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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专栏解说＊

刘 志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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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梁方仲教 授 诞 辰１１０周 年，我 们 开 辟 这 个 专 题 栏 目，纪 念 这 位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史 研 究 的 奠

基人。
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从王朝国家的赋役征派入手，着力于明清时期的户籍、地籍、田

赋、差役、货币、漕运、仓储诸制度，探究王朝国家财政与乡村基层社会的运作机制，以及社会经济各个方

面发展的性质。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以王朝国家贡赋体制为重点，与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食货志”传统一

脉相承，同时又嵌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分析性研究的范式，开拓了立足中国历史经验探索社会经

济史的路径。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曾经专注于市场经济学，忽视非市

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只是在市场的完善和不完善之间寻找让市场完善起来的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

应该重视非市场体制。２０世纪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同经济学这个传统相一致，以市场体

制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性模型，即使研究非市场体制的经济史，也是将历史线索放在市场体制从不完善到

逐渐完善的发展轴上去描述、分析和定位。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自然也不可能一下

子走出这个传统。但是，他从中国王朝时期贡赋经济体制入手，并以贡赋经济运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实

践，客观上将经济史研究引向了非市场经济体制分析的方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为纪念梁方仲先生的经典著作《一条鞭法》中文版发表８０周年，以及作为哈佛大学

东亚研究丛刊第一种的英文版出版６０周年，我们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在上海的哈佛

中心举办了一次小型的研讨会。这个会议没有采用惯常的个人报告论文并评议的方式，十多位对中国

古代贡赋经济有专门研究的青年学者聚在一起，就如何继承梁方仲先生开拓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从
财政问题入手推进贡赋经济体制研究的深化，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讨论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提出许多新

颖的思考和认识，让我看到新一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令人振奋。会

后，我向与会的年轻学者约了数篇文稿，先选了其中三篇编成这组专题论文。这三篇稿子从不同的角

度，展示了我们在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中关注和思考的一些带有方向性的主题。
在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中，贡赋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因此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把贡赋制度作

为一个财政问题来研究。然而，我们所说的贡赋经济体制，是指汉代以后的历史典籍中用“食货”这个概

念来表达的经济事实，以“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为核心内容。因此，所谓的贡赋体制，就不只是一个单纯

的财政体制，而是一个涵盖了中国王朝经济体系的整体性范畴。从这个认识出发，引出一个可能的研究

视角：虽然贡赋是王朝国家运作所依赖的财政资源，历代王朝也总是有一套完备有效的贡赋征纳机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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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财富和征调人力，但是，历朝君主制国家的资源获取和运用，并不只是以财政运作的方式实现的；从另

一个角度说，中国王朝时期，是否存在一个近代意义的国家财政体系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

为，在中国历史上近代意义财政体制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从贡

赋体制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过程相配合或同步的。以此假设为前提，梁方仲先生毕生研究的明代一条鞭

法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为中国近代财政体系奠定了制度转型的基础和方向。这里说的

近代国家财政体系，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地方财政的建立；二是国家财政逐渐形成一个集中管理并

统一核算的系统。本专栏收入一篇讨论明清时期“地方财政”的动态演化过程的论文和一篇关于明代末

年的定期奏报制度研究的论文，反映明代末年乃至延伸至清朝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逐渐转型及完善的

趋势，显示出我们期待能持续深化研究的一个议题，探讨一条鞭法之后形成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过程，
从中认识中国王朝国家贡赋体制的性质及其演变机制。

走出单纯财政意义的视域，在社会经济史的关怀下研究贡赋经济体制，是梁方仲先生一生的追求。
我们研究历代王朝国家的赋役制度，真正的目的不是要究明国家统治的手法如何改变，更重要的，是要

从中认识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贡赋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运作机制，首先体现在由作为贡

赋经济体制基础的户籍制度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的构造和变动中。梁方仲先生开创的这个研究方向，近

年来由于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展。本专栏中收入一篇利用徽州文书研究

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下的乡村社会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在贡赋体制的实际运作中形成和使用的图

籍文书，如何呈现出当地乡村社会组织的构造。这种研究的取向，同财政体制研究配合起来，体现了我

们期望发展的贡赋体制研究的旨趣所在。
这个专栏的开辟，目的是提倡并推动社会经济史领域里对贡赋体制的研究，日后期待有更多年轻学

者的努力，将这个研究方向拓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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