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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商品经济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论题，吸引着众多学者不断探索，同时也因为认识和理解的差异
，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商业革命、农业革命等，商品流通范围广，市场有了较大的发展，商
品经济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特点，他们从农村的自给体系和小市场的交易
活动出发，认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只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从总体来看，自然经济仍然占主
体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还有人认为，宋代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与实际水平之间
有较大的差距，官府的禁榷制度垄断了重要手工业品的贸易，政府的财政性购买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
行为具有非自愿性，社会自发的商品生产所占比例很小，支付手段还很浇后，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繁
荣仅仅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繁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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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成熟时期，也是传统经济繁荣的时期。
宋代经济发展有别于前代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是商品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研究宋代商品经济，需要全面
地对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进行考察。
本书选择其中一个方面——宋代商品供给作为研究论题，对宋代商品供给的基本特征以及引起宋代商
品供给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一、基本概念与理论解释　　（一）什么是商品　　什么是商品，这是研究商品供给需要明确的
首要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
的物。
”作为商品的物，首先必须有使用属性或使用价值。
但是物品要成为商品，除了使用价值，还要具备另一重要属性——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
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也就是说，一件物品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有用，能够提供
某种使用价值；其次，它必须用于交换，互换物品的依据或尺度就是这个物品的交换价值，即凝聚在
物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
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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