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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内容概要

近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两点可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
，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
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构架。
作者以普通经济学的观点，重新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性质，认它是一个古代的市场经济，具有相
当程度的社会分工以及相当自由的市场活动。以此理论基点出发，本书对这个市场做了具体的分析研
究。市场可分为两大类，即生产要素市场及成品市场。本书前6章，讨论生产要素的市场。后4章，则
讨论成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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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作者简介

赵冈、陈钟毅，都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分获博士、硕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两
所大学长期任教。为著名美籍华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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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书籍目录

序绪论
第一编 土地产权与经营
第一章 土地所有权制
一 上古的井田制
二 秦以后的土地私有制
三 限田与均田
四 政府及皇室直接经营的公地
五 禄田、勋田及赐田
第二章 经营地主
第三章 租佃制度
一 租佃制度的发展
二 地租的形态
三 佃农的身份与生活
第四章 垦荒与农田水利
一 垦荒
二 农田水利
三 开荒与治水的功效评
第二编 劳动力市场
第五章 雇佣劳动
一 雇佣制度的发展
二 雇佣劳动的数量
三 雇佣劳动的待遇与工资
第六章 奴婢制度
一 奴隶的输人与输出
二 国内的奴隶来源
三 奴婢的数量
四 奴婢的待遇与工作
第三编 城镇与市场
第七章 城市的曲折发展
一 周朝
二 汉唐
三 两宋
四 清末以来
第八章 城镇与市场
一 中国城镇的兴起与特征
二 市场组织
三 坊市制度之利弊
第四编 工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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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编辑推荐

　　近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两点可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
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
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构架。　　作者以普通经济学的观点，重新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性
质，认为它是一个古代的市场经济，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以及相当自由的市场活动。以此理论基
点出发，本书对这个市场做了具体的分析研究。市场可分为两大类，即生产要素市场及成品市场。本
书前6章，讨论生产要素的市场。后4章，则讨论成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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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精彩短评

1、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3月。
2、要言不烦的经济史，充分吸收了中、日历史学的成果，历史上的“自由市场”、“放任经济”论
适足以解大陆官方马列经济史之毒，而对官营、雇佣、租佃等各种经济形态和各生产要素边际效益变
化的探讨又建立起了一套探讨中国社会转变的新框架，其理论架构值得借鉴。对自然环境和水利工程
的反思也很有价值。不足之处第一是太强调市场自由配置的作用，因此解释汉唐等统一时代还好，谈
到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时，就很难结合军事、政治力量对社会现象作出充分的解释了。二是过分强调
“选择自由”，忽视了劳动力成为商品过程中的复杂社会政治因素，这也是过份反马列政经视角的一
个弊病。
3、是一本值得细细咀嚼的书~
4、内容很丰富，逻辑很站得住脚，似有剑桥史的风格。只是太过啰嗦，一个例子要引五遍以上，说
到最后一部分几乎无话可说，一半都是重复的话。
5、条理明白，内容扎实，可惜看完全忘了⋯⋯
6、作为通论吧，普及性的。
7、此书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制度：上古以来的一系列土地乌托邦政策，人口
与土地的矛盾，家庭技术保密制度与过剩人口中形成的农村副业对商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禁锢。作者
为旅美经济学教授，将古代经济视作为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来诠释历史
演替，是不乏创见的精辟透视。
8、观点很新，拨开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迷思。但是否“矫枉过正”，还得再看。
9、恩，不好意思学艺不精看不咋懂=.=
10、对于受了多年马克思教育的学生来说，太有冲击了。许多观点以及研究方法，都很有启发。但作
者毕竟不是史学出身，对于材料的运用不到位！
