有所改变：“将进贡貂皮按各佐领记名后送来，由户部甄别，将送

次貂皮之佐领、骁骑校指名参奏，并视所送貂皮之情形，将总管、副总管从

重议罪。”（吴元丰，白英 2001：619）雍正十一年，因所贡“头等、二等貂皮

等次差，将送来之人及未来送之人一并议罪。将送贡副总管鄂木布勒岱、温

提、委副总管都里都、佐领胡奇岱、范吉拉、托萨、穆里勒图、希克乌尔、

尼勒楚岱、楚勒肯、达瓦岱、骁骑校海沁保、绰克图、奎车乌尔、罕济等，

停止赏赐。其未来之总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将貂皮等第分别缮文后，一

并交理藩院，分别议与伊等一起前来之二百三十四名二等人，亦停止赏赐。”

（吴元丰，白英 2001：619）嘉庆朝又规定“不及等第者毋庸给赏”。朝廷多次

严惩贡貂不足数和不足等第者，是想通过这一手段达到保证贡貂质量的目的，

无奈捕貂是攫取性生产，不断大规模猎捕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貂源的枯竭导致

贡貂质量和数量的不断下  降。

（三）影响贡貂者生产时间问题

影响布特哈八旗牲丁生产时间问题，是解送貂皮而带来的问题。通常是

布特哈官兵“于八月二十日由齐齐哈尔起程前往，务必于来年正月十五日前

后返回齐齐哈尔，正月底方可抵达各自游牧地方。”布特哈八旗官兵解送貂皮

的费用官方负责，皇上所赏尽皆足用，毫不增添私人消费，不影响布特哈八

旗官兵的生活。但是，“打牲人每年所贡貂皮及其生计所需裘皮、食物，俱靠

秋冬两季捕打。每年解送貂皮之五十余名官兵，八月起程时，伊等少许耕种

之田不能收完，来年正月底方能返回，捕猎贡貂及所有裘皮等物季节业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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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无法捕获，反致窘迫，于伊等生计无益。”（吴元丰，白英 2001：644）对

此等情况，黑龙江将军恒秀曾提出每年驾幸避暑山庄时，户部、理藩院、内

总管大臣俱随行，而黑龙江将军衙门每年向朝廷应贡面粉亦于七月送往避暑

山庄。提出“嗣后乘此之便，再增派官员一名，兵几名，即将此项贡貂送往

避暑山庄。侯到达后，交付随围之户部、内务府大臣等，照旧例分等拣选。”

这样做“鄂伦春等可照常荷蒙圣主体恤厚恩，且不误布特哈人等生计，狩猎

及操演技艺，亦可清除其中不肖之人私自夹带情弊。”（吴元丰，白英 2001：

645）由此，“停止布特哈员弁解送貂皮，改由解送齐齐哈尔贡面官员乘便送

往避暑山庄。”（吴元丰，白英 2001：649）但这样解送贡貂虽然保障了布特哈

牲丁的生产时间问题，但也有弊端，即因布特哈员弁不再护送貂皮，所以为

送貂皮所赏的六十余两银，即发经齐齐哈尔派送貂皮之官兵。布特哈官兵应

得的赏赐，却到了不捕貂只送貂的齐齐哈尔官兵手中，这对布特哈牲丁来讲

并不公平，也引起了布特哈官兵的不满。于是改为“仍照前从布特哈总管、

副总管内派遣一员，酌量带领兵十名，由驿站送至避暑山庄，交付内务府。

为解送貂皮所赏之银，仍赏给布特哈官兵。”为克服只有布特哈官兵解送貂皮

可能出现中途抵换等情况，“于齐齐哈尔官员内，另行选派可信者一员，亦

由驿站与布特哈官员一起遣往，公同看护，沿途留心稽查打牲人作弊。”（吴

元丰，白英 2001：649）由此，“嗣后如遇貂皮赍京之年。即照赍送热河之

例。派官三员、兵十名、由驿站乌拉、照料赍送。无庸纷纷多派官兵。”（昆

冈 2006：16947）这样布特哈员弁解送貂皮，仅派少数官兵由驿站而行，再有

黑龙江将军派人监察，既节省人力不误生产时间，又能杜绝解送途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从而，解决了因大量布特哈官兵解送貂皮而耽误生产问题，可谓

生产贡貂两不  误。

三、因贡貂产生的诉讼

贡貂制度经过近百年的运行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众多问题，由贡貂引

发的腐败和营私舞弊的情况时有出现，由此引发的影响较大的案件也发生  了。

（一）博第案

乾隆八年，布特哈领催尼苏开等状告黑龙江将军博第贪赃枉法。以“将

军博第每年于挑选进贡貂皮，封固所剩貂皮之次日，选取好貂皮、貂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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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强买，布特哈贫苦人等得不到价银，致使难以当差养家，备受忧苦等因”

