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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 

《秦汉商品经济研究》绪论 
 

黄今言 
 
 

秦汉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
深入探讨。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应对之如何从宏观或总体上进行把握?其发展的
表征和局限是什么?它与自然经济并存，而以何者为主?对于这些，目前学术界在认
识上并非完全一致。因此，这里拟就当时四百余年中有关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程
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诸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并做一梗概性的论说。 

 
一、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 

 
    中国的商品经济出现很早，历史悠久。迄至战国时代，各国的商品经济就已蓬
勃兴起，处于凯歌进行之中，日益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在战国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发展，此为学术界
所公认。但当时商品经济运行的轨迹，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却呈现出明显的
经济曲线，经历了一个波浪起伏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一)秦代商品经济有限发展阶段 

 
    秦自商鞅变法后，尽管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从云梦秦简来看，商品经济
仍有一定的发展。首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有明显进展。当时市场上出售的商
品，既有农副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粮食买卖已为常见。如据秦简《法律问答》
谓：“有禀菽、麦，当出未出，即出禾以当菽、麦，菽、麦贾(价)贱禾贵……”。
又《司空律》：“繫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①。表明其时市场上的粮价较
低。牲畜、家禽也有买卖。如秦简《仓律》载：“猪、鸡之息子不用者，卖之”。
简文中曾提到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的价格约在“二百五十钱”左右。畜产
品的肉、皮、筋、角、脂等，也成为商品。据《厩苑律》：当时国家拥有的牛马，
如果死亡，可以出卖其肉。并规定：“其大厩、中厩、宫马牛也，以其筋、革、角
及其贾(价)钱效，其人诣其官，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杂买(卖)其
肉，即人其筋、革、角及索人其贾(价)钱”②。 

市场上除农副产品外，还有各种手工业品出售。云梦秦简中多处说到有关丝、
帛、布和衣服方面的买卖。如《法律问答》载：“甲盗钱以买丝……”，“今盗甲
衣，卖，以买布而得……”。又《金布律》载：“为*[巾+蒙去草头]布一，用枲三
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
(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钱”③。这里提到的买丝、买布
及一件褐值多少钱，显然是通过市场买卖获得的。除衣着外，一些日常器物如铁
器、铜器、瓦器、车辆等，也是商品之列。如《金布律》：“其 
————————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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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铁器人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卖)之……”。当时大内对这些器物，可
以变卖。《司空律》规定：“城旦舂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輮，辄笞
之。值一钱，笞十；值廿钱以上，熟笞之。”是知，这类器物也都是有市价的商
品。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宫手工业产品。 
    此外，货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秦简律文中提到钱币的地方很多。
当时除了商品交换普遍以货币为中介以外，雇工的工价，也通常以货币为支付手
段。如《司空律》：“或赎迁，欲人钱者，日八钱。…‘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
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人其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当时有“赎
迁”罪、或“居作”以劳役抵债者，每日工价为八钱。将雇工的工价量化为钱，不
仅说明货币的广泛使用，也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走向的形成。尤其值得注意者，凡
奖惩或对罪犯判刑的轻重，也以货币之多少为衡量标准。例如：在军中能振作士气
者，酌情奖给他钱或黄金；凡举报或捕获有功者，“当购二两”；凡官吏在清点物
品时，数目有超过或不足者，以违职罪论处，根据责任大小罚以不同的钱币。不仅
如此，而且当时对盗贼犯判刑的轻重，也是以其钱的多少为依据。如此等等。这方
面的律文在《法律问答》中记得很清楚①。表明当时货币经济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
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又修驰道、拆
关塞等，应该说更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推行“上农除末”政策，
将商贾“谪戍”充边，严重限制了“末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尤其是在统一六国的
过程中，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为加强对东方六国的控制，稳定统治秩序，大量迁徙
豪商富人，“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关东六国的大商人，大工商主和贵
族迁到关中、陇西等地，割裂他们原有的地缘关 
————————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系，剥夺他们的财产，大大地限制了关东地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尽管关东六国的
部分工商业主，如卓氏、程郑到迁徙之地后又重操旧业，然而这对被迁徙的数以万
计的关东工商业者来说，毕竟是少数，而且卓氏、程郑也要经过重新创业的艰苦过
程。对关东绝大多数的工商主来说，他们原有的资金和生产资料遭到冲击，无法进
行正常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所以，统一后的原东方六国，因受
“迁豪”等政治干扰，商品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史记·货殖列传》说：乌氏倮因
畜牧致富，受到秦始皇所尊重，“倮比封君”；巴寡妇清以矿冶致富，受到秦始皇
礼遇，“为筑女怀台”。对此类大畜牧主、大矿冶商在政策上和东方六国贵族不
同。对这些人的优厚，是出自稳定少数民族的需要，同时也是个别现象。但就总体
来说，统一后的秦朝，在“上农除末”政策下，有关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关东地区
的商品经济发展仍是有限度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平衡的发展。所谓不平衡，就是原
秦国本土的商品经济或许仍在发展，但关东各国的商品经济，却因政治原因而受到
挫伤。 
 