11、看到绪论P9就给跪了，一张图把内卷化给概括完了，以后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
个人最爱的是第四章，对黄河、大运河对北方农田水利的利害分析简明扼要但发人深省。最想不通的
是关于余粮率决定城市化水平的分析。我可以理解因为人力机会成本的优势使得家庭手工业替代了城
镇手工业（这与农业劳动时间集中在农忙季节有关，参见江村经济），清代后 ，苏南农村人地矛盾极
度紧张，需要从两湖跨区交换进口粮食，即，各地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决定分工，人多就 从事手工业，
地多就从事农业，反正都是挤占城市人口的就业空间。但应该进一步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江南地区的
人就特别多呢？两湖地区怎么就没养出那么多过剩人口呢？过剩人口概念来源于人口增长吃掉了技术
进步的人口陷阱。不能孤立地静态地看。最终还是要落到技术进步上，即斜线S的向右移动。
12、高中時在路邊買來讀的。當初少女時挑書眼光真好 *^^*
13、还以为会很乏味呢，其实不错！
14、资料梳理尚可，部分地方还算精彩，历史做得太不小心，实在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标题。
15、雖然很多論證存在或大或小的問題，作為中國經濟通史，趙岡整套體系還是很有啟發性的。尤其
是關于農村副業如何排斥手工工場的解釋。
16、一家之言，可以参考
17、土地制度的部分，史料丰富，考证严密。科技史的部分，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很有说服力。
18、有点意思，从分工，市场的角度切题。
19、内容详实，前后重复太多，部分观点存疑
20、耳目一新
21、经济学著作，理论和框架的运用发人深思，特别是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之反思值得注意
，但具体史实论证存在问题，如对“部曲”之理解就自相矛盾，把“募客”之“募”字狭义地认为等
同于雇佣，在接受其观点的时候要小心。
22、优秀的经济制度史研究，绪论用经济学模型解释副业挤出手工业很有说服力。土地制度演变史勾
勒得很详细，虽然其中有一些作者根据其他时期的臆断，应该更加谨慎一些。最后永佃制与自耕农转
变稍显粗糙，可能是因为时间晚近、材料太多，罗列材料而欠缺了分析。其总体思路和张五常的《佃
农理论》很类似，经济学理论稍欠但用更多史料证明了其演变。在更多局限条件的变化中看土地制度
演变，可以完善经济学模型，再放眼今天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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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23、写的好呀，骂的那叫一个痛快~~就是赵冈太鄙视元代，这点有点不能忍⋯⋯元代真的也没那么糟
糕呀⋯⋯
24、我比较喜欢中国的经济制度史，大家也来读读中国的经济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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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精彩书评

1、赵冈先生的著作开始在国内出版主要是有：1.《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和地权分配》，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版；2.《农业经济史论集——产权、人口与农业生产》，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当然还
有上面有位仁兄提及的“《中国经济制度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出版”——新星也出版了《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赵冈、陈钟毅著，2006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赵冈先生论文：《地主经济
制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2期《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中国文
化》，1990年2期《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2期《重新评价历史上
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1期新星出版社的赵冈作品系列还有：《中国传统农村的地
权分配》和《中国城市制度史论集》
2、不是学经济的，买来当闲书看看，没有精读只是挑自己感兴趣的看。几点感觉，第一作者是用心
在写、态度端正、用功极深，就冲这点也值了。第二收获最大的是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真实存在过
的世俗生活在脑海里复原了，中国的历史并不仅仅由勾心斗角的宫廷政治和万骨枯的流血战争，除了
将相王侯还有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贱民。第三感悟到人口问题始终是决定中国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发展
的最重要的因素，无怪中国几千年来经济的重心是要填饱人的肚子了。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农业始终是
绝对的焦点，这就是时这就是势。总之看了以后很受用，待到有精力的时候还要好好细读一番。
3、首先得说明，这是一本好书。看罢之后，令笔者耳目一新，学习中国经济史的诸多困惑在作者的
点拨之下迎刃而解。作者指出：近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两点可议的倾向。
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
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构架。虽然作者的这些论断在目前的学术界
已经得到了不少的认同，但是在20多年前，能从普通经济学的角度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国
