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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史 

                            開課系級︰經濟系四年級 

                                任課教師︰魏  艾 

                                開課學分︰全學年(每學期2學分,共4學分) 

                                上課時間︰星期四，5、6堂 

                                教    室︰綜合270751 

                                2009,09,17；2010,02,25 

第一學期 

●課程要求： 

1.期末考試 

2.學習報告（1500～2000字）～必須與課程主題相關 

3.課堂表現 

第二學期 

  1.課堂表現 

  2.期末考試 

●課程目標 

  本課程是為使學習者能瞭解經濟史的研究方法，特別是中

國經濟史的研究及其發展，以及認識到中國經濟的起源和

特徵，中國歷代財政、經濟、貨幣和土地政策的內涵和經

濟影響，中國歷史上政經互動關係和社會經濟的變遷，以

及傳統經濟的特質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一、講授大綱 

    Ⅰ. 研究方法及一般趨勢 

        1.社會經濟史的分段及其缺點 

        2.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特性 

        3.有關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回顧 

        4.海內外與大陸學者在經濟史研究的差異 

    Ⅱ. 中國的自然環境 

        1.農業的自然環境 

        2.黃土區域的古代自然環境 

        3.農業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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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 

        1.上古經濟發展︰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的經濟發展。 

        2.中古經濟發展︰秦、漢、三國、晉、南北朝、隋、唐、五

代、宋、元的經濟發展。 

        3.近世的經濟發展︰明清以來的經濟發展。 

      * 就每一朝代的經濟發展，將分別敘述農業、土地、財政、工

業、貨幣、商業、貿易、交通、人口等的發展情形。 

 

    Ⅳ.中國現代化的歷程 

       1.現代化的理論 

       2.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與過程 

       3.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4.儒家思想與經濟發展 

       5.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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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考書目︰ 

于宗先、王業鍵、吳永猛、侯繼明、劉翠溶編，中國經濟發展史論文

選集 (上、下)(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年7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論文集（上、下）

（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年12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1年3月。 

中國財政史編寫組，中國財政史（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2

年9月。 

四川省中國經濟史學會編輯，中國經濟史研究論叢 (四川成都︰四川

大學出版社)，1986年12月 (一版)。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論叢(新亞研究所出版)，1972年。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新亞研究所出版)(上、中、下)，1976年3

月。 

吳永猛，中國經濟發展史導論(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

年10月。 

吳慧，中國商業政策史（台北：文津出版社），1995年12月。 

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香港中文大學)，1969年4月。 

李祖德、劉精誠，中國貨幣史（台北：文津出版社），1995年12月。 

李劍農，魏晉南北朝隋唐經濟史稿(台北︰華世) ，1981年12月。 

李劍農，先秦兩漢經濟史稿(台北︰華世) ，1981年12月。 

李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台北︰華世) ，1981年12月。 

金耀基等著，中國現代化的歷程 (台北︰時報出版公司)，1980年8

月。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年7月(一版)。 

胡寄窗、談敏，中國財政思想史(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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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5月。 

侯家駒，中國財金制度史論（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年12

月。 

侯家駒，先秦法家統制經濟思想（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

年12月初版。 

馬持盈，中國經濟史（全四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0

年12月；1981年7月；1981年10月；1984年4月。 

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上、中、下）（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年1月。 

孫翊剛，簡明中國財政史（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年12

月。 

徐復觀等著，知識份子與中國  (台北︰時報出版公司)，1980年7月。 

高敏主編，魏晉南北朝經濟史（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年9月，第1版。 

陶希聖、武仙卿，南北朝經濟史（台北：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年4月。 

張惠信，中國貨幣傳奇（台北：台揚出版社），1993年10月再版。 

張家駒，兩宋經濟重心的南移（台北：帛書出版社），1985年3月。 

許倬雲，求古編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882年6月。 

黃仁宇、傅偉勳等著，儒家倫理與經濟發展（台北：允晨文化出版社），

1993年7月，一版。 

黃逸平，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年8月。 

黄紹筠，中國第一部經濟史，--漢書食貨志（北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1年8月。 

梁庚堯，宋代社會經濟史論（上、下冊）（台北：允晨文化出版社），

1997年4月。 

陳弘治校注，桓寬撰，新編鹽鐵論（台北：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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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年5月，初版。 

陸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北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1年11月第1版。 

莊景輝譯，斯波義信著，宋代商業史研究（台北：稻禾出版社），1997

年8月。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論叢 (台北︰谷風出版社)，1887年12月。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台北：雲龍出版社），1995年8月。 

楊寬、戰國史（上、下），（台北：谷風出版社），1986年9月。 

詹宏志編撰，漢代財經大辯論—鹽鐵論（台北：時報出版公司），1999

年11月，四版二刷。 

萬繩楠，魏晉南北朝史論稿（台北：雲龍出版社），1994年12月，初

版。 

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制度史論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3月。 

