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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敬虞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2 23:47:15发布)  阅读934次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
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取得的共
识，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
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
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 “中
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
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

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 应该

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 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
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
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
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

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 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
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

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
近一次的“笔谈” 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

义萌芽了。”（6） 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
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

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
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
“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
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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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
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 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 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
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 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3期，第71页。 
（4）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 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
版 ，第300页。 
（6）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页。 
（7） 参阅《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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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均重新进行了编辑。  

本书选载的其他部分，请点击“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选载”专题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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