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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历史分期有助于厘清时代主题切换，揭示经济思想演进的连
接点与转折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并将中国传

统经济思想划分成四个主要时期，研究发现：（１）学界对于 “秦汉之变”“唐宋之变”“明清之变”三次重要

社会变化在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性、关键性作用，已基本形成共识。（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
思想的动态演进，须立足历史实践、剖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本期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与融合主要取决于

本期的社会实践和前期的经济思想的影响；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是贯穿经济思想发展演进的三条主

线。（３）依据学界共识与演进机制，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划分为先秦、秦汉至唐中叶、唐中叶至元、明至鸦
片战争前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教条的确立、传统经济思想的变

化，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各时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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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且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

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 丰富的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科学研究和全面理解这一思想，首先要明确界定其历史分期。中国传统经

济思想的历史分期，是指将先秦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历史划分成若干时期，以揭示不同时期

之间的差别与特征。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形式上看，对经济思想的演变历程进行

分期，似乎是为了方便阶段性讨论和描述而采取的一种写作策略，令研究传统经济思想的相关论述更具直观

性。但从实质上讲，历史分期是历史叙事的时空把握，也是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出发点，其分

期逻辑取决于论者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切入浩如烟海的既有史料，进而决定以何种关键因素作为分

析经济思想演变过程的主线和评价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思想特点的依据，从而划分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

因此，历史分期是研究方法与历史评价的总体反映，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加以回顾与总结，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思想长河中的连

接点与转折点、厘清经济思想的时代主题切换、合理评价各时期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为传统经济思想的专

题性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有益参考。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已有文献中的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及其研究方法

加以评述，总结其共识与不足；其次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构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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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 １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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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合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和历史分期共识，厘清经济思想的演变脉络，阐述三次重要变化与四个主要历

史时期，并作出合理的历史评价。

一、史学史回顾：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从近代学科初创期开始，对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问题的重要性便有初步认识，随

着学科建设的推进，对该问题的探索亦不断深入，总体上相关研究表现出了继承与发展，而非颠覆与断裂。

在学科奠基时期 （１９世纪末—１９４９年）①，研究者普遍认为 “秦汉之变”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

分界点；在学科形成与发展时期 （１９４９—２０００年），学界开始意识到 “唐宋之变”对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影

响；到了拓展时期 （２０００年迄今），受经济史学界关于明清早期工业化及中西大分流等相关研究的启发，中
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开始关注和强调 “明清之变”对于传统经济思想的改变。

（一）学科奠基时期 （１９４９年以前）：普遍以 “秦汉之变”作为关键分界点

从近代文献来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时期的学者对于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主要采用了以

“秦汉之变”为分界的两分法，或至少将其作为一个关键分界点。陈焕章在最早系统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的著作 《孔门理财学》（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１９１１）第三篇 “一般经济原理”

中指出，“春秋以前是古代经济阶段，春秋和战国是过渡性经济阶段，由秦至今是现代经济阶段”。② 甘乃光

在中国第一部以 “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 《先秦经济思想史》（１９２６）中表示 “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

外，汉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③ 在新中国成立前经济思想史领域影响力最大的著作

《中国经济思想史》（１９３６）中，唐庆增按照经济思想发展之趋势与史料之多寡，将中国经济思想划分成胚胎
时期 （上古时期：自原始至秦末为止）、实施时期 （中世时期：自汉初至明末为止）、发展时期 （近代时期：

自清初至 “现在”为止）这三个阶段。④ 这些研究均十分强调 “秦汉之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近代学者的历史分期思路，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受中国传统史观或西方进化史观影响。传统中国学术界治史

向来强调 “秦汉之变”，尽管各学派分期之法各不相同，但不期而同地认为 “周、秦之间皆若有一界画”，主要

是因为秦统一后有 “封建易为郡县”这一关键转变。⑤ 清末民初之际，西方线性进化史观传入中国，并与中国

传统史观相对接，这种方法通常使用 “上世—中世—近世”或 “上古—中古—近代”等形式加以概括。⑥

但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学科奠基时期关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讨论又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一西方经济理论分析工具的影响。在学术经历上，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多有海外留学背景。例如，陈

焕章留学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孔门理财学》是其博士毕业论文；唐庆增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

学士，后入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获硕士学位。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注重以一般性经

济规律为标尺，以派别和人物为核心，基于西方范式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加以比对、诠释与分析。虽然他们

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⑦ 但在写作中仍难以摆脱照搬西方理论体系的做法，加之史料上的局

限，近代许多学者在评价传统经济思想历史价值时直接考察中国古人何时开始关注到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的

生产、分配、交换等范畴，因此普遍突出先秦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 （因为先秦思想家已观察到这些经济活动

