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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综述 
 

谢秀丽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071002) 
 
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

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2日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参加本次大
会的有来自中国、韩国、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70余人。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经君健、中国宋史学会会长王曾瑜、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李瑾明、美国华伦威尔逊
大学博士韩东屏作了讲话，强调了政府职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
加强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会议收到27篇论文。会议就政府的经济职能与作
用、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对于政府的经济职能与作用的整体研究。经君健指出政府的经济制度、经

济政策及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当政者能否吸收学术研究成
果从而应用于实践非常重要，这与当政者的素质有关。韩东屏认为战后美国通过国
家干预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美国政府却要求其他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他指出中
国要重视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不要因为现在搞市场经济而忽视国家的经济职
能。台湾学者林樂禄认为政府是政治组织，其意义在于政治方面，经济意义是间接
的。政府是消费者，封建社会政府的经济手段主要体现在财政方面，政府没有很多
投资，但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姚会元对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不同作为
进行比较，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同时期，不同时段并无定法，政府的控制之
手何时长，何时短，应联系历史现实，和平时期政府要放松控制，战争等特殊时期
要加强控制。刘秋根《有所作为与无所作为一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国家经济
职能的研究》从封建国家与农业、农民，抑商与恤商：封建国家与工商业，国家经
济政策对工商业的整体影响，封建国家与金融信用等四个方面作了全面的介绍，认
为：1、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国家的研究，从方法上看有两种，一种是功能研究法，另
一种是经济学的范式。2、就中国古代而言，在国家政策制度层面，是不存在是否干
预的问题，只有干预强弱、干预方法的问题。3、就工商业领域而言，封建国家虽然
对与农业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是提倡、鼓励和扶持的，但对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商业
及手工业主、富商大贾，除西汉初年以外，大体上是采取抑制之策的。4、封建国家
在某些方面，如在产权保护、契约权利的保护、抑制在土地买卖上的过度投资、将
资金投向工矿生产方面，以及在促进金融信用制度化等方面的无所作为，对工商业
尤其是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及向近代经济体制的转变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姜锡东
《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的天职一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政府职能与作用的一些初
探》首先分析了关于政府职能的几种理论见解与缺陷，接着对中国历史上政府与经
济兴衰的关系进行了简要考察。通过探讨中国数千年曲折复杂的历史，认为最重
要、最核心的启示是：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的天职。杨松华《中国古代政府的抓
放式政策调节机制与实证分析》集中分析研究了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特点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的形成条件、基础及其主要内容，并以中国古代
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为例，实证分析了这一机制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武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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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化中的政府经济职能转换》从比较长的历史跨度来概要性地观察在现代
化的过程中，承传与变迁是怎样在政府身上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政府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栾成显《明清经济发展史上政府作用刍议》提出三
个问题并作了回答：如何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如何评价封建社会晚期的政府作
用；如何认识体制变革在社会转变时期的作用。宋东侠《浅析宋代的政府职能在惩
贪中的作用》认为宋政权自身的弱点及政府职能发挥过程中的严重走样，导致在惩
贪倡廉实践中缺乏力度并因此而影响其效果。 

