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全国市场看 18 世纪中菌的经济发展

一－80 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回顿与反思

贯杰

1111蒋经济史研究中，对F碍§乾时期经济；迅二奇：i尝长现象的认识f以乎己为不争之

i言代前；号J' ＂吉王挠；的发摆手F，时［吗积空｛臼j i二部超i二tr巧代有为的王朝

、农业和子i二业中的商品生产、市场…体化，以及财政制度、租借制度、 j在

］；专iu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地大大超越前找”＇ ＂是ijt 闺封建经济发展的高持” 2 C 

！湾经济史学的地按：苟言，“ 1t:i 罔经济史研究在小揭史学研究ψ确实

’的特殊地位”，“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我国的史学研究的

r:)1 I蒋经济史研究上。” 3 因此，？言代经济史可 i'i'I 小怪i 史学研究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康乾时期经济发展最为鲜明的外在标志，或者说，理

E拉何入手，何以集1t1体现其发展水平，这一问题的

t：问：纪 3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飞也是 M我出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

υ 当熬更是请代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起点与终极关怀。

，存在很大分歧，仅萌芽产生时

飞哇！耳边”、“内汉说”、“唐代氓”、“宋代氓”、＂元代说”、“明代说”、

代说”等不同现点。其中，资本主义产生子明清之际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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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为我们从宏累过上挺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权威者法俨她指出，

的发生过程，

。明芽的历史是平淡的，

一，紫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生产关系， mi不是一厂一店，因l；有不能用

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

强！泛地看持，必须有一定的室。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只有多发性，是可以

重复兢察到的。第二，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米说，

薪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同碍，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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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有延续性。以i工分析不难看出，“资本主义萌芽”具有平泼性、反复性和延续

性等特点，是一开放的研究视角，同时自然也充满了歧异与不确定性。具体到清

代经济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开放性为我们提供出极大的讨险？在闷，出现大

量扎实的实iiE研究成果：然伴生ml米的歧异、不确定性又难以切中康乾时期经济

发展的要害与关键，往往疏于髦的积累、额度、广度的增加等泛泛部论。

90 年代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巾渐趋冷落。字

估量在充分肯定“萌芽”研究历史贡献的同时，从学理！；进行反省军n批判，将其

定柯：为一种学术“情结”。他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中闰统济史学的贡献

主要有三点：苦光，体现出一种比较史观，把中归作为 tY；界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其次，打破和摆服了“ q1 i制字滞论”与“ 1111市一一反应”模式，指明中国历史变

迁功力米自本士的正确方向。第二，基本弄清诸如商品经济、 j包｛熔劳功、早期：1

1业化等重大i问题的历史事实，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然币，＂资本主义萌芽”究

觉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养活。从学理仨分析， ;It关键原民在于，迄今

为止，两万学界对什么是“资水主义”仍然“话：也说不洁”，更远诠何出其“骑芽”

”揽念米弄清前，二It研究自然也为一科建权在锻设了强置基础之i二的讨诠，

道：；每之归结为研究者的“一种愿望飞即“资本主义情结”。 7 由上班述，

的经济面貌己有大最“萌芽”研究的深厚基础，然立才其进行学术史

、多 ITIT 肉的历史实辑： 1，找 rl才能够恰巧鲜明体现其时经济发展水平的

尽管学界对洁康乾时期的“破i芷”提法捋有争议，然对其时经济发展显著却

存在共识。“我们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毫无疑义，应当把各个历史时期交换的发展

早日变化置于芮要地位，大）J去探索它。那么，从何着手去进行这种探索呢？ @1答

是一一一从r1T场着手” 8 0 

综:x.mr古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实况，结合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进展，可以看出，市

场，无疑是解读i古代经济史的绝佳奴j入点，亦；最能集q1体现、衡量这一则期的经

济发展水平。

一、市场z 触摸“康乾盛世”经济躁动的不二法门

康乾时期的市场问题并非： I干L纯的在前代基础上的承袭与发展， ml是在市场内

涵、市场机制方面均开始或正在发生着根本性转变，这或许才是康乾“感 Ill；”真

正重要的经济成绩。榻拈 j百论， 17一－19 I让纪的中闰经济开始步入“经济全国化”

“经济全球化”的全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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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搔念磷指某个政治地接业

