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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大会准备的“综合评述”，大开眼界。它说明十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很兴旺，并真
正百家争鸣，卓见迭起。反观我过去的一些研究不过一孔之见，太狭隘了。因想，在这个
问题的研究上， 哪怕是个小专题，也要心怀大势。所谓大势即古今中外。就古今说，我以
为更要注意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了解今天，研究不好古代。就中外说我以为要把
握世界趋势。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每个国家所走道路又是不同的。傅衣凌先生晚年提
出二论，即中国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因为多元，它在明清时期向近代社会转变
中，千奇百怪，曲折跌岩，与欧洲迥异。但总的看来，仍未能脱离世界发展的共同规律。 

再谈点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我看几乎所有文章都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如何
如何。市场发展是否都是由于生产发达，有剩余要卖？16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不是由于
生产力发展了，而是因为生产力太低，要到东方掠取东西。马克思说过， 他们不是想输现
什么，而是想拿来什么。而当时中国正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拒绝了贸易。 

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
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
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
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 生产的发展要看市
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 

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德国历史学派原都是强调生产的。但到史学家出身的希尔布兰德。就
把历史归结为由实物经济到货币经济、再到信用经济。新历史学派毕歇尔更从交换过程来
看，由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发展为市场交换。 

1969年，J.R. 希克斯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是由习俗经济、
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这种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出现，经过二三百年的“市场渗
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社会的改造，最后出现工业革命和近代化。 

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 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
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 我
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写过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 今天我们研究这个课题，要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点出
发。现实中的这个转换，还是邓小平时代的事。但它源远流长， 历史中的顺流和逆流，成
败得失， 都为它提供材料和借鉴，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不过我曾在另一个讨论会
上提过， 不能把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同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等同起来，就没有
“转换”问题了。我在那次讨论会上还提过，资本主义是可以逾越的， 市场经济却不能逾
越，越过了，还行补课。马克思说卡夫丁峡谷，中国实际上就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时代，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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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它越过去了。因此，我想提出，在历史研究上， 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
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 

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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