叁奏将军博弟。朝廷派乾清门行走副都统巴灵阿负责调查。巴灵阿讯问查得

“以总管纳木球、佐领非色、博第随从绰尔备岱等所供观之，显然系原先并未

议价，将军博第即以貂皮每张价银一两、貂尾每只价银一钱给价。再，其选

取貂皮、貂尾年份及貂皮、貂尾数目，均不相符。”于是将将军博第“暂令离

任，遣往齐齐哈尔地方，与巴里孟库、呈诉之布特哈索伦、达斡尔人众、总

管纳木球等对质审明。”（吴元丰，白英 2001：632）此案更多关注在巴里孟库

等人聚众上告上，对贡貂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估计不足，最后只是把博第由

黑龙江将军改为西安将军。由于没有深入调查和解决博第案中的已经出现的

问题，于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类似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

终于出现了震动朝野的大  案。

（二）奇三告状

奇三是达斡尔族郭博勒氏人，乾隆年间任布特哈副总管。乾隆六十年

（1795 年），他告发了黑龙江将军为首的贪官污吏，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

史诗，是值得颂扬的一位达斡尔族历史人物。乾隆五十九年（1794），黑龙江将

军明亮定贡貂所搭棚子、柴火需用落叶松八百、椽子木一万、柳条十万束。乾

隆六十年（1795 年），由于所供应的树木、柳条不足，官员不仅受到处罚，而

且还遭到了鞭打。引起布特哈达斡尔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布

特哈副总管奇三与佐领蒙库瑚图灵阿，控告黑龙江将军舒亮、副都统安庆 等。

控告黑龙江将军有八条罪状，即偷换减价勒买貂皮，貂棚木材冒归己用，

将军近前官员半价购买毛皮，成倍增加会盟所用蒙古包与奶牛，勒索跟随办

事布特哈兵丁毛皮，克扣布特哈官军俸禄钱粮等。奇三所控大大出乎乾隆皇

帝的意料，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乾隆皇帝派福长安与保宁前往黑龙江

彻底查办。经福长安审理，此案涉及前任黑龙江将军宗室都尔嘉、永玮、恒

秀、琳宁、明亮等。福长安认为布特哈总管社尔图所控八款，除以劣换好貂、

克扣布特哈官军俸禄钱粮两款为诬告外，其余皆坐实。经审理将军明亮革职

杖一百，徒三年，从重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原告奇三、蒙库瑚图灵阿前

来首告，实属冒昧，二人亦著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乾隆皇帝对此案非常重视，

对贡貂制度积弊进行整顿，并确立新章程。福长安等所奏情况如  下：

自布特哈地方人众改归将军等管辖以来，每年伊等捕获之貂皮，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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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至齐齐哈尔城，于城外三十里处搭建席棚，将军等前往席棚，监督拣