经济史，确属难能可贵。 　　 　　这本书是作者利用闲暇时间陆续写成的，前后拖延时间很长。每
一章都是写成一个独立的单元，但是各个单元往往牵涉到同一史料与同一问题，因而往往在各章中有
重复讨论同一史料与同一问题之处。这是本书在体例上的先天不足。 　　 　　与传统的观点不同，
作者认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经济。同时代的许倬云也有类似的观点。马克思经济史观认为：
市场经济是现代的经济制度。作者却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经济。理由是：只要有私有
制度发生，经济财货的所有权分散在众多的单元中，就会形成市场经济。可以有古代的市场经济，也
可以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技术水平的高低不同，但是经济单元在决策时所依据的基
本原则却是相同的——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作者的这番认识可谓是真知灼见。本书
的编排也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第一章至第六章，讨论生产要素的市场；第七章至第十一章，主
要讨论成品市场。至于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的公共经济部门，作者会在另外一本书中进行探讨。 　　
　　作者成功地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虽然让笔者解决的困扰笔者很久的许多问题，但同时也
给笔者带了很多新的困惑。读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期间，既要对作者的
观点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也要对自己保持一种怀疑。 　　 　　在第21页，作者提到：“以我们对于
古代华北地区的气候以及当时的农作物种类与生长条件的知识，可以判断说当时用水灌溉只是次要问
题，排水才是最迫切的事。涝比旱为害更甚。沟洫制度就是当时排水防涝的必要设施。郑玄注《周礼
·地官·小司徒》说：‘沟洫为除水患’。”作者提到的关于古代华北得的气候知识笔者不太清楚具
体指的是哪个方面，但是仅仅用《周礼》中的一句话来证明恐怕有些单薄，而且沟洫制度的存在并不
能证明涝灾的严重。另外，据竺可桢的研究，周朝早期的气候还是相当温暖的，之后就变得寒冷。到
了春秋时期变得暖和，战国时期，温暖的气候仍然在延续。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温暖的地区气候比较
湿润，寒冷的地区气候比较干燥。周朝恰恰处于一个气候变迁的时代，所以用周朝的例子就更加单薄
了。 　　 　　在第24页，作者为了解释井田制度，引用了《孟子·滕文公》中的一句话：“诸野九一
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千亩，余夫二十五亩。”在这里有一处错误，“圭
田五千亩”应该是“圭田五十亩”。这里应该是编辑的疏忽，与作者无关。因为作者在下文中有一句
话：“孟子建议给卿以下每户50亩沼泽地（王逸将圭田解释为沼泽地），有何作用？” 　　 　　 在
第26页作者承接上文说：“卿大夫之祭田只有50亩，很可能是利用井田规划剩下的小块畸零土地，加
以分配。于是产生了《九章算术》中的圭田名称，专指三角形耕地而言。”在这里，卿大夫指的是不
晚于孟子时代的卿大夫，而《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期。两者至少相差300年。虽然就上下文来看，
作者关于圭田的解释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推理过程笔者难以认同。 　　 　　 在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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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作者提到：“在西方财政学思想史上曾有一种叫做faculty tax的拟议。其要点是依一个人的生产能力
（potential）来定税，而不是根据他的实际生产量来定税。⋯⋯西晋的课田制度基本上符合这种立法
精神。”只能说西晋的课田制度与“这种”立法精神有某种巧合之处。笔者不是在这里吹毛求疵，既
然作者对学界选择史料来迁就马克思经济史观理论构架的行为提出了批判，那么就不能选择史料来迁
就西方财政学的架构。 　　 　　 在第103页有这么一句话：“明朝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民人投献，但
终无法禁绝。直到民末奴变屡起，蓄奴之风才稍戢止。”这里的错误更是有意思，应该是“明末奴变
”，不是“民末奴变”，差的太远了。作者是从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的第五章《明清
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中得出的上述结论，所以笔者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此处应该是“明末奴
变”。 　　 　　 在第119页下注[1]中：“譬如说部曲，他们的身份是介于奴仆与自身民之间，人身自
由收到相当的限制。唐代的法律条文对部曲的规定很多，然而普通是料中又绝少提及部曲之事。”此
处“自身民”一词含义不详，似乎是“自由民”之误。 　　 　　 在138页论及两晋南北朝地租形态时
，作者引用了《隋书·食货志》中的一句话：“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然后作者说：“虽未言分配
比率，但从语气看来，也是传统的对半均分制。”其实“量分”一词就证明了是分成制地租，至于分
成比例到底是多少，没有必要猜测，而且这样的猜测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193页，作者引用
张光直的研究来说明四五千年前华北地区的气候状况时，又出现了错别字：“在更新统晚期，黄土广
泛堆积，气候干冷。”此处应该是“更新纪”。 　　 　　 在重新评估历朝水利工程的净效益时，作
者引用了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作者将近五百年的旱涝频率拟合成一元
函数。其中t代表时间单位，即每二十年。H代表旱灾频率，F代表涝灾频率，括号中所示为标准差。