(二)西汉前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西汉立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汉

高祖刘邦曾采取过“重农抑商”政策。但至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由，
“弛商贾之律”①。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
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对工商主的限制大大放
宽。文帝之时，又“弛山泽之禁”②，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纵民冶铁、煮
盐”，放任私人对盐铁自由产、销。此后进而“通 
———————— 
    ①  《史记》卷30《平准书》。 

②  《汉书》卷4《文帝纪》。 
 

关去塞”，开关梁，“任民周流”①。开放关塞，免征关税，对关市实行开放政
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采取各种措施便利商旅，以利各地物资交流。由于西汉前



期，对工商业采取了宽松、优惠的政策，故当时的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首先，出现了众多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汉初，允许民间煮盐、挖矿、开采
银、铅、金等，只要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收即可。如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载：“诸私为鹵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采银
租之，县官给橐，口十三斗为一石，口石县官税口口三斤。其口也，牢橐，石三
钱。租其出金，税二钱。租卖穴者，十钱税一。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
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釆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民私采丹者租之，
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②。当时在手工业部门，有大冶铁家，有煮盐
家，有大矿冶主。他们煮盐、冶铁，开采银与铅、金、朱砂等专业生产。专事其他
行业的还有制浆、作胃脯、贩脂以及从事酿造业、漆器业、铜器业、车船业、纺织
业、屠宰业等，也都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其赢利可比“千乘之家”。在农业领域
中，出现了一批专事田畜、从事商品生产的大户。如宣曲任氏，“力田畜”，“富
者数世”。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③。同时在安邑、
燕、秦、常山、陈、夏、齐、鲁、渭川、蜀、江陵各地，还有许多种植桑麻、漆、
卮茜等的专业户；有种植粮食、蔬菜、枣、栗、橘等的专业户，也有经营渔业、林
业生产的专业户。所有这些，都为城乡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商品。 
———————— 
    ①  《汉书》卷4《文帝纪》；《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 
    ②  《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其二，商品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增多。西汉前期，城市蓬勃发展，其中京师长

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
以上。城内除宫殿区外，有商业区、手工业作坊等。长安九市，每个市有各种肆
店，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或“市列”。班固《两都赋》称：长安：“九
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当时还有
许多地区性商业城市。不仅形成了许多商业大市场，而且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很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生产资
料，各地方物、特产和奢侈品等，许多商品在市场上几乎皆可买到，市场交易频
繁。 
    再者，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当时不少人工商兼营，靠经营冶铁、煮盐等，
“财累万金”。他们或“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富至巨万。或役使奴仆，
“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①。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
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不仅“力田”从事农业商品生产，而且趁战乱之机，
“独窖仓粟”，囤积粮食高价出卖，成为巨万富商。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人，他
“转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无盐氏是一个“其息十
倍”，“富埒关中”②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重点介绍的
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
身。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由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当时的经济结构、生产形式和某些传统观念等，随之
发生变化，而冲击最大的为广大农村，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问题严重，“背本趋
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
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 
————————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五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等，使得他们只好“卖田
宅，鬻于孙”，到处流亡①。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他们或为了
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以末补农，甚至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
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殴民而归之
农，皆著于本”。但这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富庶的背后
也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西汉中后期商品经济曲折发展阶段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外事四夷”，长期战争，国家财政陷于窘困。但在这个非

常时期，富商大贾趁机大发国难之财。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
“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对私营工商业，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的政策。首
先是收归货币铸造权，“悉禁郡国无铸钱”，由中央统一更铸“五铢钱”通行全
国，以控制金融市场，稳定财政收入。接着，实行盐铁官营，在大司农下设盐铁
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的产销。又“初榷酒酤”，由政府酿造、专卖。还置均
输、平准，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官府手
中，使官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
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发展轨道。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利”，堵塞他们从商品流
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此外，汉武帝还相继推行算缗、告缗令。所谓“算
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它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
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
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还对商贾的轺车、 
———————— 

①《汉书》卷24《食货志》。 
 

船只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绢钱。有能告者，以其
半畀之”①。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
财”，“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称：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②，使得中家以上的商贾大都破产，而政
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 
    汉武帝这种强化官营，打击、限制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使西汉前期腾跃发展起
来的商品经济，受到了很大障碍。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
夺了他们大多数人的“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
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
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商贾们拥有的赀财、奴婢、田宅等统统被政府没收而破
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堵塞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收归官营，由
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营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限制商品经济的正常
发展。故一度富商大贾明显衰落，私营商品经济落人到了一个间歇期。 