环节并展开具有哲学深度的讨论），而对汉以后经济思想评价不高，认为后者在维度及内容上并没有比先秦更

加丰富，只是先秦思想的重复或注脚。

由于学科奠基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尚未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未能有效地协调历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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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参见程霖、夏艳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初心与未来使命》，《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８３页。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自序”第 ２页。
参见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 （上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８页。注：唐著仅有上卷，未竟全功。
参见吕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 ３页。
参见冯天瑜：《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学术月刊》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
如陈焕章表示，“非常小心地避免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掺入对于中国古代著作的解读之中”，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

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自序”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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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史观）和经济学方法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古代中国各时期经济思想的发掘、诠释与分析也不够全面、

深入和客观，因此其历史分期的内在逻辑并不自洽：一方面承认 “秦汉之变”代表了社会、制度乃至国家治理

层面的进化，并将其作为经济思想分界点；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分界点前后相比，经济思想并没有演进，反而陷入

停滞，却未解释这一 “矛盾”的根源，甚至没有意识到其存在。因此，尽管后世学者也同样认可 “秦汉之变”

是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变化，但其研究方法与分期逻辑上却未必与民国时期学者相同。①

（二）学科形成与发展时期 （１９４９—２０００年）：对 “唐宋之变”展开深入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与普及使得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得以创新。② 此外史料也更加

丰富，扩展了研究视野，促使学界在继续关注 “秦汉之变”等传统问题的基础上，对汉代及以后的经济思想开

展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基于唯物史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将 “秦汉之变”视为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过渡、社

会组织方式与经济思想变化的分界点，并沿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线索进一步推

进，继而发现了 “唐宋之变”对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分界点，在历史评价

方面也更加重视唐宋经济思想的分化性特征。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 （１９６２）按照社会生产关系的本
质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变化，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分成封建领主经济阶段 （先秦时期）、封建地主经济体

系上升时期 （即豪族地主经济阶段，秦汉至唐中叶）、封建地主经济体系衰落时期 （即庶族地主经济阶段，

唐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等三个阶段的经济思想。③ 该书认为 “后代学者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虽在基本原则上

很少超出先秦诸子所涉及的范围，但是在具体内容上的丰富与发展却很可观，其意义不下于先秦的简单经济

原则的提示”。④ 赵靖主编的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虽然在分期上没有突出 “唐宋之变”，但在第 ３卷 “卷首

语”中明确指出唐中叶 “开始显露出此后一个长时期经济思想领域中的新的发展动向”。⑤ 姚家华和孙引

（１９９５）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划分成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前期 （秦汉至隋唐）、封建地主经济发

展后期 （宋至鸦片战争前夕）等三个时期，并指出宋以后 “许多传统的经济思想教条已经日益动摇”。⑥

深入考察 “唐宋之变”在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们不再沿袭新中国

成立前流行的史学分期逻辑、主动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创新探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历史分期的结果。

当前学界的共识是秦汉以后传统地主经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运行逻辑确实在唐宋时期发生了明显转变，如科

举制兴起、豪族门阀地位削弱、纸币诞生、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由土地制度转向理财和税赋制度⑦等。叶坦指

出，“两宋三百余年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是重要的转折时期”，并从生产力思想、“工商皆本”论点的提

出、“称提之术”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宋朝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承前启后、新旧思想交汇的转折时期。⑧ 林

立平指出唐宋时期，由于交换经济的繁荣、商贾势力的崛起，使得 “整个社会呈现出变革的态势”。⑨ 葛金芳

则指出，宋代社会在诸多方面 “都萌动、发生着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使宋代社会呈现出与前迥异的不

同世相来”瑏瑠 等。由此，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此前 “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传统观点实际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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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也有少数学者延续了该范式，如中国台湾学者侯家驹围绕自由经济思想与统制经济思想竞争的主线，将其划分成思想多彩多姿

的创造时期 （太古至汉武帝之世）和以经济措施为主的实证时期 （汉昭帝至清代中叶）这两个阶段，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

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２年；聂志红将古代经济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末期以前的萌芽期、春秋末期至西汉末期
的形成期，以及西汉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 “正统”经济思想主导期，参见聂志红：《中国经济思想史撷要》，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８页。
最早应用这一方法可能是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社会经济史论战时期的戴行轺，他将古代经济思想划分为原始社会时代 （自太古起至殷庚

止）、奴隶社会时代 （自殷庚起至周初止）、封建社会时代 （自周初起至秦朝止）、过渡社会时代 （自秦朝起至鸦片之役止）等四个

阶段。参见戴行轺：《中国经济思想之史的鸟瞰》，《商学期刊》１９３１年第 ６期。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１ ９页。
谈敏：《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论著——— 〈中国经济思想史〉》，《财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 ４期。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３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１１３页。
姚家华、孙引：《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第 ６页。
参见阎万英编著：《中国农业思想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前言”第 ２页。
叶坦：《两宋时期的经济理论考察》，《经济研究》１９９０年第 ８期。
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 １期。
葛金芳：《中国封建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前提———兼论唐宋之际地权关系和阶级构成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
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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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胡寄窗表示他在传统经济思想分期问题上进行了仔细推敲、修正了

流行版本。① 赵靖也提出，只有在科学把握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以土地这一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为切入

