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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具备了许多可现代化因素，但其社会转进进程却异常曲折。
本书以中国农村土地相关制度的演进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试图理清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困难
之“迷”，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一个可靠的学术背景。
本书的上篇着重理清晚唐至前清土地所有制演进轨迹。
中篇讨论同时期租佃制度的历史形成。
下篇着墨于赋役制度。
作为结论，作者认为中国近世农村的土地制度演进与社会经济变迁严重乖离，制度的落后是造成中国
近代社会转型困难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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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土地所有制优势、合法地位的确立和小土地所有制的逐步萎缩
一、大土地所有制的膨胀和“不抑兼并”的推行
二、宋代“下户”阶层属性的判别和小土地所有制的逐步萎缩
第三节 土地关系中国家干预的方向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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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地主土地所有权：干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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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宋以降租佃经济的曲折发展和佃农土地使用权的深化
下编 赋役制度从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进
第九章 晚唐两宋：两税法的演进和摊丁人亩趋势的初现
第十章 西夏水利役中“计田出丁”法的实施概况及其性质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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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南宋赋役制度的整顿及其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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