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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系列出版物的第一辑，分别对2007年、2008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
成果和学术动态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梳理。
内容包括：经济史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
书中对于中国经济史中的农业、工业、商业、货币、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经济改革、经济思想、
区域经济、民族经济、对外贸易、城市、人口、环境、自然灾害等专题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论，是从
事经济学、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也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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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超群，1971年10月生，甘肃省泾川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5年获历史学硕土学位。
1995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绎济研究所工作至今，2004年10月起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编辑部
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现正致力于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重点课题“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追踪”；主持国务院立项的国家重大文化
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工业典”中的《近代工业分典》的编纂工作。
　　魏明孔，1956年9月生，甘肃皋兰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
南京师范大学柳诒徵讲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
　　魏明孔长期致力于经济史研究，先后主持完成教育部规划项目“西北茶马贸易研究”（1993）、
国家社科基金“历史上西部开发背景与决策研究”（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上西北民族
贸易与民族地区经济开发”（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吐蕃经济研究”等。
现在主持“中华大典·工业典”工作（主编）。
先后出版《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4卷本，主编，其中第2卷系本人独著）、《隋唐手工业研究》、
《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一以茶马互市为中心》、《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合著）、《兰州经济史》（
主编）、《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执行主编）。
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哲》、《
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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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2007年）　第一章　2007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总论  　一　史学理论  　二　历史哲学  　三　史料
学  　四　史学史  　五　史学专论  　六　中国经济发展　第二章　2007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  　一
　总论  　二　土地制度  　三　农业  　四　手工业  　五　商业与城镇  　六　户籍与人口　　七　赋
税与财政　　八　盐业史研究　　九　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　　十　经济思想　　十一　
西部开发　　十二　其他　第三章　200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　　一　总论　　二　土
地制度　　三　阶级、阶层与人口　　四　农业　　五　畜牧业　　六　手工业　　七　商业与城市
　　八　赋税与财政　　九　专卖制度　　十　灾害与社会救济　　十一　区域经济开发　　十二　
生态环境变迁　　十三　经济思想　　十四　其他　第四章　2007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 　 一　
农业经济  　二　区域经济  　三　手工业  　四　城市、商业、贸易  　五　货币金融  　六　财政赋役
　⋯⋯下编（2008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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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竞业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提出内生发展与外生发展的矛盾、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及语言符号与概念内涵的矛盾，是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三个矛盾关系。
②王海明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政体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专制制度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
刻的原因；反之，西方“古典的古代”生产方式则是西方民主制度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
③　　《学术月刊》编辑部邀请四位知名学者就学界争论的中国有无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对话。
冯天瑜认为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
。
张国刚认为，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
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
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
，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
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
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
权官僚专制社会。
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从“范畴理论
”而言，两者绝不相容；但从“历史事实”而言，两者却常常并存——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一战
国一秦汉一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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