点，采用 “地产—地租、赋役”的分析模式，才能 “揭示出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②

这一时期学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系统梳理传世文献，具有开创性贡献，但受限于此时地契、方志等非

官方史料还未被大规模整理以及早期工业化、地权制度等关键经济史问题还未得到深入探讨等制约因素，未

能将明清列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三）学科拓展时期 （２０００年迄今）：对 “明清之变”的讨论不断丰富

国内史学界早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便开始热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关讨论虽在 ７０年代有所中断，但

至 ８０年代仍在持续，直到 ９０年代才降温。这一研究范式为寻求合理解释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仅破除了长期盛行的 “中国停滞论”，更通过搜集方志、档案、笔记、文集、契约等资料，显著拓展了明清

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内容。③ 但这些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以西方经验为参考系来评判中国的 “欧洲中心论”

问题，因此自 ２０世纪末至 ２１世纪初开始，学界开始转向明清早期工业化及中西大分流等方面的研究，探讨
明清时期中西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方面发展的经济分化问题，认为当时江南地区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

地位日益重要，甚至已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尽管这种早期工业化未必会引发近代工业化。④ 这些社会经济史

方面的丰富资料与探讨也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带来了启发，尤其是在史料挖掘、思想剖析等领域有了长足

的发展。此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除了关注上述两个转折时期外，研究重点逐渐增加了 “明清之变”。叶

世昌 《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２００３）将传统经济思想分为西周及西周前、春秋、战国、秦汉、三国至隋唐
五代、宋辽金元、明至清前期这七个时期。⑤ 赵晓雷主编 《中国经济思想史》 （２０１０）古代部分分为夏商西
周、春秋战国、秦至南北朝、唐宋元、明至清朝初期五个时期。⑥ 此外，该阶段还有若干面世的著作亦按照朝

代予以分期。⑦ 这些分期方法虽有差别，但都比以往著作划分得更为细致，且均将明清经济思想与此前的思想

分割开来，增加和强调了 “明清之变”这一关键分界点。

与前一时期相比，２１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对史料的挖掘
更加丰富，细节上也更加关注经济思想与各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背景的联系，同时吸收了社会经济史

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对明清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向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如地权交易形式日益成熟⑧、商帮与

商业资本逐渐兴盛⑨、变革赋役制度以臻于完善瑏瑠、对外贸易空间在特定时期内空前扩大瑏瑡、白银货币化进程瑏瑢

等。因此在历史评价方面，本时期经济思想史学界对明清经济思想的评价明显提升。例如陈勇勤指出，明朝

的反传统异端思想 “成为有活力的经济思想领域中的一大亮点”。瑏瑣 赵晓雷等认为，在个别生产部门和个别地

区出现现代人所说的 “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开始走上 “原始工业化”的背景下，“明中期以后经济思想

十分活跃”。瑏瑤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参见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１９７９年第 ６期。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１卷，第 ６ ８页。
参见徐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１５５０—１８５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０ １４页。
参见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参见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如陈勇勤：《中国经济思想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钟祥财：《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孙洪升编著：《中国经济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参见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１６５０—１９５０》，《经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参见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 ３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７５１页。
参见孙文学主编：《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４１６页。
参见李伯重：《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全球经济史视野中的 “丝绸之路”研究》，《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
陈勇勤：《中国经济思想史》，第 １９１页。
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第 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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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理解呈现出由浅及深、从初步到成熟的一个过程，虽

然每个时期的分期方法都独具特点且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但长期来看，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

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运用和普及不断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性和分期结论的科学性都在不断提升。虽然既

往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古代部分的历史分期有所差异，但若求同存异地看，学界对于 “秦汉之变”“唐

宋之变”“明清之变”这三次重要社会变化在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性、关键性作用，逐渐

形成基本共识。① 这有赖于学者们在研究中不断挖掘新史料、吸收其他领域新观点、深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等

科学方法，既重视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决定性作用，又不忽视经济思想传承与创新进程中的相对

独立性。但目前来看，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的研究仍有几点不足：其一，新近文献越来越倾向于

将朝代更迭作为分期节点，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入讨论，减少了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探究。

尚未有文献系统梳理和集中论述前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三次重要变化及其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其二，鲜

有文献从理论层面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分期逻辑予以详细说明，并进一步探讨传统经济思想运行发展的主

要影响因素和发展特点。其三，相关研究在历史演进和经济思想演化衔接上还有不足，从而对各时期传统经

济思想发展演变的总体评价尚有一定分歧。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综合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中国古代经济

思想的演进机制，从重大历史变迁推动思想发展演变的角度进行历史分期，并基于这一逻辑对中国传统经济

思想发展脉络做简要梳理。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与三条主线

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自身发展特点，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

进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构建唯物史观时指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需要运用

“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② 这门科学主要概括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所

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进而在认知功能上取代思辨哲学———后者因试图寻找通用于不同时代药方或公式

而轻视历史知识。因而，构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既要以经济思

想发展的历史为第一性，又要用抽象逻辑揭示经济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③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

