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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前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
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
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
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
体系。清朝从1644-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
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
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
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
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
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
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
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
、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
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
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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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内容概要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
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
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
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
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
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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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篇
第一章　清代物价史研究现状
引言
第一节　物价资料及其整理
第二节　长期性动向
第三节　地域差与短期波动
第四节　物价研究与结构分析
结语
补论l 近十年来的清代物价史研究
第二章　道义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诸层次
第二节　小农的维持生存经济
第三节　中国经济中的伦理与宗教
第四节　规范成立的“场”的构造
代结语
第二篇
第三章　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动向
引言
第一节　关于米价资料
第二节　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动向
结语
第四章　清代前期江南的物价动向
引言
第一节棉花
第二节生丝
第三节棉布
第四节田产
第五节工资
结语
第五章　清代前期的国际贸易与经济波动
引言
第一节17～l8世纪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
第二节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
结语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图表一览
人名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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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章节摘录

　　在清代，货币数量的动向依赖于海外银的流入或流出、国内的矿业生产以及民间流通的信用货币
的增减等。这样的货币动向究竟对经济的实物性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尽管此问题不一定是物价
史的专门课题，但近年已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方法上的主张，首先可以举出的是宫崎市定
（1977）。　　宫崎（《中国史》上册，岩波书店，第78页）认为，对古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动来说
，伴随货币的流出流入而产生的经济景气波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指出，秦汉古代帝国时期是上升
期，后汉以后至唐代的中期是停滞下降期，并且，“宋以后，大概以一个王朝的长短为景气的一个周
期，从这里就能看出社会变化加速了。但是这个周期的长度此后变得更短，到最近甚至数年就形成一
个周期。”根据宫崎的观点，景气波动与政治好坏是一致的。即经济景气时期就容易取得政治上的成
效，不景气时期社会就混乱。　　如此，景气波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作为关系到中国社会
治乱得失的重要原因被提了出来。就像宫崎自己也承认的那样，他的景气概念并非十分严密，要给予
批判是很容易的。不过，明清经济中的确存在着“活跃”一“停滞”的起伏波动，这种具有可逆性的
经济状况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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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膜拜
2、非常详实的数据
3、对了解清代的经济情况很有帮助啊
我主要是为了了解当时图书价格而买的 把其它物价当做一个参数
4、论证详细，而且还有图表，印刷也很好，纸质也不错！
5、忍不住吐槽，日本人做经济史好可怕。。
6、当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物价革命了，中国的物价呢？看美绪阿姨的这部论文集就能知道了。
7、知道了“moral economy”这个概念后，感觉经济史也是一个可以切入的角度了。超越个人物质性
利益的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涉及了道德伦理、宗教规范等问题。另，坐享其成的“free rider”原
来由来已久，真正的中国特色啊~
8、这本书断货很久，现在能买到，就赶紧买下吧。很适用的一本书
9、一直说自己做的是基础性工作，要求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况中去！这是有多实证啊⋯⋯
10、岸本
11、大家之作 期待已久
12、岸本教授是个很可爱的人呢   
13、日本學者的研究，視角新穎大度，切入方法大膽，只是有些細節上的錯誤
14、翻译不好。
15、很有学术价值的书。
16、精彩
17、翻翻看吧。
18、清代物价资料P4-8奏折(wilkinson,王业键，全汉升)，方志笔记（清代日记汇抄，清史资料），账
簿（田仲一成--萧山来氏家谱），海关，外国公司。
19、读得很吃力，自己经济史素养不够，也可能与翻译有关；岸本的行文，十分谦虚，十分谨慎，值
得学习；第十一章写的非常精彩，岸本的思想史研究很厉害啊；岸本离过婚。
20、物价资料很好。
21、好看~内容详实而又生动
22、比李惠儀風格更務實。歷史學家與文學研究者的區別···
23、全球性市场
24、岸本女神有且只有：满分。
25、扫过
26、大师级著作，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看的，赶紧买吧，马上要脱销了！
27、毫无原创性
28、典型的日本学者态度，研究回顾部分很精彩；几乎每一小节后边都是“代结语”而不是小结~
29、实证主义典范，用个不准确的词⋯⋯很日本学者
30、如同日本学者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本书的研究非常扎实，可以为我们重新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
变迁打下坚实的基础
31、看外国人的书，看视角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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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精彩书评

1、本书收录的其实已经是作者七八十年代关于物价史的研究了，总体来说史料的介绍和前人研究的
总结很全面，可以作为清代物价史的一个底子；但是很多结论性的东西和具体数字，根据前一段时间
的阅读，似乎已经更新了不少，至少也是有争议吧，总体性的趋势是没有错啦，具体的数字谨慎对待
吧～史观很好。战后历史研究，大多方法上是紧扣阶段论，作者超越她成长的时代，主张研究应该恢
复当时经济体性质的本来面貌，还原物价、人口、生产发展、政策等一系列现实存在的因素的交叉作
用，把当时的现象理解为社会各个部分对变动环境的理性应对。这一点我是深表赞同。由于时代原因
，作者花了一些篇幅和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纠缠辩论之类的，这些都过去了吧，没有兴趣也就不必看
了。最扰乱研究、让人讨厌的无非就是这些词儿，什么资本主义，什么萌芽，什么近代性，不仅因为
本身含义模糊，更是无形中制约研究思路，不知不觉你就被默默承认了阶段论以及历史发展的可比性
，害人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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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章节试读

1、《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笔记-序

        研究当时的地主、农民和官僚所以那样行动的原因：
经济变动 3－8章
经济行为模式—小农经济机制和市场性质 1－2章 5、7、11有所涉及
经济观 5－8 11、12