已写支持的经济统一性，该地域必定相当宽广， Jt；在国首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4

家’，也那是从前人fl']更常说的＇［花旗离家’”：l 0 “如果没有单一的民族i鸡

肉革11 ［蒋

百J兑，｛f 1J1j方史家服r:j1,

大主阂。 miJt, rJ日欧的市场经济发展与民族阔 ，在双

方对抗融合的矛后互动中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

指出尽管“民族j蒋家乡’与“市场经济”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g这

以前的柯：会就是由苓散和强立的社区组成”。具体到清代｝苟言，“尽管

这个惜！均不具备恕军各地方蒋性的现代民族闲家的势力，组它确实在其整个地域rj1

口、资滋幸11观念的波动。这些早期的陪绵不｛又是现代国家和市场

盯还雨不同的原因和以不同的逻辑联系着一个融为一体的1哇

，中间的卖际情况与两欲不［吨。也正因如此，相对于两方学界在“民族

市场的出现改变了墩踹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一命题基本达成共识的错形，关于中

南历史上市场内涵、发展水平、作房、功力等 fiiJ嚣的讨论与分歧则要激烈、复杂

得多。上述彭［＼；街此Jil}、路，通过对 rj1 附历史的比较，却得出与从前东西方经济史

学界均大利；径庭的结论。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对建立一个不是简单摸访两方

模式的市场经济所作的努力”，其结论可归结为：“ 1jq我比较寓楼的地区迟至 18

’。 11 其结论正确与有姑Jl.不

清代；是否浩成了统一的岗内市场，是滔代市场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市场

是否能集小反H~i古代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旨所在。如前诠及， Ei!;！矢市场在西欧历史

发展ill羊毛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内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费

尔i蒋·在i罗代尔于 1979 ＇.年在法国在黎出段了在作《十五五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

纤济和资本上义》，其中将市场经济标予以若｛投资，被定位为西欧 400 年米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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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第二层次（第一层次为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第二层是资本主义）。 H

相比mr言，中 i或史学家对本国市场史的研究及理论反省并不逊色c 从时间上

讲，中国学者对中国民族市场和罔内统一市场的关注，早于布民著作问H！：近 20

年，在 1960 年代初一度成为争鸣焦点］tiO 以研究基础mr论，中 i到学者对民族市场

问题发生兴题主要源自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而马克思的著作在西方经济史

理论脉络当中占据若不可逾越的重要地位，因此两方学者即使在理论探讨方面也

不具强势地位。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仁t1 指出， ib克思的贡献恰恰在于对

市场兴起的强调口，当然马克思对经济史理论的贡献并不及此阳其后有i罗代尔

集大成式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更证明关于ι11 国民族市场的研究意义重大。布民发

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肉的概念，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

质的，它有时甚至是反 4资本主义经济’”［9 。

一、 20 散结 60 年代z f器绕“民族市场”与 u统一市场”的讨论

同内挠一市场热x.H才论的居点，出自组丹戈 1959 年编荐的《鸦片战争前

中同祉会给济的变化》－1So 读书批评了研究rj1 问近代经济史“从外因资本侵入

小网时JT：始”的做法，主张向首先“对这个大变动以前的小岗社会经济的情况和

己始有的变动”入子，〈可兑 80 年代以后 1111写史学界对“欧剖中心诠”的

“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ti就已涉及，并非新解〉进而提出， 19 t到：纪J:

＂＇网技济已经发生了J,iH寄：变化， J:t；重要标志便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作者－

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是缓链的和运渐的，它经历了一个很

长的时践，虫p从第十世纪开始显露了→些迹象，到卡六!LI：纪发生了比较巨大的变

化，二最后到十九 1):1：纪初j叶才表现出了和以前有显著不同的新的情况”。 2l

伍丹戈首次提出“统一的国民经济”概念，“其所谓 4统…的阔民统济’ .uJi; ＇全

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就是指统一市场或民族市场mr言”＂，其构成要素有

三，即“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商业交道的发达”。伍氏认为“统

一的罔民经济”如步形成于切代小叶，到了清代，“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

强，陆民经济获特进一步的发展” 2'，“鸦片战争以前中网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联

系比明代更密切的国民经济整体”白。同时，作者也看到“明代中叶以后，全国

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改革：的不平衡飞并不否认广大落后地区“侣的停留在自给自足