　 图 １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

如图 １所示，从简化角度看，中国传统经
济思想的动态演化可分成上一期、本时期、

下一期相互联系的三个时期。某一时期传统

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与融合主要取决两方

面。一方面是本期的历史实践，即社会存在

和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是前期的经济思想的

产生、碰撞与融合。具体来看：

其一，传统经济思想受到本期社会存在

和社会意识的影响。本期的社会存在对本期

的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决定作用。经济思想的

产生本质上是人们对客观社会实践的反映，

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意识下对当前经济事实和经验事实的总结提炼和抽象概括，有助于认识经济现象、把握

８４

①

②

③

除了这三大变革外，各时期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最初发端于 “商周之变”，但由于可靠史料缺乏，对商代及之前的经济思想

讨论较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５２６页。
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对经济思想运行机制已有部分前期研究，参见孙大权：《经济思想史的运行机制与 “全过程研究法”》，《经济

思想史学刊》２０２４年第 ４期；叶坦：《经济史学及其学理关联———基于史实与逻辑的视域》，《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３年第 １０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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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换言之，传统经济思想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普通民众等各类社会主体对所处时代社会存

在的认知产物。有的是对微观经济管理实践的总结，比如先秦时期的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与时

逐”等经营智慧和治生理念，是范蠡从商业活动实践中，提炼出的保证商品质量、加快资金周转、把握市场

行情等商业经营原则。有的是对重大宏观经济问题的回应，比如秦汉以来，土地兼并已上升为牵动社会各方

面的主要经济问题，国家旨在抑制兼并，以扩大自耕农数量、增加政府税赋，推行了多种土地制度，“限田”

“占田”“均田”等思想相继产生并纳入主流土地政策中。又如，明代以来，中国商品经济繁荣，与世界市场

日益紧密，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不可逆转地成为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国家为应对这种潮流，

推动了一系列财政、货币、赋役制度改革，由此提出了 “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思想及其政策。① 总之，

传统经济思想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以历史存在为根源，以各类社会经济问题为动力。

同时，传统经济思想受到本时期社会意识的影响，其叙述表达与古人本时期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密切

相关。有的是思想家主动为 “纯粹”的经济思想概念披上伦理外衣，为经济活动提供价值判断，揭示其合

理性与正当性。比如，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法家常采用 “义”“利”、“本”“末”等对立概念描述经济

现象，并将 “义” “本”等概念作为评价经济活动正当性的标准，反映了社会主流意识面对 “道义—逐

利”“农业—工商业”等两难问题时所贯彻的价值观。② 又如，南宋以来，浙东学派以功利为主要内容一

定程度上突破了正统儒学观念，提出了 “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等思想，为功利主义正名。

有的是思想家受到本时期本学派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解读表述方式，采用精巧加工的语言传递或直观或深邃

的道理。③ 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常采用 “微言大义”的方法，使人们在有限话语中得到无限启发，如 “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道家学派常采用矛盾法，用排斥日常的哲学思维启迪人们，如 “无为而治”“人人不损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经济思想常带有因果、轮回色彩，如 “无尽藏” “长生

库”等概念，表达相关的金融经济活动。因此，由于各时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差异与变化，使得中国传

统经济思想在各时期展现出各自特点，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期的经济思想都映射着每个时代的重要

主题。

其二，前期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和融合对本期的经济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有两个影响渠道。首

先，上一期经济思想反作用于本期的社会实践，进而对本期经济思想产生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经济思想对历史实践具有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实践，无论是社会存在还是社会意识，

都或多或少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既往经济思想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该时期的经济思想演进。比如，先秦法家

所推崇的重本抑末、郡县制、控制民众等国家治理思想，在第二时期即被秦王朝执政者作为国家治理经验所

继承，上升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种全国范围内施行的政策实践，钳制了秦王朝经济思想市场的发育，从

而抑制了秦朝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以往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形成较大反差。又如先秦时期，为考察官

员政绩、记录经济活动等，已形成了 “会计”“上计”等经济思想，及至下一时期，这些思想以规范的制度

形式得以巩固，中式会计报告基本形态 “上计簿”开始确立，并出现了专门的组织机构 “会计司”。这种社

会实践亦不断催生着会计思想的深化，比如唐宋时期记账方法开始由三柱结算法向四柱结算法转型。其次，

前期的经济思想直接对本期经济思想的产生、碰撞与融合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新的社会实践下，思想家面

对新的社会问题，常常需要从以往的经济思想中汲取经验，通过继承、沿袭与吸收旧的经济思想，进而提出

新的解决方案。比如，宋代王安石为解决农户在青黄不接之际的钱粮短缺问题，借鉴并改进了西汉以来的

“常平仓”思想，形成了 “青苗法”方案，在把握经济规律基础上适度干预农村金融借贷市场，有助于农户

度过饥荒并免受高利贷压榨。又如，明代面对白银货币化的趋势，丘?设计了 “三币之法”，这种货币思想

最早源于 《管子》中的 “三币之法”，丘?对其加以改进，形成了一种包含铜钱与纸钞的复合型白银流通制

９４

①

②

③

参见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光明日报》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３日。
参见程霖、段博、刘凝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探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
参见金成武：《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启示》，《经济学动态》２０２３年第 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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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思想。①

