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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郭痒林

试伀中＠右代的封过市场径济

市场经济，无论是哪 一种社会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其本质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组成的

商品经济的固有规律一价值规律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因而市场经济是调节经济的
一 种手段和方法，是调节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经济关系。中国式的封建市场

经济，源起千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从秦汉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中

国式的封建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商品、商品交易和市场。 当时诸侯国的国都，一般都分

为大城和小城。小城是国君和贵族的住所。大城是一般官吏和手工业者、大小商人和一般市民

的生活、生产和经营商业活动的场所。 从世些文献的 记载来看，当时作为商品而被进行交易的

有土地、食盐、铁器、粮食、布帛、陶器、木器、家禽牲畜、珠玉宝物、齿革羽翩等。 也就是说，当时

交易的商品主要是土地、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当时的商人队伍分为不同层次。在商人队伍

中，既有开设店铺， 从事正当商业经营活动的一般商人，他们 从大商人手里购进货物，零星出

售，赚取利润；也有亦工亦商，前店后坊的手工业者兼商人，他们 ·面从事手工业生产， 一 面把

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售，他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顾客，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尽快销售，因而做棺

木的人希望多死人，做车、轿的人希望有更多人做官发财；还有 一部分人是专做围积居奇活动

的人，这就是《孟子·公孙丑》所说的 “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耳。 有贱丈夫

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 中的“ 贱丈夫 ” ；还有一些转运商人，他们把 一些地区

的商品收购运输到另 一些地区去销售。 这部分商人资力雄厚，他们依托官府势力，从事长途贩

运。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发现的楚王发的鄂君启的通行证就是证明。按通行证上的规定是：陆路

运输的车辆数 一 次不能超过五十辆，如以畜力和人力运输，每十个牲畜或二十个背子为一车。

水路运输的船数不能超过百条，但不得运载马、牛、羊之类商品。 只要在规定范由内，凭证都可

免税通行。 从陆路运输一次限额可达五十辆车的货物，水路运输 一次可有一百条沿的货物，足

见当时的 转运贸易是相当发达的。转运贸易的发达，说明当时 中国的商品经济还处于商品经济

发展长河中的始初阶段。 由于从商之人较多，私营商业比较发达，因而商人之间的竞争也十分

激烈。 正是这种竞争，造就了一 批善于 从商致富的人，以及以经商实践经验为基咄而又高于实

践经验的营销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计然、白圭的“ 积著之理”和“ 乐观时变 ”。计然是否真有其

人，说法不 一 ，这里不作考证。 但史书中记载有所谓 “ 积著之理”。 按史书记载，计然的 “积著之

理”是说从事商业经营时，必需要进行市场预测。 计然认为对市场进行预测要依据衣业生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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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年成的循环规律。他认为衣业生产的循环规律是几年为一个循环周期，即“

6岁穗，6岁旱，12

岁一 大饥 ＂。 依据这一规律就可预测市场行情的好坏。因为农产品的价格会随着农业的丰炊而

发生变化。在丰收之年时，市场上的农产品供应必然大于对农产品的需求，这样，衣产品的价格

必然要下跌。 反之，在荒歉之年时，衣产品的价格必定要上涨。 这种营销理论在当时商品主要

是农业产品以及农副产品的条件下是很杰出的市场预测理论。 这种市场预测理论的依据原则

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在他的
＂

积著之理”中还包括这样一个经商的原则：即商

人所经营的商品以将来市场上最为需求的商品最为有利可图，这就是他的
＂

旱则资舟，水则资

车 “理论的精髓。 这个理论的字面解释是：干旱之年买进船只，大水之年买进车辆。因为按其农

业生产循环周期理论，大旱之年后必然是大水之年，而大水之年后必然会有大旱之年。 大水之

年时，商品的运输必然要用舟船，而不能用车辆。 而大旱之年时，商品运输必然要用大量的车

辆，而不能用舟船。因此，大旱之年时买进舟船，来年必然获大利，而大水之年买进车辆，来年也

必然获大利。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的营销原则，对于当今的商业经营者来说也有很好的借鉴

意义。白圭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之所

以能成为商人供奉的祖师爷，根本在于他所提出的
“

经营之道“，即是他的商品营销原则。 白圭

的商品营销原则是“

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

之食。 太阴在卯，穗；明岁衰恶。 至午，旱，明岁美。 至酉，穗；明岁衰恶。 至子，大旱；明岁美，有

水 。 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能簿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