的闭塞状态” 2·1 o 

然雨，作者在分析此种不平衡性的原因时，并未：将“小农经济”与“商品经

济”进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桩架之中，恰恰表示出极大的宽容和监壤的乐就，强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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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人要有广泛性。孔经纬认为， fii丹戈之误

“；在追常的大小市场和社会生了动分工的发展状况与统一TlT场 ll.X 民族市场的用

成混为一段”。商当时南内统一市场的条件并不具备，“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变成

商品生产者， j｛：钱赖市场。在生产品 rji真正变成商品并按照一定的市场价格与广

大F层人民发生交换抒为的部分，甚为少见。”孔丘认为，明？言之际促成资本主义

萌芽的动力并非“商品经济的

然去iJ米作出《YP·附怦。出

孔经纬将1t：院“钱一

民族市场；是一历史产物，

飞米能冲破“封建经济的分割性和地方性’飞

”的思成时间界定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他认为，

资产阶级夺得政权或实现其专政以后才形成

的飞如“英、法早在十五 II士纪米 [2.1.前即已有了民族市场”；也“

制度和封建割握状态的完全洁灭”， i对此不能提“民族市场”和“资本主义梅内市

’海为一谈。然雨，作者对明j言时期的市场问题并米过多论及，仅归结为“

本主义萌芽’p 阶段；而是将“统一的民族市场”的浩成直指“ 1840 年鸦片战争发

以后飞孔民摇摇乔启明《 1j1 同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 27 得出， J.l；时绝大

t（与市场发生辛苦奴j联系。声：i章：散、河北、？可弱、山甜、桥建、江苏六省的 2370

户农家小，通过市场购买来模足的数量与全部；自费数；髦的比例如 h 食物市 16.8

占 11.3%, f朱：药与生活改进方留为 100%，个人嗜好占

99. 7% ，器具设备占 95. 1% ，杂珍i f与 99.20 农民也开始广泛使用货币： 1922 年

河北盐山农民的货币；在入占总投入的 56% ，支出占总支出的 71%: 1925 年四川

成都附近的农坟，倒农货币投入占 84% ，货币支出达 93% ，学自耕农货币收入市

88% ，支 rt，占 65% ，自耕农货币收入市 87% ，支出即市 40% 0 －~豆子鸦片战争以

1日，同内港口贸易的变化蜒更为以莉，根据其论述制出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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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使 fuJ

i对双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史泣弄线的不同理解而起。

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入手，在理论指导方面别无工致； i l.双方坊承

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名：作小何为两方史实、何为菜

。正如孔经纬自i应 rt1

' ｛旦地所谓的“全同统一的国内市场’，

，“问题的实放在于他要在有认中萨比I:

（即成族市场〉早在秦汉时后特别是明

下，陆入到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的自

主义字!:JI立的统一市场（至少具有萌芽性质）的离难选择。“四回；所以；在十五 tU：纪末

呢？” 3l

，而“直到鸦片战争前中

间在封建臼给自足自

，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定位问题。争鸣背rn亦反映出学者对近代经济发

展水平认识i二的分歧。此种分歧背盯其实是关于如何看待外阁楼路对中 i蒋经济的

问题。陈诗启认为，对近代rt1 i间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能过高估计，除沿江沿海

及棋路所及地区外，广大农村内部的生芋，济联系相当薄弱，；刘内市场存在分挺)j)：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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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有直接关系，因此近代小 i翠丧失了形成民族市场的可能枝，

发展起来的是依i肘子外国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市场阳市主张“鸦片战争前已形

成国内统…市场”的学者则认为，“外商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根本士在塞民族市场

的形成挺舍，只起一些阻碍作用，有时甚至还剌激了说族市场的发展”如

三、 20 世纪 80 年代：果承明及其清代盟内市场研究

20 吐纪 80 年代，髓看i:1-11 怀！经济政策的转变革！］经济史研究的累积进展，市场

在清代经济发展 1:j:i所起的作眉及其重要地位再次受如关注。“过去半个 ILI:f己以米对

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总体上由阶级斗争学说与市场经济学说主宰”，＂ 1980 年代初J