这样可以得到两个一元函数。 　　 H=124.6—09941t 　　 (15.2) （1.16） 　　 F=99.8+2.52t 　　 (13.0)
(0.99) 　　根据方程式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有关旱灾趋势的方程式斜率为负值，此点与预期符合。
近五百年来不断增修水利灌溉工程，在理论上，他们应该有防旱之功能，使旱灾的出现频率逐渐减小
。有关涝灾的趋势方程斜率为正值，而且十分显著，有95%的可信性。换言之，尽管几百年来修筑了
大大小小无数的河防与湖防工程，但是涝灾的发生频率却是与时俱增，平均每八年增加一次大水灾。 
　　 　　 笔者分析近五百年的旱涝频率之后发现，近五百年的旱涝频率是非常不规则而且抖动十分
剧烈的曲线，如果要将其拟合为一元函数，就要舍弃一些偏差比较大的数据。旱涝灾害之所以成为灾
害，就是因为其发生时破坏巨大而且没有规律可言。越是偏离较大的数据，越接近现实情况。这是作
者疏忽的第一点。第二点是，通过作者拟合出来的函数，我们只能得到旱涝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随着
时间变化的情况，而不能得出旱涝灾害与水利工程的任何关系。人类兴修水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影响气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远远不是这样一个统计数据能够简单解释的。水利工程对气候
的影响主要是影响了该流域内的地面径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水的蒸发量的变化，还有就是次生盐碱化
。至于说旱涝灾害的加剧，是一个值得认真考量的问题，应该慎之又慎。 　　 　　 在206页作者言及
黄河水患时提到了明代嘉靖时期的水利专家潘季驯，可惜错写成了潘孝驯。人名的错误还有一处，作
者误将《中国度量衡史》的作者“吴承洛”写作“吴今洛”。书中但凡引用到该书的时候，作者用的
都是“吴今洛”。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不止这些，在分析中国的城市人口时，作者引用了施坚
雅的统计数据。这里将施坚雅误写作史坚雅。虽然台湾和大陆在一些外国人名的翻译上可能会有些出
入，但是施坚雅是G. William Skinner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我们应该尊重。另外，在引用1962年中
华书局出版的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时，作者将“李剑农”误写作“李剑晨”。研习中国经
济史，不知道李剑农好像说不过去。 　　 　　 257页，在介绍奴隶来源时，作者引用了洪迈《容斋随
笔》卷三中的一句话：“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官门士族，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
此处应该是“宦门士族”，撇开洪迈的原文不谈，但就文法上讲，“宦门士族”要比“官门士族”更
加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 　　 　　 在论及古代商人的地位时，作者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在第361
页：“中国古代市场制度下另一项重要的管制措施就是‘市籍’制。从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知识来看，
此措施有一个最重大的良好效果。此种登记制度是对专业的、正规的商贩加以有效地保护。而在第363
页：“中国的轻商观念历史悠久，是大家所熟知的。汉时登入市籍之商人要遭受歧视，不得衣丝乘车
，不得名田。”在讨论“政府的抑商政策”这一专门章节中，作者又说：“不过，秦汉以前，只有重
农思想，并无抑商政策”（第444页）。 　　 　　 笔者找这么多毛病并不是因为认为这是一本漏洞百
出的书，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是一本几乎可以称为伟大的著作。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当中，能将经
济学和历史学融会贯通的人少之又少，而作者就是其中之一。这期间需要的种种理论锻炼绝非短期内
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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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书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中国古代的基础生产单位是“户”——由3-5个成年劳动力组成的家
庭；第二，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是生产方式改变的最重要因素。懒了，不写了
。-------------------------------------------补充一个，书中记录了另几位学者的研究结论，说20世纪每亩
土地的粮食生产率与汉代持平。这一结论初看不可思议，但原因也不是全不能解。生态环境逐年恶化
，水旱灾害频频发生，人类对自然的驾驭并不比两千年前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不是更加手足无措的
话。另外还有一点，这个结论应该是在解放前作出的，那时袁隆平应该年纪尚小，杂交水稻更是天方
夜谭，单纯靠改进生产方式提高产量，大约匹敌不了天灾人祸的负面影响吧。从这一点上说，袁隆平
的功绩确实值得称颂。
5、读完《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一书，最大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在书的封面上也简要地提出了这本
书的两个特点：一是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的束缚，反对用史料来牵制框架；二是从通史的角度来
阐释，避免断代研究中的片面。我认为这两点在书中体现十分明显，在《绪言》中作者就已经着重阐
述一番。前面的留言大多数都是溢美之词，我对赵书优点的评价，也无外乎此。不过我还感到此书中
的一些不足之处，在此提出。胡适在50年代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
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汉。我现在套用
