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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茂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3-31 23:54:03发布)  阅读1604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和国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针以来，中国历史上
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备受史学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对这
一问题的探讨是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的，当时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主要阵地展开

了讨论。主要文章有：吴承明《什么是自然经济》（《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经君

健《试论封建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方

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魏金玉

《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李根蟠《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是当时对
传统经济再认识的一部分。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明显的
事实是战国以来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一“矛盾”，出现了不同的思
路。讨论主要围绕着如何界定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经济的结构和性质
等问题展开。 

1993年“中国经济史论坛”刚刚开展活动，当时讨论“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
化”，讨论黄宗智的学术理论，如何估计中国传统社会、凡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

特点，是争论的焦点之一。1994年底，论坛专门组织了“中国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的讨

论。会上印发了《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
期，本论坛已发），会议的纪要和有关文章分别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2
期。在论坛以后的历次讨论中，“商品经济”问题都是重要的话题。 

为了把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中国经济史论坛在2000年举办了以“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
济”为中心的系列学术研讨会。 

第一次研讨会的议主题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特点和阶段性”。为了
提供有关讨论的信息，并与以前的讨论衔接，会议印发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
若干理论观点的述评》和《关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研究的综述》两个综述材料（这两个
材料已在本论坛刊发，请在“商品经济与市场史”专题中查阅），并重印了《传统市场与
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向会议提供论文的有：方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李根
蟠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地主、小农的市场角色》，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下的
企业组织：一种制度分析》。这次讨论超越了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之
争，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的机制，在商品经济的发
展中生产和消费的作用及其关系，以及如何研究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等问题。会议纪要发表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第二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与外国的比较”。这次讨
论实际上是第一次讨论的延续。严立贤提交了题为《日本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时期

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的论文。会议纪要刊登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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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次研讨会在讨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时，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
展程度、汉魏之际经济的变化、魏晋南北朝经济是否倒退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
何兹全和李根蟠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何兹全的发言《秦汉战国的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

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后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这一讨论扩

展到论坛之外。在2000年8月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
上，何兹全先生作了《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
征》的主题报告，李根蟠作为评论人之一对该报告提出了一些看法。接着，李根蟠发表了

《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辑，2001年）。针对李文，何兹
全先生撰写了《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一文，

刊载在《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史学理论研究》同时还刊载了《李根蟠给何兹
全先生的回信》。这一讨论不但涉及秦汉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涉及这一
时期社会性质及其变迁，是近年来古史分期讨论中引人注目的事情。 

第三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干预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
而以前为人们相对忽视的问题。这次会议没有整理出会议纪要。给会议提交书面发言材料
的有：李根蟠的《对若干理论观点的评议》，陈明光的《“食货”与“轻重”》，李晓的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邓亦兵的《清代前期在商品流通中的政
府、市场和意识形态》，朱荫贵的《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第四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方行、刘秋根、龙登高分
别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市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资金市场”和“剩余劳动与人身
依附”的主题报告，并提供了相应的书面材料。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市场
的性质、发育程度，以及对土地兼并的认识等问题。会议纪要刊登在《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年第1期。 

这一系列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与会学者普遍反映收获很大，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推进了一大步。从今日开始，本论坛将连续刊载该系列研讨活动的全部材料（其中有关研
究情况的三个综述前此已在本论坛刊登），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一讨论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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