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莺鸟之发。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白圭的这套营销理论既涉及了经营商品交易的基本原则，也涉及了经营商业的方法，以

及一个善于经营的商人应该具备的品质。这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值得称道，因而白圭被尊奉

为商人的祖师爷，犹如孔子被儒生尊为至圣之人一 样，即使在今天，对于我国的经商者也还有

很重要的借鉴价值。白圭认为经商要成功，就要做到“智” 、
“

勇 ” 、
“

仁” 、
“

强”。
“

智”就是要有“

智

谋 ＂，要随时掌握市场形势的变化；
“

勇 ”就是要在具体经营时，当买则买，当卖则卖，要果断，不

能疑而不决。 而所谓 “仁“是说市场上需要某种商品时，要舍得把商品出售，当市场上大家不要

某种商品时，要敢于把商品购进。
“

强”就是要善于掌握机遇，不能不等待时机，也不能坐失时

机。如果不具备
“

智” 、
“

勇 ” 、
“

仁” 、
“

强”的话，要学白圭也是学 不象的。白圭自己也这样说，他说：
“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权，终不告之

矣。”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统 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以后，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由于社会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由于商品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固有规律作用的结果在不断分

解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市场经济。封建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 、进入市场的商品越来越多。 这里既有农业生产结构变化造成的结果，也有手工业生

产发展的结果。 就农业生产结构来说，主要是农业生产领域中经济作物的品种越来越多，种植

经济作物的农户越来越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多。 例如茶叶这一经济作物，自唐代以

后，一 直到了元代时，饮茶被当成了和柴米油盐酱醋 一样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了。 元代武汉臣的

《李素芝风月玉壶春杂剧》中的老旦上场词就是证明。这老旦的上场词说：“

教你当家不当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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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当家乱如麻，旱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首词的原意是什么？这里就不说了，但这

首词道出了在元代时，茶叶已成为居家生活的必需品了。茶叶之成为居家生活必需品的事实说

明，种植茶树的农户不少，茶叶产量不少，茶叶进入市场流通的不少。宋元以后棉花广为种植的

结果是棉花大量进入了市场，从而又使市场中增加了新的商品。 按史料以及一 些专家、学者的

研究，棉的广为种植是元代的事情。 元初修撰的《农桑辑要》木棉条中说：＂大哉造物发生之理，

无乎不宜。 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石，滋茂繁兴，

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 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悠悠 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辞。

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然皆

为中国珍用，奚独于棉麻而疑之。”这段文字说明，当时的关中陕西一 带已经种植棉花了。 元代

棉花在江淮地区的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广为种植了。 明代后，棉的种植更为广泛。

植棉地区越来越广，必然是棉花进入市场越来越多。 而且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的扩大，粮食

进入市场的也必然越来越多。 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后，必然使种粮地亩减少。 这样，种植经济作

物地区的粮食就需要从外地输入，粮食在地区之间的流通就必然增多。 这里还应该说的是，粮

食进入市场的增多，还和粮食作物品种增多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和番薯、玉米种植地区的广泛

紧密相连。 据资料，明代时，种植玉米的地区有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广东、

广西、云南等省，到清代康熙年间时，辽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也种植玉米了。至于番

薯，自明代福建人陈振龙从菲律宾引进种植后，到清代时，福建、云南、广东、浙江、江苏、台湾、

四川、广西、江西、河北、湖北、山东、河南、陕西、贵州、山西、安徽等地区都已种植了。番薯、玉米

都是高产的农作物品种，而且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地、沙冈之地都可种植。这样，随着番薯和玉米

的广为种植，不仅必然有大量的番薯和玉米进入市场，而且，由于番薯和玉米的广为种植，还使

不少原为贫苦人家的主粮的稻麦进入市场。

农产品由于经济作物种植的广泛而有更多进入市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也使得商品经济

在发展，商业和市场在繁荣。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少手工业品早就进入市场了，如丝麻织品，铁器

生产工具等。 时至唐宋，由于瓷器业的发展而使磁器也大量的进人市场。

第二、有形市场不断增多，有形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 些有形市场不仅白天有商业活动，而

且晚上有夜市。所谓有形市场不断增多，那是指唐宋以后的一 些手工业区，一 些交通要道，逐渐

变成了市镇，或者变成了墟市和草市。例如明代的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地，由于

地处运河线上以及明成祖建都北京而繁荣。 《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记载了明永乐二十

一年山东巡抚陈济上言中说的：＂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会都北平，百货

倍往时，宜遣人监课 一年，以为定额。”就是证明。又如汉口，据清人范楷《汉口丛读》卷三所说的

“三国时，市盛于右阳，迨唐宋时则集于南市，元暨明初，又萃于金沙洲，弘治以后，沔水于部师

口直冲入江，而汉口遂有泊船之所，乃市列渐盛矣。 兹汉镇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千穑

万船之所归，货宝奇琦之所聚，淘为九洲名镇。 然肇于有明中叶，盛于启、正之际。”(!)