（二）影响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三条主线

　 图 ２　 影响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三条主线

由上可知，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总是植根于社会存在

中，并同社会意识交织影响，因此要厘清经济思想的演变

脉络，就必须立足历史实践、剖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具体来看经济基础、国家治理、思想市场是影响经济思想

产生和发展的三条主线 （如图 ２所示）：
第一是经济基础的发展。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从一般

意义层面指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而经济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构成元素归根到底受到

了经济基础的影响。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的

源动力，对生产技术的思考必然会产生、积累由技术层面

引发的经济思想或者技术经验，这直接体现在 《四民月令》

《天工开物》等有关经济生产的科学技术著作中；另一方面，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

动中，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权力结构和运行逻辑呈现出相应变动，间接改变经济思想家所面对的社会存在、

决定了经济问题讨论的议程设置。换言之，在历史实践的演进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发展推动社会存在与社会

意识变化，协作分工、社会组织形式、土地所有制、家庭经济结构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变，各时期思想家

基于社会经济实践的变化从经济思想的角度提供了丰富的阐释、分析和主张。

第二是国家治理的演进，即政治上层建筑变化。所谓的国家治理即治国理政的活动，是指在面对社会内

部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冲击时，在上层建筑层面所推行的制度措施及各类

政策，其目标是为了维护统治、强盛国力、稳定秩序等。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围绕 “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而

提出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推行各项经济制度，其中均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如推行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

方有效控制、完善 “乡里制度”提升了对基层的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能力、强化对官僚体系的考核监察有助

于激励官员廉洁奉公、设立常平仓以实现粮价调节与储粮备荒、开展土地和人口普查工作以掌握统计数字、

改革税制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加强重农抑商政策以维护封建统治等。这些国家治理行为在传统农业社会的

形成、运行与长期赓续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直接体现。

第三是思想市场的变化，即思想上层建筑变化。所谓的思想市场是指思想创造、传播、消费、再创造的

主体、内容、设施与环境，亦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对于经济科学演化的原因

和机制，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学说的产生与演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变化的结

果。……另一种看法可以简单 （但不一定精确）地称作内因论，它强调经济学说的产生和演化是经济学说自

身内在逻辑的结果。”② 如果把经济学说产生和演化的过程看作一系列思想产品的生产过程，那么对于经济学

说的产生与演化来说，外因与内因是交互作用的，前者直接影响需求，间接影响供给，后者则直接作用于对

思想产品的供给。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因素是影响经济思想演变和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经济基础和国家治

理决定了对解释性或指导性经济思想的需求，国家治理不仅限于社会政治因素，体现着社会组织方式，与经

济基础体现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对应。思想市场则是内在因素，那么经济思想的供给显然受到意识形态及各类

流派的影响。横向来看，思想市场上交流讨论的活跃程度，受当时政府行政管理约束的直接影响。如学术的

垄断与下移、书籍流通及文本传播、学术场所的设立与取缔、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放与禁止，凡此种种都将影

响思想家、政治家等主体面对时代问题时所倡导经济思想的深度、广度与影响力，影响不同供给主体所主张

经济思想的交锋与争鸣、碰撞与融合。纵向来看，思想市场是影响经济思想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因素，例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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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窻、徐永辰：《从 “银为上币”到 “银钱两权”———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张旭昆：《思想市场———分析经济学说演化的一个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前言”第 ４ 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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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中儒家的独尊地位奠定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历代史书等文本，均记录保存了丰富的经济思

想；“经学”“诗教”等学术传统传承、巩固、强化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特有的话语体系、分析方式，保证

其赓续不断并规范其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三条线索中经济基础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的发展，同时

不应忽视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三者在交织发展的历程中共同推进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螺旋式上升、曲折中演进。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次重要变化与四个主要时期

依据演进机制的三条主线并综合已有观点，本文认为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分别是

秦汉之变、唐宋之变、明清之变，根据这三个分界点将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具体来看：

（一）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

由于缺乏可靠史料，学界对西周以前的经济思想讨论不多。西周时期在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封建领主制

经济形态，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强烈。① 人们对土地、农业的重要性认识逐步深化，重农思想不断发展。② 在国

家治理上，推行了分封制、宗法制、工商食官、井田制等制度，也代表着土地、财政、金融、会计、农业、

赋役等思想的产生发展。在工商业政策上，国家并未轻视私人工商业，甚至持有重商态度。③ 在思想市场上，

教育制度以 “学在官府”为主导，存在着鲜明的教育垄断，经济思想的发展仍处于萌生阶段。④

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基础上，一系列革命性技术如牛耕、铁农具等的渐次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进

