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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棣主编的《中外经济成长历程》是对中外经济发展历程的简要描述和分析，为对经济史有兴趣的读
者，提供了一个完整而明晰的基本线索。
同时，本书将使读者对中外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现状和热点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进一步深入研
究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平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经济成长历程>>

书籍目录

导 言 一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史 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三学习经济史的目的 四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五关于本
书的特色 第一章原始经济生活 第一节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概述 一 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经
济生活  二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  第二节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一 狩猎活动：原始人类
经济生活的标志之一 二 原始农业：原始人类经济生活的标志之二 第三节深入探究指引 一 关于人类起
源的两个问题 二 关于原始农业起源的争论 第二章传统农耕与游牧 第一节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区域的农
耕与游牧 一 古典时代的农耕与游牧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二节 中世纪
西欧的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 一 中世纪西欧经济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
三节古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 古代东亚经济发展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四节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 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三章商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 第一节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商业革命 一 新航路开辟与欧
洲商业革命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二节世界市场体系的崛起 一 世界市
场体系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四章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经济 第一节 第
一次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 一 第一次工业革命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
探究指引 第二节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体系的发展 一 第二次工业革命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
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三节殖民瓜分狂潮与亚非拉近代市场体系的建立 一 殖民狂潮与近代亚非拉
市场体系形成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五章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的发
展 第一节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 一 19世纪中国的外贸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
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二节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二） 一 19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概述 二 视野
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三节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三） 一 南京国民政府
统治下的中国经济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四节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
习俗的变迁 一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和>——j俗变迁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
六章工业经济的困境与转型 第一节 自由市场经济的困境 一 自由市场经济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
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二节“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一 “二战”后世界经济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
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三节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一）：1949—1957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
发展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四节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二）：1958—1978 
一 1958—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七章全球化的世界
经济 第一节全球化趋势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一 当代区域经济发展概述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二节从调整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1978——1992 一 1990年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 二 视
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三节全面改革开放的中国：1992——2000 一 90年代以后中
国的改革开放 二 视野拓展及重点问题分析 三 深入探究指引 第八章经济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一 现代经
济是以私有经济为前提的经济形式 ⋯⋯ 参考资料 专有名词汉英对照表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经济成长历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此基础上，希腊出现数以百计的奴隶制城邦国家，每个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接周围不大
的一片乡村区域所形成的独立国家。
城邦国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居民不过数万人。
埃奥利亚人诸部分布的中希腊弗西斯地区，在1650平方千米的面积上竞分布着22个城邦国家，最大的
城邦国家斯巴达、雅典等，面积都不过几千平方千米。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的手工业发展迅速。
希腊本土开始开采铁矿、铜矿，从而兴起了冶铁业，推动了铁农具和铁工具的广泛使用。
纺织业、制陶业、农产品加工业生产技术都有了较大改进。
米利都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羊毛织品远销东亚北非。
雅典是手工业中心，制陶业尤为著名。
希腊手工业产品常常用雅典生产的陶器作为容器被贩运到各地。
造船技术水平也提高了，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造船工匠可以制造三层高的军舰，载有200名船员。
希腊通过海外殖民活动，在环地中海区域建立起大量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的经济交往十分密切
。
 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以斯巴达为代表，通过
军事征服建立起奴隶制经济；一种以雅典为代表，通过推行工商业发展的措施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
社会关系的变化。
西方历史学家一般同意斯巴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邦，它更像是一个领土国家。
斯巴达于公元前9世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的拉哥尼亚地区建立起城邦国家，攻陷了半岛南部的黑
劳士城后将全体居民变为奴隶，称为黑劳士。
此后，斯巴达将被征服城邦的居民都称为黑劳士，从而建立起斯巴达黑劳士奴隶制经济。
斯巴达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世袭，不能买卖。
土地的所有者是斯巴达人，以户为单位占有全国的土地，土地上的劳动者是黑劳士，他们是国有奴隶
，主人不能买卖。
黑劳士耕种斯巴达人的土地，收获的一半要交给斯巴达人，还要交纳一定数额的橄榄油和葡萄酒。
战时黑劳士要随斯巴达人作战，在军中服各种劳役。
斯巴达国家规定，个人不能杀死黑劳士，但在军事训练中，黑劳士作为训练对象可以被杀死而不会冒
渎神灵。
斯巴达社会还有一个被称为皮里阿西的阶层，他们是没有公民权的人身自由的小生产者，从事农业、
工商业，并向国家纳税和服兵役。
关于黑劳士的性质，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黑劳士是国有奴隶，也有学者认为黑劳士是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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