一下，被马克思经济史观牵着鼻子走算不得英雄，被现代西方经济学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如果
简单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套用中国经济史，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赵先生此书的
首篇，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看法。运用“产权制度”、“市场经济”、“规模经济”、“竞争”、“稀
缺”、“均衡”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证明“中国经济为一市场经济”的说法。我个人认为，
这种说话也是牵强的。因为在此书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作者就未曾深入辨析，作者认为市
场是一种手段，“只要私有制发生，经济财货的所有权分散在众多的单元中，就会形成市场经济”。
这是“市场经济”最原始的意义。那现在西方国家所用的“市场经济制度”又是什么呢？作者认为，
“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技术水平的高低不同”。也就是说，同质而不同量。接着作者又说“但是这些
经济单元在决策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按照赵说
，只要符合稀缺和效益最大化两个条件便可算作“市场经济”，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又有
何差别呢？他们都可认为是“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又做如何说明呢？总之，在
此书中“市场经济”的概念非常模糊，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
就算是写千万字大著作也难讲清楚。不过在中央集权的帝国下，政治与经济显然关系非常紧密，或正
相关、或负相关。而在农业社会的经济史中，以“人地关系”最为重要。侯家驹在其著作《中国经济
史》中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当人多地少时，政局趋于统一；在人少地
多时，政局趋于分裂。我个人认同侯家驹的说法，同时也认为，经济史的分析不仅要从经济学（尤其
是数学化的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同时也应参考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因素去理解。我个
人认为，经济史的材料，由于史料不足的缘故，我们不可能苛求太多的数据出现，应该更注重现有史
书中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现象，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发展的理路来，而不是强调用数学方法来规范。数学
方法在经济史中往往是很无力的，因为没有数据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赵书在首章提出了一个“
均衡模型”，但是后来的取材甚少再论证到这个模型之中，重点便成了正史中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
，这个“均衡模型”只是经济学家脑中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而经济实践与这个经济模型的关系为何
，在此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赵书的第九页，有关资本与土地的边际报偿率的不等式上出现了
一个错误，明显地把不等号的方向弄反了，可惜没人指出来。而且我认为，这个经济模型有两个重要
的缺陷：第一，忽略职业的季节与地域的转变；第二，未能考虑生产规模的问题。另外有一些小小的
毛病，比如对“井”的考据，“崔寔”误为“崔实”等。前面一例，多用后人之说去附会前说，我个
人并不太认同这种做法。后面一例则恐是打字之误，不过对细节的精确，方能不致大错。本书也属通
论性质，赵氏的其他著作如《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中国城市发展论
集》是对本书中“土地产权与经营”、“城镇与市场”两章的深入论述。虽然我提出了赵书中的一些
毛病，但是我还是认为赵著为一非常不错的经济史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取材的问题，从正史、诸
子、会要、地方志乃至李剑农、傅衣凌等先生的著述，不一而足。占有大量的材料固然不错，但是更
需要我们学会如何选择与排列史料，赵先生的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至于反对马克思经济史
观的问题，反而没那么重要。我们应该注重回溯历史的过程，而不应把重点放在是否反权威上。
6、我喜欢学习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史中我可以寻找到许多我想要的经济知识，我可以发现许
许多多我需要发现的东西，学习好中国的经济制度史，我们就可以较好的去感悟中国经济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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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史论》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品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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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的笔记-第4页

        作者为什么说民众有相当的经济活动自由，无需世代固守一地，我想过于武断，这应该涉及到户
籍管理的问题，民众断不会有那么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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