步，瓦解了原有稳定的生产关系，加速从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制经济转变。⑤ 进一步看，生产力进步推动了

市场分工扩大和财产私有深化，使得各行业形成相应的利益集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墨、道、法、杂、

兵、农、商等诸多学术学派，纷纷提出各自的经济学说，捍卫和支持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发展。⑥

在国家治理上，“富国强兵”是这一时期统治阶层的核心诉求，为维护社会稳定，取得争霸战争、兼并

战争的胜利，各学派从经济伦理、分配、财政、土地、货币、人口等若干方面提出 “见利思义”“轻税”“农

战”“子母相权”“徕民”等多种乃至对立的经济思想与政策设计方案。随着战国后期集权化的制度构建，各

类经济思想在激烈的交锋争辩中走向融合，“轻重”“事本禁末”等国家干预思想占据优势，同时墨家、农家

经济思想逐渐边缘化。⑦

在思想市场上，随着 “学在官府”制的瓦解，士人阶层兴起并逐渐壮大，思想市场空前活跃。⑧ 诸家学

派对经济实践、国家治理、商业经营、价值价格、社会分工等多个命题提出独特见解与主张，在分析方法、

经济伦理、基本议题等维度上都呈现出丰富性、原创性特征，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深化提供了一个大体的

轮廓⑨，可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

（二）秦汉至唐中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基本教条的确立时期

秦汉时期在经济基础上，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封建领主制经济形态转换

为地主制经济形态，标志着生产方式进入新的阶段，在中国古代取得了两千余年的绝对支配地位。⑩ 地主制

经济下国家、地主、农户之间存有动态博弈关系，三者间相互交织、消长与竞争。为抑制地主的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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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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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４４页。
参见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４页。

⑨⑩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 ３３、５０８、５页。
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１卷，第 ２５ ２７页。
参见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第 ２１ ２２页。
参见王伟光：《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研究编撰中华思想通史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
１１期。
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１卷，第 １６６、３３１页。
参见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１７１ 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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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提出了 “限田”“王田”等土地方案。① 地主对农户的超经济强制依然存在，但农民生产独立性、积极

性提升。② 货币、商品流通较此前更加发达，人们对于货币作用、高利贷等已有较理论化认识。③

在国家治理上，突出地表现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立范百代。此前基于松散封建领主制的国

家治理经验已不再适用，秦汉基于法家、儒家思想建立 “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其中所展现的若干重要制度，成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范式。④ 比如，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

的直接控制；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标准化，保障和规范了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⑤ 编户齐民制度全面推

广，提升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实现了对人口的直接控制，以家庭为单位的户籍制度由此定型；⑥ 垄断铸币权，

采用严刑峻法防止盗铸，实现币制统一；⑦ 国家经济治理重心之一在于重农抑商，通过 “算缗”“告缗”“盐

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抑制私营工商业，以保证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⑧

在思想市场上，统治阶层通过 “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钳制了此前较为自由发展

的思想市场，儒家思想被逐步塑造成正统思想，吸收法家等其他学派理念后进一步上升为社会基本准则，成

为历代具有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⑨ 反映到经济思想上，经济思想由百家争鸣走向大一统，《盐铁论》成

书意味着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转折点和正统经济思想形成标志，“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作为

正统经济思想的三个最主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儒学化教条被广泛接受，在后世的经济思想领域长期处于主导

地位。瑏瑠

魏晋南北朝以来，受军事战争、自然灾害、国家治理等因素影响，社会经济出现局部变动，某些方面表

现为倒退逆转，但仍处于秦汉以来的历史阶段之中，直到唐中叶才出现显著的发展变化。瑏瑡 在经济基础上，在

国家、地主、农户的动态博弈下，土地所有制逐步由世族大地主主导，农民人身依附特征突出。瑏瑢 对地主家

庭的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讨论增多，《齐民要术》反映了商人治生之学向地主治生之学的转化。瑏瑣 经济重心开

始南移。瑏瑤 该时期对废钱用谷帛、货币拜物教、通货紧缩等问题有较多观点。瑏瑥 在国家治理上，尽管部分典范

化的中央集权制度遭到冲击和破坏、门阀政治盛行瑏瑦，但在民族融合进程中，秦汉时期积累的若干制度得以延

续，并吸收以往制度思想，提出并实施了 “占田”“均田”“租庸调”等制度。在商业政策上，魏晋至唐中叶

期间，尽管政府实施了一些抑制商业的法令，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大商人与门阀世族和官僚阶层的

紧密结合，这些政策未能有效限制大商人势力。瑏瑧 在思想市场上，儒家思想在官方的主导地位并未根本动

摇瑏瑨，但玄学兴起、佛教传入，道家、法家等思想的复苏，使得儒家正统思想受到较大冲击。当然，各类思想

相互联系与渗透，也丰富儒学内容，并推动其发展。瑏瑩 在经济思想上，儒学正统经济教条未能有效贯彻，享乐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瑣