第一篇（1－2） literature review
第二篇（3－5） data based cycle
第三篇（6－9）综合
第四篇（10－12）个别事例
第五篇（13－15）史料介绍

2、《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笔记-第一章

         p12  全汉升《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1957——对价格形成的货币数量论
p17 相对价格 史料不足 棉花 生丝 土地 工资
p15 atwell 明末以来中国经济中货币问题重要性  世界体系
p27 田中正俊（1971）以1840为分界线的提法 pre－1840 余力溢出；post－1840 出口依赖，与日本印度
等的竞争形成，在世界国际分工基础上农产品手工品出口国的性质
vs p28 atwell 16世纪后中国经济看作对海外市场波动敏感的脆弱的出口依赖经济 外部需求（货币流入）
是导致商品生产发展的原因
p30 吴承明 1983a，b  周密推算了谷物、棉布等当时主要商品的生产量、商品化量和投入远距离的流通
量
p30  “只有对人类的行为动机做出现实、恰当的假说，借以说明某种具体的历史制度如何成立、展开
的方法，才是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必要的。。。需要弄清出当时人们经济行为的原理或规范意识是什么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代经济人的类型？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又应该如何加
以理解和把握呢？”
p32 赵冈（1977） 家庭手工业中，劳动不是可变要素而是不可变要素，其动机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
要最大限度的利用作为不变要素的劳动力，尽量得到哪怕是一便士也好的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的边
际生产率既是低于生存成本，生产也得以继续——对家庭手工业的竞争力的一个解释  小农经济本身
就具有的自给性生存和面向市场的双重性，并不必然引向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 
小农经济具有的阻碍分化机制的强度

3、《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笔记-第三、四、五篇

        第七章 关于康熙年间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 1982
对以银纳税的批判、废银论
钞法论（信用货币）
银输入论（开海禁）
反储藏论

——解决经济停滞的对策大多是以货币论的形式提出的 有效需求等同于货币的概念，共同特色  开放
的而不是地方自足体制的市场观
——自己部分使产品以与生产费用相背离的低价出售，并且，自给部分制约国内市场，提高了海外市
场和财政需求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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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江南手工业制品市场不具备以建立在生产者相互分工基础上的交换为主体的封闭性局部市场圈（
古典经济学派货币中性理论的提出背景，由于分工，产品是互相提供销路的商品，短暂的供需不平衡
能够自动调解），可以认为是主要受外部需求对象制约的特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自动使商
品交换活跃化。有效需求不能指望的时候，潜在的生产力将以得不到实现而告终
——扩大内需指望富商 认为收入减少的连锁，不是富人小户人家之间的互动循环过程，而是从富人到
小户人家单方面波及的过程

第八章 清代中期的经济政策基调——以18世纪40年代的粮食问题为中心1987
p283 清代经济政策中的不干涉论
不干涉论的逻辑，可以说都是以国家的放任和不干涉将会带来流通的高效化或社会安宁的普遍利益为
依据。国家所追求的正当目的，并不是维护社会各构成要素所拥有的固有权利，相反，所有个人、集
团的利益被认为应从属与社会的普遍性利益。政策不是作为不同利益阶层对抗的均衡点而形成，而是
当政者作为社会全体利益的体现，在摸索最合适的政策过程中拟定政策

第九章 关于清代的“七折钱”惯例

杭银、纹广等
虽称作“银”并用“两”来计算，但这个“两”所指的内容只不过是700（或其它固定数额的）文铜钱
出现在铜钱开始大规模使用的过渡时期 转折点在乾隆十六年（1751）前后

第四篇

恒产琐言by张英  康熙年间
租核by陶煦  太平天国后   土地所有论 市场论（购买力求之于劳动大众）

第五篇 史料
户部银库黄册 （角色相当于最大的蓄水池）1995
清末江苏太湖厅清雨粮价报告 199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河南钱粮册》1992

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笔记-第二篇

        第三章 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动向 1978
万历末年（1620）开始上涨——
崇祯十一、十二年（1638、1639）以后暴涨——
顺治（1644－1661）前期高价格——
顺之后期到康熙（1662－1722）初年下跌——
康熙前期低价格——
康熙后期渐长——
乾隆（1736－1795）前期暴涨——
乾隆中期以后渐长
第四章 清代前期江南的物价动向 与米价趋势类似 1979

第五章 清代前期的国际贸易与经济波动 1994
p176－177 17－18世纪贸易结构图
日本，马尼拉，南洋帆船贸易所占比重高
除了北边有若干银外流，白银一直是流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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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17世纪前期繁荣－中期后期低落（康熙年间1656－1684海禁）－18世纪前期渐增－后期激增
17世纪日本马尼拉贸易在17世纪中后期衰落，18世纪中期南洋帆船贸易繁荣，18世纪后期广东对欧美
贸易增长
乾隆十到二十年（1746－1766）物价全面上涨，农村繁荣vs 明末繁荣以都市贸易据点为中心，农村萧
条
p191 “地域连接型”经济结构 蓄水池

5、《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笔记-第26页

        Atwell(1977)曾指出银流入对17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其论述如下：“在17世纪初期的东亚，这
一（货币金属）流通并非总是顺畅的，中国的商人和生产者所体验到的，是其后在18世纪困扰了印度
人，甚至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也并不少见的状况。在交易高峰期所得到的丰厚利润的诱惑下，他们太
过于依靠扩大到的货币经济，尤其是为了增加货币金属的存储量，而依赖于极不稳定的的出口市场。
当出口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缩小时，输入中国的银就减少，作为其后果的流动性和信用危机，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悲惨的。”——前车之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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