有形市场增多的同时，原有的一 些有形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如杭州，唐时仅是 一 个
- 州治。 南宋时期，变成了全国最大的都市。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铺席条说，杭州

”

五间楼北，

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及现钱，谓之 ｀ 看躲钱 ＇ ，……自融和坊

北，至市南坊，谓之 ｀ 珠子市 ＇ ，如迂买卖，动以万数。 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

处，收解以于万计。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展，两街

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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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 ……其采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

数，处处各有茶坊、洒肆、面店、果子、彩车、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鳌腊等铺。 盖经纪

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于此同时，一些有形市场的营业时间也

不断延长，不仅白天有商业活动，而且晚上也有夜市。 一些诗人还用诗文来描绘一些夜市。 如

王建描写扬州夜市的诗句说：＂夜市迁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张籍形容广州夜市时说：
“

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浅昭 ”等等。 连唐代首都长安也出现了夜市。《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天

拓三年（公元 906 年）闰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腮尺禁闱，伏乞准元敕条例，鼓声绝

后，禁断人行。近日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特乞再下六军止绝。”按城皇使奏，长安市内

夜市兴盛，非出动军队不能制止了。有没有出动军队制止夜市，不得而知，但夜市无法禁止则是

可以肯定的。 因为夜市的出现是一定经济的产物，是商业繁荣的结果。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过程。 封建社会的商品经

济对自然经济的分解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资本得到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

为目的的性质，促使衣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 这种作用表现为粮食生产上的商品化趋势；表

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如唐代及其以后年代的人们广泛种植茶树，采摘

茶叶以供应市场需求，宋代开始甘荒的广泛种植，以及元代开始植棉事业在江南地区的广泛种

植等，都表明了农业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了。

第二、由于衣业生产领域中，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便使一些衣户为

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也越来越明显了，如在宋代，一些种植甘荒的农户，开设了作坊，熬制糖

霜，变成了
“

糖霜户兀他们除用自己种植的甘庶作为原料而外，并收买了一些荒农的糖水，熬制

糖霜。

第三、一些原为农村家庭副业的生产逐渐和农业分离，成为独立的城市手工业部门。

第四、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多，手工业生产领域中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也更为明

显。 手工业生产逐渐地从属千商人资本。 商业资本则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媒介，逐渐变为

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媒介，又是生产的组织者。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商品经济虽然在不断分解自然经济，但

直至 1840 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自然经济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因为
“

商业对各种

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 但是它对

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的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

结构。 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

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市场经济。这个市场

经济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和调节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中国古代的封建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由消费品巾场、生产资料市场和金融市场、劳动力市

场组成。

消费品市场。 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当时的一些有形市场主要就是消费品市场。 这里不

作详细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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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市场。这不仅表现为一些市场上在买卖消费资料的同时也买卖小型的生产工具。

这些小型的生产工具无论其体积大小、轻重，甚至也可用在生活儒要上，但其根本则是为进行

工 衣业生产，就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这是生产资料市场。 这里分析的生产资料市场还不

主要是指这种市场，而是指的土地交易。土地交易在《汉书·食货志》中所记述的董仲舒上言中

已经得到证实。董仲舒上言中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

者田连旰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

。自此以后，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作为交易的商品的。 土

地这一商品的买卖虽然不象消费品，也不象其他生产资料如手工工具那样在有形的市场中进

行交易买卖， 但要进行交易买卖总是事实。 买卖本身就是市场，不过这种市场在当时还没有限

定于一个固定地方而已。衣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土地则是农业生产得以进

行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因此，土地市场就是生产资料市场。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即当时的钱业市场。 钱业市场是和服务于商品交易活动的金融机构

的 出现和这些机构的业务拓展相联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金融机构有
“

钱铺"、“银号
”

、
“

钱庄
”

、
“

票号”

、“帐局
”

等名称。票号的起源，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是在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由山