瑏瑤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参见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２１、２９页。
瑏瑢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绪论”第 １５、６页。
参见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２１ ２２页。
参见王子今：《中国古代 “大一统”国家形态结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光明日报》２０２２年 ６月 ２７日。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年第 ４期。
参见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 “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

瑏瑥　 参见姚遂主编：《中国金融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７５、１０１ １０２页。
参见晋文：《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历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参见陈静、朱雷：《一统与正统———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探本》，《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
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１卷，第 ６７９页。
参见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载于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１ ２３页；杨际
平：《走出 “唐宋变革论”的误区》，《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参见郑学益：《中国封建地主家庭经济学的产生———论贾思勰的 〈齐民要术〉》，《经济学家》１９９３年第 ２期。
参见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 ５期。
参见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 ２期。
参见朱坚真主编：《中国商贸经济思想史纲》，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２８页；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 ２卷，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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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拜金主义较突出，佛教、道家的经济思想传播广泛，直至隋唐统一之后，儒学正统经济思想再度强化。①

（三）唐中叶至元：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变化时期

在经济基础上，唐中叶后，土地关系呈现出关键性的变化，在国家、地主、农户的动态博弈下，土地所

有制由世族大地主主导向中小庶族地主主导转变，“不抑兼并”的土地安排成为后世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准

绳，延续至明清。② 伴随世族地主世代衰微，佃农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超经济强制逐步松弛，佃农成为农

民的主体，并以分成租为主。③ 土地私有制有了重大发展，土地产权流转日益频繁，庶族民众有动力和激励去

获得更多政治、经济发展机会。④ 商业经济日益繁荣，工商业行会兴起；⑤ 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世界上最早的

纸币 “交子”诞生；⑥ 坊市制的限制逐渐被打破；⑦ 经济重心南移逐步完成，海外贸易活跃。⑧ 在此基础上，

土地典权制度思想逐步发展⑨，纸币发行与管理思想日渐丰富瑏瑠，思想家质疑并批判传统教条，为工商业作辩

护，提出了众多重商和支持市场的观点主张。瑏瑡

在国家治理上，唐中期以后，赋役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旧的赋役体系被打破，新赋税体系开始建立瑏瑢，

两税法的推行，使得赋税对象由人丁转向财产，赋役并重走向赋重于役瑏瑣，改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

关系。瑏瑤 科举制逐渐成熟并延续至晚清，促成积极的社会流动，实现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

互动渗透，构建了国家治理的韧性结构，不因皇帝或官僚作为与否而动摇。瑏瑥 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瑏瑦，面对日

益增长的军费支出，国家对工商业的抑制逐步放宽，较多地引入民办因素，运用市场规律开展理财活动，推

动了多项带有功利色彩的专卖制度、征商和消费政策。瑏瑧 设置市舶等制度，推动了积极的海外贸易，直至明代

前期。

在思想市场上，科举制度强化和延续了正统思想，在大规模人才选拔实践中，科举制通过应试内容、评

价标准，使得儒学保持着主流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了较为统一的文化观念。瑏瑨 同时，科举制有着自我调适

弹性，容纳了理学、心学等对儒家经典的多种阐释，并不断吸纳民间学术思想。瑏瑩 在经济思想上，正统经济思

想的藩篱逐渐突破，浙东事功学派兴起，反对空谈，主张义利统一，强调经世致用和崇实重商；瑐瑠 李觏、范仲

淹等思想家亦对崇俭思想提出了质疑，鼓励消费。瑐瑡

元代时期，游牧文明冲击使得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但同

时也有着新的进步和发展，总体上社会经济形态仍与唐宋类似，处于唐宋以来这一大阶段中。瑐瑢 在经济基础

上，南方地主制经济形态大致延续宋代模式；北方地主制经济形态中则明显掺入了游牧经济的某些因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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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特权地主队伍日益庞大，自耕农与佃农地位下降，土地关系出现倒退，直至明中叶后才实现新的发展。① 国

内商业呈现畸形发展，奢侈品贸易盛行，对外贸易兴旺发达。② 其中，纸币在货币流通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

位，纸币滥发常常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现象，因而思想家对纸币发行与管理、纸币贬值等思想的探讨尤其丰

富。③ 在国家治理上，游牧文化带来了若干落后制度，如赋役制度出现逆转，力役加重，国家重新在北方征收

人头税，致使两税法中断近一个世纪。④ 但元王朝仍积极吸收农耕文明，建立了先进制度，如推行行省制，塑

造了中国行政区划体系，对后世具有较深刻影响；⑤ 全面推行纸币，并颁布了中国货币史上首部比较完善的货

币法规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⑥ 疏浚大运河，推行大规模漕粮海运；⑦ 提供部分商人各类特权，促进国内外

商业贸易继续发展。⑧ 在思想市场上，文化氛围多元宽松，中原文化、蒙古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

斯兰教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和融合。⑨ 尽管科举制度在元朝发挥的作用较小瑏瑠，但正统理学在该时期完成制度