至于官营工商业在当时乃占了主导地位，官府垄断了全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从
汉武帝开始设立的盐官、铁官、均输官、平准官之类，一直延缓到西汉后期。史
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①。“尽笼天下之货
物”，“而天下用饶”⑥。表明官 
———————— 
    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③  《汉书》卷6《武帝纪》。 
    ④  《盐铁论·轻重篇》。 
    ⑤  《盐铁论·轻重篇》。 

⑥  《汉书》卷24《食货志》。 
 

营工商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另一方面，由于官营商业具有垄断性、强制性，商
品的来源不计成本等，所以它往往给社会生活、生产带来许多弊端。因此，当汉武
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一定的阻力。董仲舒就曾上书要求“盐
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①。斗争相当激烈。故到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会议”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有必然的联系，商品经济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加
之昭、宣二帝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又逐
渐恢复，并随之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如《汉书·货殖传》说：“京师富人杜
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
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
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工商主，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逐渐勾结在朝官
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取暴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
商，“数年间致千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
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
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②的大富商。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
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工商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的权势而获得
的。这与过去的自由商人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此同时，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逐渐增多。据载：元帝时，“诸曹侍中以
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③。官僚张安世的“夫人自纺绩，家僮七
百人，皆手技作 
———————— 
    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汉书》卷91《货殖传》。 

③  《汉书》卷72《贡禹传》。 
 

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①。这种事例不
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财货”，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②。他们采
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
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有所冲破。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
营；而且盐铁的官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
上官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
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举奏刺史二千石劳保有意者，言勃海盐池可且必勿
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
人中，评以为“最”③。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大不一样了。 

 
(四)东汉时期商品经济持续发展阶段 

 
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地主豪商。刘

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④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
货殖”⑤。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⑥。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
间”⑦。由于他们和商人有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
汉统治者一开始就对工商业采取了放任、保护政策。主要表现在：当时商人的社会
地位不受限制。在法律上，再没有西汉初那 
———————— 
    ①  《汉书》卷59《张汤传》。 
    ②  《汉书》卷81《张禹传》。 
    ③  《汉书《卷71《平当传》。 
    ④  《后汉书》卷l《光武帝纪》。 
    ⑤  《后汉书》卷32《樊宏传》。 
    ⑥  《后汉书》卷15《李通传》。 

⑦  《后汉书》卷18《吴汉传》。 
 

种“贱商’’的规定了，也未有过“抑商’’问题，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
体”得到了合法存在。同时，自和帝后，“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①，正式废除
了盐铁官营政策，从此，一直到东汉末年几乎未曾有过大的变化。再就是取消酒类
官营，除灾歉之年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酿酒业的产销。 
    东汉的工商业政策，是秦汉社会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
宽松，故商品经济并非“萎缩”，而是仍在持续向前发展。主要表现在： 
    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
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
四方是极”②。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
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③。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
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尤其是新开发的商品比西汉为



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
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
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
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④。商业资本
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人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
主，一身二任焉。 
———————— 
    ①  《后汉书》卷4《和帝纪》。 
    ②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③  《后汉书》卷49《王符传》。 

④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折国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
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①。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
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济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
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
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
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
“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
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
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
密切。《后汉书·西域传》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
群，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经营范围，主要是少数民族用牛、马及
皮毛换取中原地区的铁器、丝绸。至于东汉与大秦、天竺、掸国、倭国的联系也扩
大了。东南的会稽、交趾，西南的永昌、益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或基地。
汉廷同国外的贸易范围，主要是用金银、丝绸等换取贵族所需的象牙、犀角、香料
等奢侈品。当时“交通外国”，是为了“广求异物”④。 

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东汉朝野逐利之风更加流行。当时，拜金求利的情
况相当普遍。求富经商、赚取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利”成为决定人们
行为方式的最终力量。“学以致仕”、读书为贵的观念受到冲击。在有的人看来，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 
———————— 
    ①  《后汉书》卷82《折象传》。 
    ②  《后汉书》卷28《桓谭传》。 
    ③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④  《后汉书》卷34《梁冀传》。 
 

钱”①了，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经商潮，就连万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为尚。
如汉灵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
斗”②。皇帝在后宫开设“列肆”命诸宫女自相贩卖经商，这已是相当典型了。所
以，《晋书·江统传》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
而收市井之利”。 

大量史实表明，东汉时期尽管实物货币一度抬头，但铜钱并未退出流通领域，国
家财政收支、民间贸易仍流通着金属货币。从东汉繁荣的市场及商品交换、商业形
态发达的现象看，没有相辅相成的货币经济是很难设想的。事实上，东汉的商品经
济在西汉基础上仍在向前发展，并逐渐被纳入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更加成为地
主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时，可以说封建经济的体系进一步得到了确立和发
展。 
———————— 

①  《后汉书》卷80《赵壹传》。 
    ②  《后汉书》卷8《灵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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