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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
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
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
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
胜寒”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
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
较繁荣的时期。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
、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国民经济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
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史学派”。
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
观多层面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
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
，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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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经济论稿》主要是收录了方行2003年至2009年发表的文章。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
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
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域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
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联系更加紧密，其学术意趣实有许多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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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行，1926年出生。
湖南沅江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肄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清代经济史研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经济论稿>>

书籍目录

清代租佃制度述略
清代经济的若干问题
清代前期的土地产权交易
清代前期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清代前期棉纺织的社会分工
清代北京地区的采煤业
清代前期湖南农民卖粮所得释例
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
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
清代前期江南市镇的劳动力市场
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
清代江南经济：自然环境作用的一个典型
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关于清代粮食劳动生产率问题
清代前期的货币地租
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服务业小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经济论稿>>

章节摘录

　　农民借债，通常有两种性质。
一种是为了支付衣食和婚丧疾病等费用的生活借贷，一种是为了支付生产费用的生产借贷。
农民家产微薄，生产开支与生活开支互相牵扯，这两种借贷本来难以区分。
但到清代，江南地区农民自有经济发展，生产投入增加，二者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是应当加以区分的。
当时这里的生活借贷虽然还普遍存在，但生产借贷已大量发生。
有的农民“养蚕无资，贷钱于富家，蚕毕，贸丝以偿”，“富家实渔利，而农民亦藉以济蚕事”。
有的“养蚕家，叶如不敷，往往贷钱买叶，奔走不遑。
贫者至典衣鬻钱以济之”。
这里的一些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籴米以食，由于粮价经常波动，并有颇大的季节差价。
高利贷的利息负担，有时往往小于粮食季节差价。
他们在高利贷剥削与商业资本剥削的两害之间取其轻，在秋收后将米当银，春荒时赎回食用，“较之
现买，米价半贱，人以为便”。
黄印在《锡金识小录》中所述无锡农民典质“种田米饭”，也是这类情况。
有些佃农甚至是将米“投典贱质”，“希贸易以博利”。
这些借贷关系，都应当是属于经营性质的资金周转。
农民基于贫困的生活借贷，和基于生产投资增加的生产借贷，虽然都有维持农民再生产的作用，面对
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事实，不区分这两种性质的借贷，并承认生产借贷增多，我们就会陷入社会
经济发展，而农民只有贫困积累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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