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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 引 

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① 
 

 
一、小    引 
 

“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题目。 
 
我想通过这个题目来回答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中国经济史和怎样

来学习和研究。本文不打算从正面，也就是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方面来探
讨，而是想通过历史上中国国民经济到底在世界各国中是发达还是不发达，是一贯
落后还是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有过自己的成就，以及为什么发达，又为什么落后这
样一个虽然广泛但是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明我们应该抱什么目的，从什么立场出
发来研究中国经济史。 

 
近年来，不少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夭折原因的文章，从题

目到内容都给人以一种印象，即中国除了个别如丝织、瓷器等奢侈品手工业部门以
外，整个国民经济自古以来就落后于西方国家，就一无是处。这些文章的主要论据
大概是任何社会都应当遵循同一模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过渡，譬如
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中国这个封建社会既然迟迟不能实现上述过渡，
就必然是因为它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自来就不如世界上比中国早成为资产阶级社会
的国家。这里牵涉到的问题很多，诸如中国古代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原载《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1987)。 
 
时期的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地域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的社会或国家是否也能沿
着不同的模式道路发展等等。对这些问题我都没有什么研究，不拟在此讨论。我只
想对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即在我国上下都在戮力同心加速实现“四
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总产值翻两番的现阶段，我们这一个学科一一中国国
民经济史，是否能在继续研究诸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类问题的同时，也研究
一些其他较为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
学科。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经济史所担负的科学任务主要是一种历史学
的任务，它自然同时是一门历史科学。史学不同于理论学科，它要通过具体的历史
事实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事物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就是
规律)，也可以是一种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史要称得起是科学，
那就不只是描述具体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实，要解释其
中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获得经验教训。如此方能起到科学的作用、历史学的作用，
使我们以后的政策和行动更为明智一些。这恐怕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我们又应该怎样进行这门学科的研究呢?我以为应做到这样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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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史的研究不能述而不作。西方在19世纪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

所谓纯粹客观主义，主张写历史要像绘画、摄影一样，对历史事件作如实描写。我
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没有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能没有史论，既要遵循马
克思主义的原理，又要对具体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没有自己的想法，在研究中就不
知该如何起步，就会无所适从。选一个题目，研究一个问题，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
籍和档案文献中取舍整理材料，都得有自己的想法，分析研究就更是如此了。当
然，这些想法也不是完全凭空臆测，而是要有事实依据的。 

 
第二，经济史的研究要有数量概念。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思想史和历史人物传

记。要说明经济上的演变发展，必须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没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所
作的判断就很可能是不确切的。一种现象有多大的代表性，就是说在空间上占有多
大份量，在时间上延续多久，这些都需要量的研究。 

 
第三，要有比较研究。不经过比较，概念就不容易明确，论断就不容易符合实

际。比较包括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比较和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国家、地区)的比
较．只有通过比较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才能准确、中肯。因此，在一些可以比较的
方面把中国经济史同外国经济史加以比较，就可看出中国到底是发达还是落后，或
者什么时候发达，什么时候落后。对这些问题我提出几点初步看法，来同大家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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