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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研究生教学用书）》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亚欧四
个主要国家（中、日、英、俄）的封建经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
书中着重研究了土地国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产的经营、农民身份、农民经济、农村公社
、封建城市、工商业、城市居民等九个专题。
对每个专题先进行国别的个案研究，然后进行综合比较，得出必要的结论。
从书中读者既可以了解各国经济形态的具体表现，又可以知其共同性和特殊性，把握其中的规律性。
本书所研究的九个专题，涉及封建生产方式的主要方面。
前三题研究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封建土地所有制，中间三题研究封建生产力的主体农民问题，后三题
研究城市工商业。
研究清楚这九个专题，就能了解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面貌，进而掌握其封建经济结构。
因此，《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研究生教学用书）》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
书1996年出版后，被许多高校列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参考书，2001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历史专业研究
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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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以后，从作为州县治所的衙门中分化出管理城区的专官——厢官、厢吏、监当官等。
以开封府为例，府牧、府尹直接管理中都法庭，所辖两赤县及京畿16县县官也是法官。
但值得注意的是，宋天禧四年（1020），左右军巡使、判官、推官掌左右军厢案件侦讯和分案，这是
一种京城法庭。
熙宁三年（1070）更形成左右厢公事所。
这也是一种低级法庭，是相当于县一级的司法机构。
南宋临安府有城南左厢公事所，城北右厢公事所，杖六十以下罪听决。
在市署市制市籍取消后，城市合一产生了“厢”或“都厢”，即大城市中区一级的机构及其法庭。
宋代以后城市管理机构的复杂化与城市总格局的转变有关。
市场的发展，市坊进入旧日闭锁的坊区，原来市署的有限司法职能，转移到坊市混存的“都厢”的司
法职能。
但这里仍然没有任何城市自治和相对独立的城市司法权。
　　在中国中古，城市和乡村基本上没有不同的法权特征。
从城市法的角度看，没有特别的城市特权。
从所有权而言，都市的土地所有权是都市课税的前提，唐代有间架税，宋初有“城廓之赋”，以屋税
、地税为主体。
　　在中国中古，城市中没有西欧式的市民等级，官僚、地主、官手工业及其隶属人口，占城市人口
中的相当大的比重，工商户或者是已取得庶人身份，或者是编制为匠籍，与西欧逃亡农奴借助城市摆
脱农奴身份的情形不同。
城市中市民运动不发达。
　　在中国中古，城市中没有公社自治所体现的共同体占有的城市特权。
在没有城市自治的情况下，城市行会虽在祭祀、价格制度、质量管理、城市治安等方面有微弱的自治
色彩，其中，还包含了对于“社”的古旧组织形式的回忆。
如南宋时杭州“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进献不一”①。
但没有形成行会争取自治的强大运动，相反，却起着补充官府行政空白的作用。
行会上层以个人资格捐官买官，得到散官头衔后更易服色。
在西欧，城市以公社为单位取得特许权，中国则是个别上层分子与官府、贵族勾结，以个人身份取得
某些特权。
如宋代盐引、茶引制度中所见行会上层与官府的勾结，由此决定了中国城市上层工商户的封建性、投
机性和寄生性。
　　中国为什么中古时期没有城市自治权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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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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