以来流行的则是市场经济学说”。 37 市场成为衡；最清代经济水平的焦点，牵涉整个

清代经济发展还是停滞，或发展与制约并存的根本性问题。近年米由此引发关于

清代经济史的讨论更加深入，进rm形成一场从国外波及网内、涉及中饵历史比较

380 

i览无疑是清代市场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在重生

的翻子里打转的时候，先生已经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 390 吴承明问

撤个人研究经历时谈到，他从 1981 年起转rm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它是从

主要商品的运销和大商人资本等方面，分别考察了明代、 j古代和近

代的岗内市场： 90 年代，又从人口、物价、财政、商投、货币等问题 i二，考察了

16…-17 Hl:ti己和 18一－191段妃i二时的中！现市场”，并将最终的落脚点放在“班代

化闲案”号察上，即“用市场和商业米研究现代化问素的产生和发展，符合这时

茹需求帘功生产的茄史情况”。吴承明主张i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应该从原来的

“资本主义萌芽”转换为“市场发展”。一方面，原米的史科不足剖题可以解决，

“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在 17 t日：纪JL于消失， 18 t丘吉己再现，仍是稀疏的点，难以

作宏观考察。市场发展的轨迹则远较明显，它是连续的，：H：可利用物价、货币

等多少作一些计量分析，作If，朗；苦苦！： llll线”。另一方面，代之以“现代化即市场经

济”的预设前挠，可解决“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理论矛盾，从“实现现代化

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出发， J合理证明为何111 I司能够“自半封建社会进

入社会主义”。 1

当然吴；承明也很谨？真地fh!W,, m场经济是一漫长的历史化过程，“不能把历史

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同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飞古F之意，罢p不能f注明清时期的市场

发展抬高到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进行理解和分析＂＇ 0 例如考察清代市场中最大京

的粮食贸易时，吴承明对当时市场的狭隘性就有深到分析，指出：请代粮食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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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布、广杂货等作为

，后来） Ii 、涌来米少了，；住盐tB常销”＜2c

外学界在评估清代经济的变化时产生极大分歧，

截然和i反的{j＞法”：一派持琛守的悲观恋度，认为清代经济深受“内卷化”

从m：“较多时论的是长江三角洲怎么未经历报本性的经济突破，部对这一地区妇

，则 i卖得较少”：另一ii震则持乐兢态度，认为“明；言中

者类｛以的经注：1革长的动）］ ”，表琉为“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缝摆扩大

夺即使前者也相当认可清代市场之发达，

认为当时已出现“全国性的市场起圈”：“在清代，长江三角割的稳食运到华北，

华北的棉花运到长江三角醋，尔北的小麦和大豆过：？.:i茬主rH乏江二三角 t奇i

“离品化Jj：不必然导致资本j二义P，、 “黠品经济不能筒｛手L培写； i司于向瓷卒；.i:义i立

”而己罚。

明清以米国内市场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大致描绘出清代市

清代的市场是在OJI代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而米。关于明代的市场特

丁，1, 0 首先，国内市场在若扩大，主要体现在离运路钱的

。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j莓

，其时还未出现南稳北询：最江流域的贸易

｛的基本局琅于tj1 F滋地区：地方小市场，也仅在个别丝的集中产旺发展为初级市

场。其次，长距离摄运贸易有极大发展， i运步自奢侈品以及特产品贸易转向以民

生用品的贸易为主， 吕n E妇产品与收入的交易转化为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使市场

性原为之～变。部分！：业品也开始加入到市场流通rj:i米。但其时长距离殿运贸易

在整个市场交易1r{MR有段，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农村产品大

向注出，得不到补摆和交换。第二，数商、山 i块高等大离帮已开始出现，

i]有相污的职累货币资本能力。但这种和累主要是从经营盐以及茶、有i

品部米，与网家政权联系紧密：大离人的资本关系搜寻二家族延隅，尚缺乏主l:

：资本数量也较小，基本在银五十万两至一百万离之间。姆

清代的同内市场较明代更有显著发展。 1人商路方商；舌，清代东西

突破，尤其是长江一钱。在“访j广填四Ji I ”的移民风潮下，长江i二静宜宾至立民

段的商路撞开拓出来。长江rjt i持由于；向远湖流域的开发，贸易亦有边摇发展，出

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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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还对清代市场的整合过程进行

