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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远古时期，原始人在集体劳作中，共同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共同使用火，共同防御野兽、猎取食物
。
他们群居在山洞里，共同分配、享用经过艰苦劳动得来的食物。
原始人这种集体劳作、统一分配的形式，可以说是我国乃至人类经济制度的萌芽。
进入氏族社会以后，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制陶业和磨制石器也随之发展起来。
氏族成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在一起，他们依赖氏族生存，共同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物品，共同
劳作，共同消费，过着和谐而平等的生活。
氏族社会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阶段。
母系氏族是由“母亲”所生的子女形成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也就是以母亲为核心的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中，收入和分配是共同的。
此外，“母亲”在整个社会活动中，还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
父系氏族是由母系氏族过渡来的，是随着对偶婚而出现的。
父系大家族的收入和分配仍然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分配上实际起主导作用的是“父亲”。
无论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几代人生活在一起。
大家族的利益下还有小家族的利益，尤其是父系社会，男子要将女子娶到家中，这样父系氏族社会内
部即包含着很多独立的小家庭，从而促使财产向私有化的发展，原有的分配形式自然也发生了动摇。
原始社会之后，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
就我国的历史看，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为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至
夏代前期，约有数百年之久。
当时血缘性的氏族部落经过冲突和战争，曲折和联合，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有着凌驾于社
会之上的权力。
如舜继承尧为部落联盟首领后，通过部落联盟议事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设立九官，让“八
元”管土地、伯益管山林川泽、契管人民、“八恺”管教化、皋陶作刑、伯夷管祭祀等等。
这些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的“官”怎么生活呢？
显然是由氏族成员供养的，其间必然伴随着一定聚敛财物的办法，也就有一些关于经济的制度规定。
另外，舜还通过部落联盟议事会，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其中最著名的是用禹治水。
这种公益事业也是需要一定财力支持的，因此也应有一些相关的财政收支办法。
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中国历史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
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强者凌弱”“智者诈愚”，所谓“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所谓“恐智勇之不用
，故厚爵重禄以诱之”，这其中的“奉上厚”，是要掌握一定财物的，这些收取和分配财务的办法，
就是经济制度。
如果说，此前我国经济制度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话，那么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经济制
度也就正式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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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史》是一本概述性的中国古代经济制度通史，采用断代专题制度讲述为主、横向
制度关系对应讲述为辅的不同取舍方法，将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中涉及经济政策部分引入其中，视角
独到，是一本集学术性和知识性的经济史读本，适合史学爱好者和历史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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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必杂五种，以备灾害”。
所谓“五种”是指五种谷物。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云：“其谷宜五种。
”郑玄注：“五种，黍、稷、菽、麦、稻。
”实际上，“五种”的界定不一。
李悝之所以这样规定，是怕遇到灾害时种单一的粮食作物会损失惨重。
 2.“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
这指的是平时要精耕细作，收获时要加紧抢收，如同防盗来抢、防贼来偷一样。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防备风雨等自然灾害对成熟庄稼的损害。
 3.“还（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音，一年生草本植物，爬蔓，夏天开白花，果实长圆形，嫩
时可吃）、果菔（音，瓜类植物的果实）殖于疆场”。
这指的是在住所周围栽种桑树，菜田要有埂，便于浇灌，并要利用埂子上的空隙种植瓜果。
 此外，李悝在经济上还实行“平籴法”。
“籴”音敌，指买进粮食。
李悝认为：粮价太贱，农民收入少，生活就会困难，就不能安居乐业；粮价太贵，城市居民买不起，
生活困难，就会流徙迁移。
也就是说，无论粮价太贵或是太贱，都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最终不利于封建统治。
所以，他制定了平衡粮价的“平籴法”，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
等。
好年成由官府按时价出钱买进一定数量的粮食，坏年成由官府按平价卖出一定数量的粮食。
这种办法为后来的朝代所重视和模仿，形成均输、常平仓等。
 李悝的平籴法和春秋末年计然的平粜法有所区别。
计然规定国家控制粮价每石在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允许粮价浮动的幅度比较大。
这样做使商人有利可图，目的是使“农末俱利”。
李悝实行的平籴法则是“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不考虑商人的利益。
他主张“取有余以补不足”，做到“使民适足，价平而止”，目的是使“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
不散”【8】。
这样既限制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买卖，又制止了粮价的暴涨暴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百姓的破产和
流亡，从而有利于巩固封建经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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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史》是王振芳先生在多年古代经济史教学基础上完成的著作，结构清晰、由浅入
深，层次分明。
王轶英女士在原著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现代经济制度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新视角，使书更具有前瞻性
。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书后编制的经济史术语清晰明了，易于查阅。
可以说，《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史》既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经济史著作，又是一部工具书，更是
一部易于阅读的经济史入门读物，适合历史爱好者或历史专业的学生阅读，也适合作大学教材使用。
该书是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制度通史之作。
着重点在讲述各朝代突出的经济基础制度。
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时区分是不明确的，如分封制既包含有政治内容，也包含经济内容
。
对此，该书将其经济部分割离出来进行论述。
又如商鞅变法，也是包含有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内容，该书也是将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分割出来进
行论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制度对当时政治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影响，是该书阐述的重点之一。
如汉末以来中国陷入了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就政治军事而言，有着很多偶然的因素，但就经济而言
，却是世家大族经济实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又如，隋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大王朝，从政治军事上看也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从经
济上看，却是世家大族经济实力衰落，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结果。
隋朝以后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那样多统治时间极长的王朝？
王先生认为，追本溯源是北魏推行均田制的结果。
均田制在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的不断推行最终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经济
基础被瓦解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自然也站不住了。
换句话说，地方势力强大，对中央王朝是不利的。
均田制的推行使中国大地普遍出现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这些小农经济是无法与中央王朝抗衡的
，由于他们不能与中央王朝抗衡，中央王朝对他们有绝对的优势，从而能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统一而
强大的王朝。
该书的基本内容着重于知识性的介绍。
有些经济基础制度方面的名词，如“作爰田”、“作州兵”等，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该书从自己的
角度作了解释。
又如“井田制”，学术界主要关注其是否存在及其内容。
对此，《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史》不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井田制”的管理形式也作了进一步
的阐述。
又唐代是我国官员俸禄制度的成熟时期，该书对唐代官员俸禄内容和发放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史》是王振芳先生在其女儿王轶英女士帮助整理下最后成书的。
王轶英女士对经济制度问题有着新的视角，这对该书的最后完成起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该书系统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重点突出，知识性强，有自己的创见。
之外，行文流畅、清晰，章节分明，便于阅读，还宜于作为工具书来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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