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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05)年初，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的拙文中，首次提出
了“同质社会”假说，但未及展开论述。在我看来，自先秦至明清，长达三、四千
年的我国古代社会，可以按其经济形态划分为四种先后相续的同质社会。这就是
(一)以“井”、“邑”即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先秦族群社会；(二)以“编户齐民”
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汉唐吏民社会；(三)工商业文明在农业社会母胎内全面成长的
宋明租佃社会；(四)插在汉唐和宋明之间的辽金元(西夏亦应包括在内)社会则带有
程度不等的游牧文明色彩，又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同质社会；(五)而清朝则是宋明社
会和辽金元社会的大幅度综合，这个综合的重大成果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农耕
文明与周边部族的游牧文明互渗互融、相交相合，从而奠定了今天拥有960万平方公
里、56个民族的现代中国版图。 
    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传承下来，其间既有区别(性质相异)、
又有联系(新旧杂陈)，还有转折、交叉和融合。从先秦族群社会向汉唐吏民社会的
转折发生在战国时期，而春秋时段已见端倪，主要是井田制瓦解、小农阶层的出现
和宗法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化；从汉唐吏民社会向宋明租佃社会的转折发生在晚唐
五代时段，而中唐已见端倪，主要是均田制瓦解、租佃关系发展、工商业文明的快
速成长和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 
    公元10至13世纪，契丹、党项、女真等周边游牧部族迫于气候(第三寒冷期)等
原因逐步深入黄河流域，内地农耕文明的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到长江中下游，更加靠
近东南沿海出海港口，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两浙、福建、广南等
地，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得以崛起并初步成形，于
是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
洋”，汉唐大陆型帝国至此向两宋海陆型帝国转型。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向
及其内在特质的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
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
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
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中国社会已然处于近代化的前夜，或者说早在北宋中叶
以降，近代工商业文明的曙光已经依稀可见。这比欧洲至少要早三、四百年。 
    遗憾的是，宋代、明中叶、清中叶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一再启动的都
市化、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进程，却未能结出现代化的正果，其最为直接的原因当
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13世纪由蒙金
战争拉开帏幕，中原和江南屡遭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
制、匠局制(实即工农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死灰复燃。这些落
后因素在明初社会打下深深的烙印，一直要到明中叶城市化、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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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才重新启动。然而明末清初又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其时战火尚在燃
烧，又伴之以圈地狂潮，城市社会经济再次受到重大打击，北宋以来一再启动的原
始工业化进程也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18世纪的康乾盛世虽然持续了百余年的和
平，但人口从一亿狂增至四亿，社会经济陷入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
(Involution)陷阱。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制度环境中去寻找。海内外学者经数十年之比较研
究，发现近代化诸因素的成长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而且需要
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更需要一个趋向民主化的宪政秩序加以支
撑和呵护。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证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仅就明清而
言，大一统的专制集权政体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政治衰退倾向(如皇帝不理朝政，宦官
操纵朱批，朝内朋党相争，文字狱愈演愈烈等)；国家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
残工商业活动(如矿监税使)；不知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反而一再“禁海”、“迁
界”；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将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制度纳入到旧式
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
封建官吏，各级城市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至于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在实现其“伦理学转向”后愈加精致却又愈加内
敛，一面用“存天理、灭人欲”来愚弄百姓，一面用“君权神授”、“朝纲独揽”
来取媚君主。笔者曾将这些弊端称之为“制度性缺陷”。而此时西方已经启蒙运
动、工业革命而蓄势待发，1840年后的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落后挨打的泥潭而无
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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