化进程，成为明清时期的过渡。瑏瑡 在经济思想上，受游牧文明影响，正统经济思想教条短暂地偏离主导地位，

重商思想较为浓厚；瑏瑢 在义利、本末思想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致用和务实倾向，为明清实学的兴起奠定

基础。瑏瑣

（四）明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

在经济基础上，土地所有制实现较充分发展，并在土地租佃关系中出现重大变化，分成租转向定额租，

人身依附关系基本由超经济强制转向经济强制。瑏瑤 人口急剧增长，创造人口数量新纪录，人地矛盾突出。瑏瑥 商

品经济发展迅速，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江南手工业不断发展，出现 “早期工业化”；瑏瑦 流通领域内，商帮兴起，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瑏瑧，国际贸易在特定时间内有较大发展。瑏瑨 同时，由于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制造当时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各国青睐的奢侈品，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导致大量白银货币持续涌入中国。瑏瑩 在此基础

上，经济思想在土地、人口、商业、货币等领域中呈现出新发展，如地权制度思想活跃，极大延展了地权交

易的多样化选择，并催生了其金融属性；瑐瑠 人口思想丰富，洪亮吉的人口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瑐瑡 商业经济思

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进一步孕育出反正统、反教条的因素。瑐瑢

国家治理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程度走向顶峰，废除丞相等措施使得官僚集团对皇权的制约逐渐失效。瑐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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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与演进机制

赋役财税制度呈现重大变化，随着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的推行，赋役制度由赋重于役走向役并入赋，徭役制

度逐步终结；① 财税制度确立了白银的官方货币地位，实物税转向货币税，人头税转向财产税，白银货币化逐

步完成。② 随着工商业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抑商政策总体趋势不断放松③，国家通过减税、颁布法

律条文，保护商人利益，并通过捐纳等政策，一定程度提升了商人社会地位。④ 为平衡国家安全和海外贸易利

益，对外贸易政策由积极开放转向保守，贸易活动受到较严格限制。⑤

在思想市场上，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推行文化专制⑥，理学心学日益朝着理性化、精致化、系统化发

展，发展并强化了儒家正统思想。⑦ 但在正统思想极端强化下，民间实学思潮兴起，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特点，

影响广泛深远。⑧ 在经济思想上，正统经济思想教条逐渐动摇，重义轻利思想出现较大变化， “士好言利”

“弃儒从贾”渐成风气；⑨ 黄宗羲、王源等思想家坚决反对传统抑末思想，指出工商皆本、末亦不可轻；瑏瑠 田

汝成、陆楫等理性看待消费问题，公开反对黜奢崇俭思想。瑏瑡 然而总体上看，尽管该时期经济思想层面涌现了

对已有经济体制的深入反思，开始具有一定反专制色彩，但未能从根本上颠覆正统经济思想体系。同时，由

于中西方劳动生产方式瑏瑢、资源要素约束瑏瑣等差异，东西方世界在经济上开启大分流，进而中西方经济思想逐

渐拉开差距，开启大分流。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被迫中断了自然演进的路径并卷入中外

经济思想碰撞争鸣的大潮中，开始漫长且艰难的现代转型过程。

四、结语

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分期的研究由浅入深，分期方法由中国传统史观、西方进

化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转换，分期节点由向来强调的 “秦汉之变”向 “唐宋之变”和 “明清之变”依

次拓展。然而，新近研究仍存在不足，过于依赖朝代更迭作为分期标准，缺乏对分期逻辑及关键影响因素的

系统性探讨，并且在各时期经济思想演变的衔接和整体评价上尚存分歧。鉴于此，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的演进机制，提炼出经济基础的发展、国家治理的演进与思想市场的变化这三条主线，将具有突出

连续性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在经济思想

的丰富性和原创性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勾勒出大致轮廓；秦汉至唐中叶是中国

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教条确立时期，以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三大教条为核心的正统经济思想逐步

占据支配地位，经济思想开始关注大一统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为后世的思想和政策制度确立了一整套可供

操作的基本框架与实践指南，但其知识层面的教条化也成为后世经济思想发展的制约因素；唐中叶至元代是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变化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门阀世家的衰落与寒门地主的崛起、科举制改变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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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各类新旧思想交锋，反正统教条的思想观念显露，渐趋自由化、商业化，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明至鸦片战争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皇权达到鼎盛，但经济基础的变化尤其是工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经济思想层面涌现了对已有经济体制的深入反思，开始具有一定反专制色彩，但未能

从根本上颠覆正统经济思想体系，同时与西方经济思想走上不同发展路径，开启大分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① 全面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与演进机制，是传承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前提。根

据历史分期，可以从宏观视角揭示传统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发展脉络，以及关键性转折，进而可将各类传

统经济思想系统整合。基于演进机制的讨论，未来研究可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思想市场等多维度切入，

深入探索传统经济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路径，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一般项目 “中国自主的经济思想史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２０２３ＪＺＤＺ０７）、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２０２０１１０９３２）、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
（ＧＺＢ２０２４０８４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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