趙岡、陳鍾毅，中國土地制度史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年。 

趙靖、易夢虹主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下冊)，(北京︰新華

書局)，1980年6月(二版)。 

鄭天挺，清史（台北：雲龍出版社），1998年11月，初版。 

鄭彭年譯，鐮田茂雄著，簡明中國佛教史（台北：谷風出版社），1987

年6月。 

劉岱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生的開拓(台北︰聯經出版事

業公司)，1982年。 

錢公博，中國經濟發展史（台北：文景出版社），1974年11月，初版。 

歐陽正宅，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史(台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

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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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參考資料) 

一、研究方法 

傅築夫，「社會經濟史的分段及其缺點」，刋於于宗先、王業鍵、吳永猛、侯

家駒、侯繼明、劉翠溶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史論文選集〈上冊〉，（台

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9 年 7 月初版），頁 17~28。 

許倬雲，「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若干特性（代序）」，求古編〈台北：聯經

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8 年 10 月，第三次印行〉，頁(3)~(21)。 

許倬雲，「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論點」，求古編〈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

司，民國 78 年 10 月，第三次印行〉，頁 1~8。 

二、中國農業的自然環境 

陳良佐，「擇地順時──農業的自然環境」，刊於劉岱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

濟篇〉──民生的開招〈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8 年 8 月〉，

頁 9~52。 

三、周代經濟發展 

朱偰，「井田制度有無問題之經濟史上的觀察」，刋於于宗先、王業鍵、吳永

猛、侯家駒、侯繼明、劉翠溶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史論文選集〈上

冊〉，（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9 年 7 月初版），頁 191~204。 

中國財政史編寫組，「夏商西周時期的財政」（第一章），中國財政史(北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年 11 月第 1版)，頁 1~36。 

吳永猛，「西周時代的經濟發展」（第四章），中國經濟發展史導論(台北：中



 7

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 78 年 9 月修訂 4版)，頁 18~25。 

孫健，「中國奴隸制度──從夏代到春秋戰國之交」（第二編），中國經濟通

史(上卷)，(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年 1 月)，頁 71~262。 

四、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思想 

王子英、胡厚昌主編，「財政思想」（第六部份），中國財政歷史資料選編（北

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年 11 月第 1版），頁 291~333。 

李定一，「春秋時代」（第三章），「戰國時代」（第四章），中華史綱（台北：

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5 年 8 月初版），頁 40~88。 

吳永猛，「春秋戰國時代的經濟思想」（第五章），中國經濟發展史導論（台

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 71 年 10 月），頁 37~52。 

胡寄窗、談敏，中國財政思想史（第二、三、四、五、六章），（北京：中國

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 年 5 月第 1版），頁 32~173。 

五、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經濟發展 

王子英、胡厚昌主編，「各國財政之改革」（第二部份），中國財政歷史資料

選編（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年 11 月第 1版），頁 114~134。 

中國財政史編寫組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財政」（第二章），中國財政史（北

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年 11 月第 1版），頁 37~67。 

馬持盈，「春秋時代」（第二編），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館，民國 69 年 12 月台修訂 1版），頁 8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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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求古編（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國 78 年 10 月第三次印行），頁 319~352。 

六、秦代的經濟發展 

吳永猛，「秦代的經濟發展」（第二篇第一章），中國經濟發展史導論（台北：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 71 年 10 月），頁 53~58。 

林劍鳴，秦史稿（上、下冊）（台北：谷風出版社，1986 年 12 月）。 

馬持盈，「戰國到秦末」（第四編），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台北：台灣商務

印書館，民國 69 年 12 月台修訂 1版），頁 160~269。 

七、漢代的經濟發展 

中國財政史編寫組編著，「秦漢時期的財政」（第三章），中國財政史（北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年 11 月第 1版），頁 68~127。 

谷霽光，「戰國秦漢間重農輕商之理論與實際」，刊於于宗先、王業鍵、吳永

猛、侯繼明、劉翠溶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史論文集（下冊）（台北：

聯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9 年 7 月初版），頁 999~1026。 

胡寄窗、談敏，「桑弘羊的財政政策與塩鐵爭議」（第七章第四節），中國財

政思想史（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 年 5 月第 1 版），頁

202~218。 

馬持盈，「漢代純經濟過程之橫剖」（第二編），中國經濟史（第二冊）（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館，民國 70 年 7 月台修訂 1版），頁 17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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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館主編，陳弘治校注，桓寬撰，新編塩鐵論（台北：台灣古籍出版

有限公司，2001 年 5 月初版）。 

詹宏志編撰，漢代財經大辯論－－塩鐵論（第二、三章）（台北：時報出版

公司，1998 年），頁 42~78。 

錢公博，「西漢經濟復興與拓植主義」（第四篇第二章），中國經濟發展史（台

北：文景出版社，民國 63 年 11 月），頁 102~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