西颜料商李正华、雷履泰所创设的
“

日升昌
＂

票号。 票号采取分支连锁制，在总号以外设立分庄

或联号。票号的组织比较特殊，股东分为银股和身股两类。出资金的为银股，出劳力的为身股．

职员中若被主管人员认为可靠或可以造就的，就给以身股。三年结帐一次，按股分红利，其业务

为汇兑和存放款。银号和钱庄的起源 因为各地不同以及资料关系难以确定哪一家是最早的。例

如上海钱庄业的兴起按现有史料记载，只知其源起于明代中叶的钱铺，或称
“

钱店
”

、“钱肆
＇｀

，明

末才出现钱庄的名称。 但钱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得很快。如上海，乾隆年间已经成立

了钱业公所，1776一1781年有 18家钱庄参加了钱业公所，1786一1796年时有可识别的参加钱

业公所的钱庄有 64家，其他还有24家的文字无法识别严银号的起源各地不 一，同时也难于详

考。 如广州，早在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3年）时已有银号行业的公共组织 －r 州银行同业会

（俗称忠仪堂），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时人会 银号有 36家。＠北京在康熙六年（公元

1667年）
”

就有了银号和钱庄的行会组织，名曰正乙祠，又称银号会馆，是由浙江绍兴人建立

的。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纪》记载：
“

当年京师钱庄，首称
“

四恒号
＇

勹始于乾嘉之际
＂

。Q飞钱庄银号

都经营存放款业务，钱庄还签发庄票。”帐局
“

源起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山西汾阳商人王

庭荣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帐局，经营存放款。放款对象为交往的工商铺户等。由于这些服务

于商品经济的金融机构的出现，在一些地区因此而形成了伐业市场。 所谓钱业市场就是
“

钱庄

同业相互之间进行货币兑换、异地款项划拨和资金余缺调剂的市场。”＠如浙江省在一八四0

年以前已形成了宁波、绍兴、杭州、湖州、温州和兰溪等六个钱业公所和钱业市场。＠

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形成于康乾时期。劳动力市场就是买卖劳动力的市场，这种市场

是和雇佣劳动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中国雇佣劳动，出现很早，如陈胜就曾尝为人佣耕（《史记·

陈涉世家》入按一些史料记载，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了。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里都存在着雇佣

劳动。 这种雇佣劳动，就是雇主出钱雇佣劳动者，劳动者在一定时间里为雇主干活并以此获得

雇主给予的报酬。 这种报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很长一个时期里不是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说，

当时的这种雇佣劳动不是雇主购买劳动力，劳动者出卖的也不是劳动力。因为当时的雇佣劳动

关系的双方在身份上都不是
“

自由人
“

，他们都是对封建国家有人身依附关系。但自清代康乾以

后，中国的这种雇佣劳动就是买卖劳动力了，到这时，过去的雇佣劳动市场也就发展成了劳动

力买卖的市场了。 因为康熙时期规定了
＂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

，又推行了地丁合一制度。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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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取消了户口编审制度。 无论雇主和被雇佣的劳动者都是身份上自由的劳动者。 所以，在这时

发生的雇佣关系，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劳动力买卖了。 这样的雇佣关系，就是劳动力市场。

中国古代的封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封建政府。

市场是买卖商品的场所。 因此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总是有商品供应者。 从一些文献记载来

看，当时市场上商品的供应者主要是衣民和手工业者。 由于古文献缺乏完整的商品统计资料，

这里无法对此作量的分析，但从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南宋都城杭州市场上的商品结构中

也可以说明一般。 据吴自牧《梦梁录》团行条说：“市肆谓之
｀

团行＇ 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

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其中亦有不当行者，如

酒行、食物行，而借此名。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村九团、浑水闸鳌团。又

有名为
｀

行＇ 者，如官巷文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侯潮

门外南猪行、南土北门菜行、坝子桥双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 更有名为
｀

市 ＇ 者，如炭桥药

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且如桔园亭书房、盐桥生帛、五间楼

泉福糖蜜，及荔枝圆眼汤等物。 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
｀

作坊 ＇ 者，如辗玉作、钻卷作、笢刀作、腰

带作、金银打锻作、襄贴作、铺翠作、袚捎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

作、钉佼作、雒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器作、冥器等作名。又有异名
｀

行 ＇ 者，如买卖七宝者

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钱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
”

。 从这些
“

团
”

、

“行
”

、”作
”

