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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
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
，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
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租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
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
，对2真）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
“万卷藏书宣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
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
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
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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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内容概要

《宋代经济史(套装全2册)》是我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曾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宋代经济史(套装全2册)》从人口、垦田、水利、经济作物、经营方式
、土地所有制形式、赋税制度等方面，全面论述两宋300年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全过程，重点研
究了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
济思想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宋代经济史(套装全2册)》使用的是中华书局2009年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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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作者简介

漆侠（1923～2001），山东巨野人。历史学家。曾为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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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书籍目录

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代绪论）  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阶段的划分  战国秦汉时期
（前476～184）：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化关系发展阶段  魏晋隋唐时期（184～884）：庄园农奴制
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884～1840）：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阶段  认真开展宋代经济史的研究第一编 宋
代农业生产与土地诸关系  第一章 宋代的人口和垦田    第一节 宋代人口的增长    第二节 封建制度对人
口增长的制约    第三节 宋代垦田面积的扩大    第四节 劳动人口的分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章 宋代水利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有关农业生产与水利关系的议论宋政府对兴修水利的重视和推动
   第二节 以疏浚河道和淤田为主的北方水利事业    第三节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水利事业的突出
发展    第四节 江南东路的高产稳产田：圩田    第五节 福建路水利建设的特点：沿海人民“与海争地”
的斗争    第六节 水利灌溉技术的进步和灌溉工程的管理    第七节 地主豪绅对水利工程的霸占和破坏  
第三章 农业生产工具、种子、肥料以及经营方式和单位面积产量    第一节 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改良
   第二节 种子的引进、培育和优良品种的推广    第三节 粪肥的使用有关粪肥的理论    第四节 各地区的
农业经营方式    第五节 各地区单位面积产量  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多种经营的渐次展
开    第一节 棉花的种植及其向江西、两浙诸路的传播    第二节 麻的种植和扩大蚕桑业的独立发展    第
三节 甘蔗种植的扩大    第四节 果树种植及其专业化    第五节 蔬菜业的大发展    第六节 药物的种植及其
发展    第七节 养花业的发展    第八节 经济林木的植造和经营    第九节 养鱼业的发展    第十节 第一章 至
 第四章 结论  第五章 宋统治地区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封建经济制度及其高度发展    第一节 海南
岛黎族及其原始共有土地制度    第二节 荆湖南路西部、广南西路的瑶族和壮族及其以村社土地制度为
基础的奴隶占有制    第三节 四川边缘地区的“夷”族之向封建制过渡    第四节 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庄园
农奴制    第五节 在广大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制关系及其基本特征    第六节 两浙等路封建租佃制
关系的高度发展    第七节 结论  第六章 宋代土地所有制形式（上）：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状况：    第一
节 宋封建国家的土地政策：    第二节 土地兼并的发展：    第三节 封建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阶级对土
地的占有    第四节 寺院对土地的占有  第七章 宋代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状况   
第一节 北宋各种形式的国有地宋徽宗时期公开掠夺土地的西城所    第二节 职田    第三节 学田    第四节 
南宋各类国有地的演变景定公田法  第八章 宋代土地所有制形式（下）：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关于宋
代土地所有制演变的几点认识    第一节 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第二节 对宋代土地所有制演变的几点
认识（第六、七、八章结论）  第九章 宋代地租形态及其演变——兼论地价及其与地租的关系    第一
节 劳动地租在夔州路等地区的情况    第二节 各种形态的产品地租及其发展    第三节 货币地租及其发展
   第四节 官租私租的增重各种形态的地租对生产所起的作用    第五节 宋代的土地买卖以及地价与地租
之间的关系    第六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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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章节摘录

插图：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诸关系曹魏屯田、北魏隋唐的均田，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这种
所有制是由以下几类土地组成的：一是因袭前代山泽、草田等国有地；一是由战乱频仍造成的大量无
主荒地，曹魏屯田、唐代均田大都由此类土地构成；一是为世族豪强占有的荒地，在当权者集团同世
族豪强矛盾斗争和相互让步之下，转化为国有地，北魏均田就有这类荒地，如李安世奏请均田疏中说
“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①；一是经济上依附于豪族的“苞荫户”或“荫附户”，由于
当权者集团采取比豪强地租为轻的赋役政策，使这部分居民转化为国家农民或民尸，他们所占有的土
地自然转化为国有地，北周、隋的均田就有这类土地；一是寺院土地，在北周武帝灭佛这一打击下，
被夺归国有。在农民战争后和中央集权制加强的条件下，这种国有地往往得到发展。此外，唐代还有
营田等形式的国有地。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如曹魏时的屯田是推行了的，北魏以来的均田也是推行
了的。由于拓跋氏贵族所代表的落后经济关系的渗透，北魏以来的均田也曾分配给奴隶，从而表现了
奴隶制残余的再度复活；这种做法对占有大量奴婢的北魏贵族是最为有利的。除贵族、官僚之外，均
田主要的是把国有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如北魏源怀奏表中提到：“景明（500～503）以来，北蕃连年
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笛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分给百姓。
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②这一材料充分地说明了北魏是实行了
均田制的。所有这些均田，基本上是以均荒为主的。把北魏以来的均田，看作是打乱原来的土地占有
制度，对土地的重新分配，这当然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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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后记

借着《宋代经济史》书稿付印的机会，我打算向读者简略地谈谈这部书稿写作的由来和经过。我在北
京大学读书时，是学习宋史的。在我的老师邓广铭恭三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大学论文和研究生
论文，题目是《王荆公新法研究》。由于这个问题同宋代社会经济有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迫使我不
得不向这个领域进行探索。解放以后，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认识到社会经济在历史
发展总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从而诱发我进一步进入这个领域。20世纪50年代中叶，原想
开始这项工作的，只是由于当时搜集到的材料不过六七十万字，准备工作还很不充分，所以没有贸然
动手。加上那几年对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深感兴趣，试图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若干关键性的问题，待有
所突破，再转回到经济史方面研究，于是宋代经济史的学习便停顿下来了。不幸的是，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降临了。我因为让步政策问题，于是年4月30日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从此便成
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了。同年8月我还被抄了家。自学生时代积累
起来的卡片资料，包括宋代经济方面的资料在内，约300多万字，以及在研究生期间论文以外的一项副
产品约十六七万字的《章惇年谱》和其他没有发表过的文  稿，都被抄走。20多年的心血，扫地以尽，
悉付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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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编辑推荐

《宋代经济史(套装全2册)》：中国文库史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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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精彩短评

1、就是外装不太给力，就扎了根包装袋，结果书封被严重勒坏了。
2、考订史实本是好的,但国朝史学怎能如此饤饾? 于是漆老有讥讽加藤繁之语; 可是一个亩产量和生产
率不分的史家, 又能发明多大意义?不出阶级斗争+生产关系. 果然, 漆老又有地主豪绅"十大罪状"一节.
3、本已有经济出版社的一套，但装订不好，脱胶了。当当大折扣，精装本，阅读起来方便、舒适。
4、比较广泛的一本书，宋代经济史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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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史》

章节试读

1、《宋代经济史》的笔记-第313页

        葛胜仲在大观三年的统计，全国学田为105990顷，房廊155454间，岁收学粮为640291斛，钱3058872
，“教养大小学生以人计凡一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到崇宁年间教养的州县学生则达20万人。

2、《宋代经济史》的笔记-第24页

        原来唐两税法实施之前中国大体上也可视为一个农奴制国家，大致包括国有、世家豪强家奴、寺
院所有等形式。

Page 10



《宋代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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