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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对历史上产权问题的研究，总结中外历史上处理产权问题的经验与教

训，2004年10月9日—10日，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
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历史上的产权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古都南京召开，来自
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大学、扬州大学，以
及《江海学刊》编辑部、《中国农史》编辑部等单位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
议。 

 
一、私有制起源和近代欧洲土地产权制度的确立 

    大会首先由赵文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略谈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产权问题首先是一个财产安
全问题。他主要阐发了三方面的内容：中国目前的私有财产问题、西方私有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内容与特点、对该原则的几点评论。他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可以分为政治理论、法律规定、政治制度三方面，其实质
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侵犯原则有着积极意义，有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有利于人权的
保障与公民权利的发展。但是，在欧洲近代历史上，该原则又具有反人道的性质。 
    杨豫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近代英法德三国土地产权制度比较》发言，
他认为土地产权在欧洲历史上也是一个核心问题，欧洲的土地产权经历了一个从模
糊到清晰的过程。在中世纪，英法德三国的土地产权基本上都是不大明确的。产权
的模糊，是封建制度的需要，因为它为封建制下的随意剥夺行为提供了合理性。从
14到18世纪，土地产权逐渐清晰。其间，几件大事成为产权变动的关键因素，首先
以黑死病对产权冲击为最大。这场瘟疫结束后所出现的折算制使农民收回了土地，
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合二为一，土地成为一种可以买卖转移的私有财产。在此变化
过程中，形成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其次，是欧洲17世纪总危机对土地产权
的影响。在克服总危机的出路上，英法德三国作了不同的选择。 
    此外，郭爱民博士(南京师大中国经济史研究所)通过对英国圈地运动进程的翔
实论证，分析了英国现代土地产权确立的若干问题。 
    裴安平教授(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的《中国史前私有制起源的探讨》则通过
对湖南洞庭汤家岗墓地的考察探讨了中国史前私有制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史前私有
制的产生并没有商品经济的基础与劳动分工的条件，而是在生产工具相对稳定的前
提下，由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促成的。聚落和血缘关系
始终是史前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支柱，史前私有制的起源也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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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生产资料的私有。 
经盛鸿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认为对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问题的

看法，不能绝对化、固定化。在中国历史上，产权的合法性、稳定性与神圣不可侵
犯性都是具有阶段特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张进教授(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认
为，在史前私有制的起源与分工的关系上，与农业、畜牧业的分工无关，但与农
业、手工业分工是有关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古今中外皆有根据，但都是
有一定限制的。 

 
二、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和中外农地产权的法学比较 

    农地产权问题的讨论是本次会议的最大焦点。姚兆余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
农业文明研究院)在会上作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的学
术报告，分析了宋代以来中国农村地权从模糊到清晰的演变过程及其效应。他认为
宋代以来土地一直沿着私有化的方向发展，从宋代的“田制不立”到明清土地私有
化的演进，到顺治十八年，国有土地已经很少。 
    马俊亚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在题为《当代土地产权与乡村政治结构》的报
告中，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土地产权与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关系。慈鸿飞教授(南
京师大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作了《中外历史上农地产权的法学比较》的报告。他经过
对比研究认为：1)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农地产权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清晰与不断
分割的过程。2)近代欧洲农地他物权能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并为无地农民所利
用，主要是不断进行政治改革与法治改革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在近代中国，之所
以农地他物权得以形成、并为无地农民所利用，主要是以“礼治”为基础的中国传
统农村社会的自我完善，以及晚清、民国政府努力的结果，如民国政府将永佃权写
进民法。经盛鸿教授及其硕士生胡华在《近代江南双层地权研究》的报告中，探讨
了近代江南双层地权的状况。他们认为：在“永佃制”、“一田二主”这种双层地
权制之下，田面是属于佃农的独立产权，佃农能够以此自主经营，其效率较高，租
额较低。双层地权的流转方式主要有出租、抵押、买卖、典当与继承等。田面权具
有很强的产权激励效用，近代中国双层地权的消亡主要是由于国家强制性干预和革
命的冲击，而非其本身的制度缺陷。双层地权的独特结构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当今中
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改革新思路。 

黄贤金教授及其合作者章波等(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土
地制度诱因与政策建议》一文，分析了当今中国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土地制度方面的
诱因，主要是诸侯经济发展倾向的土地供应制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土地管理制
度、投资引导和财政增长导向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工业优先城市扩展偏向的土地
占用制度以及限制公平竞争和公共利益保障的土地市场制度。 

 
三、历史上其他领域的产权问题 

    李天石教授(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的《唐律与罗马法中奴隶所有权的比较研
究》一文，通过对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的深入研究，认为两者都将奴隶定性为一种财
产，在罗马奴隶是权利的客体，而唐疏议对奴婢作为私产也毫不掩饰。唐代的奴婢
不如罗马奴隶地位高，罗马的奴隶有缔约、继承、宗教信仰等权利。中国奴婢地位
转变发生在唐宋之交，到宋代奴婢雇佣性质的劳动已经成为主流，奴婢可以通过赎
买恢复自由。相比而言，奴婢对主人的隶属关系最强还是在中古时期，这与当时的
土地制度密切相关。 
    徐华博士(上海大学法学院经济管理系)在《中国近代银行产权的历史变迁》的
报告中，通过对北洋时期中国银行由官办银行到商办银行的股权变更过程的历史考
察，指出有两个因素有力地保证了中国银行的健康发展。一、商股的维权行为，近
代商人维权行为颇有成效，对官权的膨胀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法律的张
扬，也为商权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如独立的法律体系以及相关法规的修改，给
商权以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企产权问题，是除了农地产权改革之外的另一大焦点。张连红教授(南京师大
社会发展学院)从其提交的《抗战之后国民政府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失败的启示》一文
谈了对当今国企改制的看法．从近代史上看，对于如何推进现代化进程，大多数政
府主张以发展国营企业来避免西方私有化的不足，以此来实现迅速赶超。从晚清洋
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到民国政府的国有政策，但都没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今
天，国企改革中“国退民进”取向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在某些地方存在着权



利与资本的结合。 
    吴亦明教授(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在《国企改制中的产权问题》的报告中，
探讨了国企改革中的产权问题。此外，王永平教授(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还讨论
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家族学术文化的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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