。他指出， j言’代市场的周期性表现为：在总体繁荣趋势1:1:1,

19 !LI：~己 fif俘。 17 世纪JfJ践的市场衰退，又称

屈不是供给问题，商；是市面缺镖，

19 !LI：妃j：时的市场衰i毡， l!X:称“道光萧条”，出现毒农业生产不最气与财政拮摇局

面，其伴盟主音早已出现的提贵钱贱的银钱比价波动ttU米。

i三l 银外夜之外，还应从整个市场货币

虑e 古

“道）毛萧条”的成闷，｛以乎有进…步的讨诠必要。手f.吴法明看来，“迈克

)j一经济腐期， i刻此“其基本原因，撬属经济肉卖，与战乱、灾荒无关” ·'8'

ft去j］未能揭法具体成阁。学｛究室则从江南区域入手，探讨了“道先萧条”的成捕。

J割肉童发现，江南经济确实在道先初年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其j巍出去［］与当时的气

娱条件密切相关c f也以松江的：为纲，指出松江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恰恰是“ 1823

年开始的气候反常所导致的严重水灾”。雨水灾的提本原i大IJJ!IJ取决于当时的气候变

在记 ，十九HU己如期是一个转折时期”，共‘你表现为温度黠降和

1' 。

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z 清代会露姓市场的提出

20 !LI：妃 90 年代以后，摇着1j1外学界交流的数繁， qi外学者开始对清代市场

时更多关注，进而提出“全同性市场”的榄；在 C "'.1专 i现在！：市场”，和 20 !U: ~£3 60 年

代提出的“统一市场”楼念相比，在内容i：其实并无太大差躬。如李估重明确提

出的“ ij1华全同市场”概念，是指“在一个全网市场巾，各地的商品、好动、资

金及资讯者Fi必须能移在合同程罔内大规模地自由；运动。只有散到了这一点，这个

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 fi(lc

关于清代市场的时诠， 30 年前茧[nlt,H仑起点，并不是一科“保水平主重复”的

简单间流，商检恰让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摆屁 j二升轨迹。 60 年代关于“统一市

场”的讨论， i对 Jtl豆j子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主权：请进的理论脉络巾不能兢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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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交锋尽管撤烈，却总给人以自说白话、踊靴搔押之J悉，终未勾勒出？古代市场发

展的整体韶辑。魏1］（理对此品结道：有的说，民族市场“是资本主义关系在一个

封建国家内开始生长起米，要求打破封建割据，加强各个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市

形成了的全国统一的揭内市场”。但又说：“吁：国在明i击时代所形成的统一的国内

市场，其情形与欧法i国家所出现过的 6 民族市场’是不能混谓的。统一的国内市

场不一定就是 4民族市场’”。有的说，“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是有差别的，但它们

之剖却有若有机的联系。它们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仅仅是和度不同商己。

前者是从人类社会中副产生的市场，一直到资本主义向内市场，市民族市场是国
内市场在发展阶段上的某一个时期的状态，是资本主义市场确立的前奏出”。有的

说，“所谓民族市场，通常指在封建社会末期，隐若资本主义出现和基本消除封建

经济分剖’性的同时：lri形成的统一市场”。＂实际上，民族市场与所谓＇~仨j对统一的

民内市场’股本就是一个东西，小国也不能例外。民族市场之所以形成，是i大！为

卷入市场关系中的人们已具有企i鸡性军I]群众性： mi所以把民族市场称之为 4全 l;lsJ

统…的拇内市场’，也是假据同一理由” 51 o 

“全球化”理诠的兴起，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和间歇的历史比较，

＂…系列均衡'ti：比较显示出，迟至 1750 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离

工业（即为市场mi不是为皇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一

怜令人吃棒的相但之处” 52，然南这种利H以性去！；一直但未被切实理解 0 ＂从某种意

义h巧言，这是国为我们巾的许多人，一直在寻求另外的某种东限。我ff]一直在

寻找小阔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上，欧醋的原始工业化的原动力，与中国情况最

为相类，但未必会导向 19 I盐纪的 Till'..化。为什么中国的农村工业出现，就一定会

导向资本主义呢？或许，探寻 4资本主义萌芽’的小阁史学家们，不应再继续寻

求那种使待明清经济发展不可能变成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东西”白。有些学者甚

茧走得更远，“性；，＆；到 q, i词作为整个tu；界经济的中心的可能性飞出现诸如“中自

(17 世纪〉的国内起抗实际i：但成了全球匙机”：“我们捏白银看作是全球贸易兴

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小间至少在此界仁！银市场上处子 1:11 ，己、地位”等强调明清

