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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6～18世纪中国发生了商业革命，其体现是国内大宗商品原距离贸易发展导致国内市场最终形成，以
及海外贸易的张。
其时商业革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应：加速城市化进程，商人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萌芽。
不过这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之所以未能完成，一是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二是封建政权对商业的摧残压制，三是商业资本控
制生产路经狭窄，四是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
商业革命未能完成，不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不过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非中国独有，荷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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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文基，1939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社会历史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明史研究》常务编委、福建地方
志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明清史、中国经济史、福建地方史研究。
著有《明代赋役制度史》、《乾隆传》、《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坤传》等四部专著，在《历
史研究》、《文史》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研究成果曾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福建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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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16～18世纪中国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新格局及其产生的经济环境　　第二节　几大经
贸区出现，全国性大市场形成　　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在不同的经贸区域间进行的。
　　16～18世纪，中国已经形成了几大不同特点的经济区，这在学者中没有太大的争议。
1987年在广州举行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暨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上，杨国桢教授发表题为《清代
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讨》一文，认为“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是多层次的，有物质的，有
精神的，有自然的，有社会的，等等”，认为社会经济区域，“必须是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人
文环境、政治环境条件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地理空间有机结合起来的”。
但是，究竟应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域，见解不尽相同。
美国学者施坚雅按照自然地理条件，分明清时期中国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东南沿
海、岭南、云贵、东北九大经济区域。
许檀则从生产与流通的角度，把明清时期划分“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区，以“
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种植业结构调整与棉纺织业”发展的华北平原经济区
，“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的长江中上游经济区，“初步开发”的边疆经济区。
笔者以为，许檀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各地区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因而更具说服力。
正是在这种不同经济区域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经济贸易圈，或称之为经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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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商业革命》介绍了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的萌芽、发展、夭折的过程，内容包括：16
—18世纪中国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新格局及其产生的经济环境、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当时世界
范围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货币问题与商业革命、商业革命的效应、商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
变化、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英国和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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