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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商品经济？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以货币关系为典
型特征的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现象，它和自然经济一样，有跨时代性、跨制度性。
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水平、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
    秦汉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
全面、系统地研究这个时期的商品经济，阐述它的发展阶段、发展程度和所处地位等，不仅有助于加
深对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揭示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下自然经济的关系，探讨商品经济的发展规模
、运行方式和基本规律；而且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当前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对秦汉商品经济渐已受到关注，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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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
全面、系统研究这个时期的商品经济，阐述它的发展阶段、发展程度和所处地位等，不仅有助于加深
对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揭示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下自然经济的关系，探讨商品经济的发展规模、
运行方式和基本规律；而且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当前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为指导，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秦汉商品
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阶段性特点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共计3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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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今言，1937年11月生，江西石城人。
现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
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军制史论》、《秦汉经济史论考》、《东汉军
事史》、《中国军事通史》第六卷（合著）、《秦汉江南经济述略》等。
先后发表经济史、军制史方面的论文60余篇。
多次获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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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一、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二、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序三、秦汉商品经济与自
然经济的关系第二章  秦汉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一、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一）私营手工业
的商品生产与发展趋势（二）官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经营管理二、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一）专
业农户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二）田庄主的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三）个体小农的商品性生产三、商品
生产的主要特征与局限第三章  秦汉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的发展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一）商业
行业和商品种类增多（二）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加强（三）小农参与商品交换普遍二、商业诸形态的
发展（一）直销商品演进（二）贩运商业活跃（三）囤积商业盛行（四）市肆商业兴旺三、节驵侩与
买卖契约的兴起第四章  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一、农村市场的发展及其粗创型个性（
一）农村市场的类型和数量（二）农村市场的粗创型个性二、城区市场的建置和管理（一）城市发展
与市场的勃兴（二）有关城区市场的规划与建设（三）市吏的设置和市场管理制度（四）余论三、边
境市场的开放和统制  （一）边市的开放和发展（二）边市的管理和政策规定（三）边市的特点和实
际效用四、域外市场与对外贸易的拓展（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二）对外贸易中出使兼通商合一
五、商品市场的发育水平与社会功能第五章  秦汉商品价格与货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一、商品价格问题
（一）商品价格的涨落变化（二）政府平抑物价的政策与措施（三）影响商品价格波动的各种因素二
、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地位（一）货币类型和铸造量的探讨（二）货币在流通中的普遍使用（三）货
币制度对流通存在的一些障碍第六章  秦汉商人的崛起与商业资本之投向一、商人的崛起与发展（一
）商人的基本构成和社会来源（二）商人崛起的主要表征（三）商人社会地位的发展变化二、商人的
营销经验和商业利润（一）为商之道与营销经验（二）商业利润三、商人对商业资本的主要投向与运
作（一）开发工矿业（二）购买大地产（三）经营借贷业第七章  秦汉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一
、消费观念由“尚俭”向“崇奢”的演变二、消费结构的改善与消费水平之提升（一）饮食衣着消费
（二）起居行用消费（三）婚嫁丧葬消费（四）精神消费三、消费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引用及
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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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私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发展趋势    私营手工业，大致产生于春秋时代。
自战国开始，私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时至秦汉时期，私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它成为当时商品交换中的重要构成之一。
下面，根据现有资料，拟就其中的几个主要行业，分别做些叙说。
    1、纺织业    纺织为衣着之源，是我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之一。
战国时代，有些地方的纺织品已负盛名。
《禹贡》谓：青州的贡品有丝，徐州的贡品有缟，齐纨鲁缟运销各地。
秦汉时期的纺织品产地，除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齐郡、陈留郡外，还有巴蜀及江南的吴越等地区。
当时，齐郡的临淄和陈留之襄邑是丝织品的集中产地。
王充《论衡·程材篇》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
齐郡民间丝织业十分兴盛，既产品多，又数量大。
“其俗弥多，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①，其产品推广于全国各地。
在汉时，齐鲁地区的缟、绨，质量甚高。
曾有“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②之称。
蜀郡的蚕桑纺织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时至汉代，蜀锦颇负盛名。
扬雄曾歌颂他家乡的纺织品是“奇锦”，华丽精巧，“发文扬彩，转代无穷”③。
又史称：“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④。
而江南的纺织业，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
例如：吴越之地“生葛缔”⑤。
其中尤以“越布”有名，成为该地的优势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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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有了较多的关注。
结合平时教学，近几年先后发表了《两汉工商政策与商品经济述略》（《江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99年第4期）、《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与发展水平之评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3年第1期）、《论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从云梦竹简看秦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管理》（《秦都成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
开初并没有结集成册的念头，只是想对一些前人关注不够的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其间，师友与同仁敦促我应将秦汉商品经济问题整理成书。
于是只好从命，设法挤出时间，将已发表的论文为基础加以扩张，进一步深入前沿，组织史料，构筑
体系，落实研究重点。
经过几年的努力乃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第七章的初稿，是由博士生温乐平君代笔撰写的，后经数易其稿。
书稿打印方面，硕士生查明辉君付出了一定劳动。
均在此表示谢意。
我从事该课题的研究，虽然历时多年，但不敢自信，凡疏漏、讹误之处，有望学界批评赐教！
    本书的出版，承蒙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同时特别感谢贵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先生的精心编审与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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