的名称看，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市场上的消费品的生产制造者是农民包括渔民和小手

工业者，这就是说封建市场经济的商品供应者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当然一些王朝如汉代实行

“均输
”

“平准
”

时，北宋王安石执政，实行市易法时，政府也向市场提供一些商品，但这些商品并

不是封建政府所制造的。

在市场上购买商品的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还有商人和一些封建政府。 农民、手工业

者、商人是市场上的商品购买者，这是人所共知，毋庸分析。一些封建政府也是市场上商品的购

买者，不但购买消费品，而且购买土地，如宋代就曾购买过民田。

封建市场经济具有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 例如唐代及其以后中国茶树种植的面积日益增

多，乃至元代及其以后种植棉花作物面积的日益增多等，都是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在日益增多。

由于市场上需求的增多，茶叶、棉花的价格就上涨，农民就另垦土地或把原先种植粮食的土地

改为种植这些经济作物。这种开垦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或把原先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改为种植

经济作物，都是市场在调节土地资源的配置。

中国封建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固有的规律，以及工农业生产和

商人阶层活动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些封建王朝培育的结果。这里说的培育当然不是指封

建王朝自觉进行培育，而是一种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所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结果，是工农业生产者和商人阶层活动的结果是十分明显而不用多说的。这里主要说一说封建

王朝对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封建市场经济的培育。 就中国古文献的记载来看，这种培育，主要分

为三个方面：

一是培育商品生产。培育商品生产主要是一些王朝征收
＂

户调
”

的政策，以及鼓励种植经济

作物的政策等。 如曹魏的征收
＂

户调
“

，乃至唐代初期
“

租庸调
“

政策中对调的征收等。 征收
“

户

调
“

政策实施的结果，迫使农民广植桑麻，养蚕堁丝、织麻，然后纺织成绢帛，这就直接使农民可

以向市场提供更多的绢布。而元代规定江南地区要交纳棉布的政策，更是促进了江南地区棉业

生产以及棉布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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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市场管理。 使市场交易趋于有序化。 这种管理在唐中叶以前主要体现在对国内

贸易市场的管理上。 其具体办法是：凡商工必有“市籍 ＂ ，即商人具有和其他社会居民不同的户

籍；商人从商要在政府指定的“市”上进行；政府对“市”进行严格的管理。按史籍记载，唐代中叶

以前对“市”的管理办法是，“市”的四周有围墙和居民住宅区分开；“市“有“市门 ”，市门启闭有

时；政府专门设立了管理市场的官署和官吏，其主管官吏是“市令 ”或 “市丞 “ , “ 佐"、“史”、“师 ”

等是具体管理人员；商人在市场上出售货物时，一 律要用官定的度量衡称量，如果使用私人制

造的度量衡量货物，则要受笞刑和惩罚；凡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均分为精、次、粗三等，分别按

等售卖，每五天估价一次；在“市”上出售的弓、矢、长刀等器物要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并且在器

物上要注明打造者的姓名，否则不准出售，如果是粗制滥造，货物要被没收，出售货物者受杖

刑。 唐中叶以后，对国内交易活动的管理主要通过税收政策来管理，但对国外贸易的管理则加

强了。这表现在一些王朝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国外贸易的机构，如唐、宋王朝设立的“市舶司“ ,

以及清代的“公行”就是这样的机构。每一个王朝的具体管理办法，由于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而

不同，这里不再具体叙述了。

三是培育参与商品活动的中介人和中介机构。 如宋王朝设立“官牙 ＇勹为买卖双方说合贸

易，明、清王朝规定私人开设牙行需经官府批准，领取营业许可证，和每年都需交纳税银的做

法，都是培育封建市场经济的办法。 当然，就这些王朝来说，其目的是为了财政收入。

注：
CD转引自韩大臣著：《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杜1986年版，第43页。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

版，第138页。
＠同上书，第160页。
＠同上书，第206页。
©同上书，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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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博士后笫二届经济学管琪学学术研讨会
”

在我坟召开

由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上海市博士后联谊会、上海

市浦东东厦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财经研究》编辑部协办的“ 全国博士后第二届经济学管理学

学术研讨会“千1998年5月30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会期两天。我校党委书副书记朱沪生、

副校长夏大慰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苏东水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彪如教

授、上海财经大学杨公朴教授、颜光华教授、徐政旦教授、杨君昌教授等作为嘉宾出席了会议，

会议就金融、产业经济、企业管理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一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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