选进贡貂皮。侯事竣后，将建席棚所用木植，由该将军、副都统收做柴

薪，此系沿袭之陋规。查搭建席棚之地，距城不远，尽可将貂皮径送将

军衙门拣选。故经奴才等公同商议，嗣后送貂皮之时，停止搭建席棚，

由布特哈总管等将捕获貂皮送至将军衙门。将军率协领等公同验看拣选

后，暂贮将军衙门，侯解送时，再交付前往之员。如此则打牲地方人众

嗣后可节省运送搭棚所需木植及携带蒙古包、乳牛预备之费用，于其生

计大有裨益。惟布特哈地方人众每年为交纳貂皮会盟时，皆携带妻祭前

来，且各地商人云集，贩卖各种物品。布特哈地方人众一年所用物品，

俱靠此会盟采买。此会盟之例，请仍保留，照前办  理。

先前挑选余剩貂皮，俱为挑拨者，交付布特哈总管，分给各该原

捕获人等，任其出售。近几年，从挑拨貂皮内，将军、副都统率员低价

购买，逐年增多，布特哈地方人众颇受其苦。倘不制定章程，嗣后仍不

能消除此弊。经奴才等公同商议，嗣后挑拨之貂皮照例钤记，俱交该总

管带回，任其出售。将军、副都统、官员按时价议价后，视其所愿采

买。倘仍有低价强买者，一侯查出或控告，则将采买之人，按违法治以 

重罪。

现在将军、副都统衙门陆续挑取打牲殷实人等一百四十余名，作为

亲丁当差。因应酌情裁减，故奴才等公同商议，将军留二十名，副都统

留十名每年到行围及会盟处所，以备差遣。其裁汰者俱回本旗当差。（吴

元丰，白英 2001：649—650）

以上四项事乾隆帝均奏准，轰动一时的奇三状告将军的事件就此结束了。

乾隆皇帝借奇三案有力整饬了黑龙江地方吏治，并在布特哈贡貂的政策上做

出调整。1. 朝廷对贡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取消了搭建貂棚陋规。

2. 当地官员买貂需按时定价，严禁低价收购。3. 裁撤了布特哈人的亲丁当差。

通过这次整改，使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存在的弊端得到改善，朝廷借此之

际打压了贪官污吏，整肃了贡貂生态，在经济上减轻了布特哈人额外的负担，

在政治上加强了布特哈八旗牲丁对朝廷的认同和忠诚，使布特哈八旗贡貂制

度更加完善。使贡貂制度重新走上正轨，直至清朝统治结束。奇三不顾自己

的利益，勇于同黑暗势力做斗争的精神，他的故事也得到世代传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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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贡貂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貂皮贸易的影响

清代东北地区有两大貂皮供应基地，一个是布特哈总管辖区，一个是三

姓副都统辖区。布特哈通过贡貂给朝廷提供貂皮，三姓通过贡貂赏乌林提供

皇家貂皮。贡貂的同时，都形成集市贸易，如布特哈八旗的“楚勒罕”集市

贸易，每到贡貂之际，蒙古、俄罗斯甚至朝鲜、日本也有商人前来贸易，楚

勒罕集市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贸易批发市场和集散地。貂皮也成为重要的商

品而成为商人争相获取的热销商品。按着贡貂定制，“不入等者听鬻”，将不

合等级的貂皮称拨余之貂，可以自由出售；貂皮贸易也发展起来。貂皮的价

格也是一路攀升，越来越贵。“康熙初，易一铁锅必随锅大小布貂于内，满乃

已。今且以一貂易两锅矣。易一马，必出数十貂，今不过十貂而已，马良者

乃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方式济 1996：926）貂皮的价格增长，一方面

能进一步促进貂皮贸易的发展，能刺激牲丁的捕貂生产，以至于有的贡貂牲

丁将上等貂皮隐匿，而到市场出售。也正因为如此，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布特

哈牲丁隐匿上好貂皮私自贸易。另一方面却给贡貂带来难度，尤其是貂源不

足以后，布特哈牲丁很难如数采捕貂皮，不得不到市场购买后再行贡貂，进

而导致貂皮的价格进一步提高，形成了恶性循环，布特哈八旗的贡貂问题与

此有  关。

（二）生态环境的变化

从顺治朝至乾隆六十年，布特哈地区索伦、达斡尔向朝廷贡貂已经有

150 余年，年年贡貂，多则 5000 余张，少则 3000 余张，还有大量不合等级

的拨余之貂；每年捕获的数额是很大的。此外还有私自捕猎貂皮者和俄罗斯

越界捕猎者，这些私捕貂皮的数量也应有一定数额；连年的捕猎，没能给貂

以生殖繁衍的改善环境，不断的攫取性的捕猎，必然造成貂的生存环境不断

恶化，导致貂的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不断下降，贡貂的质量下降，再加强捕

猎范围和数量，于是造成恶性循环，因此，贡貂质量的下降也有其必然  性。

（三）政治腐败的因素

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推行 150 余年，制度形成后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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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推行越久，越容易产生弊端。乾隆八年发生的博弟案已经是给朝廷

敲响了警钟，但是朝廷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致使已经显现的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以致愈演愈烈。从奇三告状案件可以看出，下自佐领上至将军乃至皇亲

国戚都卷入这起案件之中，可见这种腐败不是偶然的，是日积月累的必然结

果。同时，由此案反映出来的腐败问题、滥用职权问题、剥削压榨牲丁问题

是朝廷腐败问题的缩影，也反映出康隆盛世中蕴含的社会问  题。

乾隆朝是布特哈八旗贡貂制度的重要时期，贡貂制度存在的问题得到呈

现和解决，腐败和勒抑问题得到了惩治和调整，布特哈牲丁贡貂条件得到改

善，贡貂制度又走向正轨，直至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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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ibute Mink System of Butha Eight Banners 
during Qing Dynasty

Jiang Yongjun Wang Xueqin

Abstract: The mink tribut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bligation of the adults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Butha,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Butha. After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took 

over the Central Plains, Sorenddaur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nirui janggin. The 

rulers not only met the great needs of the ruling class through the mink tribute 

system, but also used the system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dominate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border areas by introducing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institutional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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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ystematise the tribute system.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ituation of the mink 

tribute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Tribute Mink; Butha Eight Banners; Sorendd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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