 
第二，对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考察。周长山《西汉刺史设置背后的经

济性因素分析》注意到武帝设置刺史的时机恰与其面临的经济困难相重叠，尝试从
解决财政困境的角度去分析刺史设置的真实目的，突破了过去多从政治背景考察刺
史设置的局限。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对宋史学界
“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提出质疑，认为宋代不仅有田制，而且也抑兼并。
游彪对此表示赞同。刘秋根、王菱菱则认为，关于“田制不立”的说法，是指宋代
因土地买卖自由、土地私有化深入发展，没有再制定类似“均田制”那样全国性的
法令来规范和限制民间土地交易活动。关于“不抑兼并”，宋代的确有过抑制兼并
举措，但往往不成功，没有确实抑制住兼并趋势。李晓对“不抑兼并”作了两方面
的理解，一是它在宋史研究中有特定的内容；一是把它上升到政府职能角度来理
解。认为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李晓《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方式》指出宋朝政
府购买资金的调拨采取了实物运输、信用汇兑、截留上供、动用“系省”等多种手
段，既体现了财赋周转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制度取向，也反映出宋朝的财
政分配不仅在收支方面与商品货币经济密切关联，而且在调拨周转方面也与市场交
换、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商业资本的运营鱼水不分。韩国学者李瑾明《宋代社会救济
制度的运作和国家权力一一以居养院制的变迁为中心》将宋代居养院的性质与国家
权力机关相联系起来进行探讨，认为居养院以收容无赖之徒和邪教成员为主要目的
而运营，对穷民的收容，无论从时间、地域上看都不过是例外。张文认为这一观点
缺少史料支持。王曾瑜指出要深层次考察设置目的。王菱菱《从铁钱、铁兵器、胆
铜的生产看宋政府对铁的需求及控制》分为两部分，一是从主要用铁产业耗铁量角
度分析宋代的产铁量；二是宋政府在铁生产、流通中的控制措施。认为政府不可能
完全对铁禁榷，但控制越来越严，确保大量铁用于政府需求。张文《荒政与劝分：
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一一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指出在劝分一事上，宋朝的
做法虽有短期效果，如缓解了饥荒问题，调和了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贫富对立
反而逐渐加剧，灾荒期间的社会矛盾也更为突出，这一切其实从本质上说都是由政
府角色长期异位所造成的。黄纯艳《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一
一以盐茶制度为主的考察》通过考察宋代盐法、茶法的变革，指出地方政府职能演
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运销，主要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徐东升《宋
代地方政府与官营手工业管理》从管理角度进行探讨，分析地方政府与官营手工业
管理之间的关系。邓亦兵《对清代前期政府作用的几点看法》首先对“政府”的词
义进行了考证，然后具体分析了清代的抑商政策和税收制度，认为最能发挥作用的
就是政府，而政府管理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制度，
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革这个制度。周翔鹤《立法或行政干预一一以清代台湾“番
地”为例探讨国家与地权的关系》通过“番地”问题来探讨立法和行政干预的有效
性问题，认为行政干预的特征是补救性的，其效果往往有限，而立法，对于问题的
解决往往比较彻底。张忠民《略论南京政府战前的国有经济政策(1927—1936)》阐
述了南京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渊源、形成路径及基本内容，包括国家财政政策与财
政整顿建设、国家金融政策与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战前国有工业经济政策的建
立，考察了国有经济政策的执行与实施，最后对国有经济政策推行的目的、国有经
济政策的制定程序进行了思考。邹进文《国民政府时期国有股减持问题的研究》论
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形成，抗战后为什么又要减持国有股及其失败的原
因，有现实意义。张忠民指出当时叫“国营企业出售”，题目改为“国有资产出售
问题”更合适。 

 
第三，关于经济史研究的目的、作用、地位等问题。在小组讨论过程中，与会的

专家学者对经济史的研究是纯学术性的，还是学以致用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姚会元强调学术的现实意义；周翔鹤主张进行学术研究要有独立的人格，强调经济



史研究的纯知识性质。经君健指出，考据派对某一争辩、存疑问题作精细的考证，
学术价值绝对无可怀疑，它能使学术建立在基石上，成为有根之术。从学以致用的
角度看，每一个问题都有意义，作用可以为今天，也可表现在将来，为丰富祖国文
化，我们不能画框框限制研究范围，要容忍每一个学者发挥专长。裴汝诚、顾宏义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探微》体现了王安石与司马光治国理财思想的不同，并论
述了其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引发了对史料考证的讨论。王曾瑜强调了方志作为
史料在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雇佣劳
动，但却谈不上有资本主义萌芽。叶显恩关于“明代海禁与徽州海商”的发言，认
为晋商与徽商分别是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代表。16世纪中国的海商被称为“寇”
实在不公平。海洋经济的失败，是新型经济屈服于传统的农业经济。 

 
提交大会的论文还有谷更有《论隋唐五代宋初国家对乡村控制权的争夺》、魏天

安《宋代邮传网络的组织结构》、马玉臣《试论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与资金问
题》、张金花《从范成大诗歌看南宋商贸活动与商人生活》、罗家祥、田勤耘《宋
代官僚经商及其影响》、王福鑫《试论宋代旅馆业与政府干预》、黄正林《抗战时
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叶显恩《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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