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的观点川贡德·弗兰克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整个世界经

济秩序当时名酣其实地是以小罔为小心的。哥｛合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i]Ji.~. 斯密

的许多欧耐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 19 出：纪，欧苦苦人才根据新的欧、剧中心论那

念名副其实地 4改苟’了这一历史”目。“全球化”理论的提出，也为 90 年代以

后清代市场史的研究投入了新鲜的活力。

正是在前两者基础七，李伯童提出，清代前期最终形成一个整合良好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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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比较发达的子工业幸存农业生产荔础上，

易区，如长江上中游经贺区和华花经贸区小的；能挠、

以生活资科交换为主的经贸束，如华北自贸；王小

的京师及两北经贸区。 51

品流通宏就有i昂的考察，认为全民桂市场已经形成。她

的变化，即从运河？在边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

i j;. I：君主诸省的经济发题，沿海、长江航运薪

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疏通干钱，

。滔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二条水道；在全

局己经确立。清代流通格爵的变化，

部分，也代农号：经济发展的必熬趋势。

的逐渐7阶段过程。这…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j璋的

。 i湾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娱模商品流通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务员域自

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嵌赖不断增加，区域问的交流日益额絮，市场网路运渐形

成：另）方蹈， Ix.壤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琉攘的扩大，又使各区域揭长避

矩，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我得较高的收益。明清时期中国传挠经济在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没有童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

,i q
μ
 



场机制在起作用。现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i词时也是小附近代

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仁t1 i司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启，至少从明

代中日j’已经起步，到清代小时已具相当娩模。 19 -1Ll：妃 rl I 叶外罔资本主义的入侵，

并非缸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改造qq司原有的市场体系米为

之服务。鸦片战争后，帝i我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米重要的流通;j,Rg/[,

其洋货｛顷销和原料掠夺也都属蹲了 ii I 持原有的市场网络一一从城市直至农村集

市

安气r麟、刘慧文从市场层次入手强调全因f:1：市场的形成。清代各个层次市场

一一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和l>Z域市场地前代均有很大发展，随着不同层次市场之

间的勾迹，全［驾性市场；最终得以1在｝泣。 i是采f2:的市场是农村集市，北方称菜市，

南方称壤市，西南¥1；场市，还有称街子、好、亥、务等。一般来讲，清代乡村 40

-50 里之间就会有一个集市，部分经济发达地旺集与集间的距离甚至达到 20 旱。

如对乡村商古，第二层次的市场是城镇市场。清代城镇市场可分两种：一是市镇

市；工是商业店铺。区域性市场是第二层市场，在本区域范自i 内， i局剂着农丰才

集市市场和城镇市场的余缺。在此基础！工，浩代逐渐形成了全E岗位市场。清代前

；在j形成的专［'l寻机：市场 111心被时人称作“四大聚”，即“天F有问聚：北如京师，商

财佛山，兰、财苏州，两踹汉口飞由此可见， j古代 iJfi':万三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

5勾。

，学界对清代'.'E 闺苦i：市场也有不同看法。

蔚文采认为，清代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他指出，所谓完整的市场体系，是

搭相互关联的商品市场飞金融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资讯市场等各种市场

组成的有机市场体系。 j古代中榻的商品市场兴旺，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嗣同G

起步，技术市场偶商有之，资il-l.市场边远米产生， i对此，对此不宜估计过高。区

域经济多样性是大京商品远距离贸易发展的语因，然雨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去11

严重阻碍大京商品远距离贸易的进一步展开。清代的地民！划经济发展失衡，不仅

严重制约市场的扩大，也制约了商业向纵深拓展。 60

郑学雷；认为，清代的市场经济仍停留在“萌芽阶段”。常先，货币体制不能适

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清代经济的一个症结，或者说一个缺陷。其次，活代

市场主体和外部环境存在着结构性摄制，使其难成气候。第二，清代商人本身存

在着许多缺赂。 61

综上所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学者对清代市场给予高度关注。关于清代是

有形成全闲性的统一市场，虽未达成共识，去！J突显出构成全国性市场的几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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