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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大纲 

课程授课课时 12 周，分为三个部分：古代（4 课时）、近代（4 课时）、当代（4

课时），每部分的第一节做一个整部分的综述。具体大纲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古代 

导论：中国古代史鸟瞰 

第一节：上古中国与封建中国（秦汉之前） 

第二节：帝制草创（秦汉） 

第三节：帝制发展（隋唐） 

第四节：帝制后期（近世中国） 

第一章：人口与经济增长 

第一节：两千年中国人口动态 

第二节： 中国人口增长背后的宗族结构和城市化 

第三节：人口优势与古代中国的技术发展 

第四节：传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第二章：土地制度 

第一节：土地公有制（以“井田制”为主） 

第二节：土地租佃制度 

第三节：限田、均田与土地兼并 

第四节：垦荒与农田水利 

第三章：商业制度 

第一节： 传统中国商品经济的演变 

第二节：坊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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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陆上对外贸易（丝绸之路、互市贸易等） 

第四节：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朝贡贸易体系、） 

第四章：财政制度 

第一节：财政机构（讨论司农、户部、转运使等财政机构，讨论财政机构背后

的经济机构） 

第二节：专卖制度（讨论政府的盐铁专卖、榷场制度等等） 

第三节：财政改革（讨论从桑弘羊理财到雍正的财政改革） 

第四节： 货币制度 

第二部分：近代 

第五周：中国近代开放与制度创新 

1）近代开放历程 

2）租界与制度引进 

3）海关与外贸的发展 

4）近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第六周：中国近代工业化 

1）外资与近代工业化的启动 

2）民族工业化（私营与国营工业）的发展 

3）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发展 

4）工业化总体水平评估与国际比较 

第七周：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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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制度的延续与变革 

2）新式农业技术的引进与发展 

3）近代农业组织创新与发展 

4）总体水平的评估 

第八周：金融与财政的近代化 

1）近代金融业的变革与发展 

2）近代财政的变革与发展 

第三部分：当代 

总导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新中国的建立 

3）苦难与辉煌 

第九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1）粮食统购统销与私有制改造 

2）农业合作化和公有制建立 

3）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4）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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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计划经济 

1）人民公社运动 

2）“大跃进”的教训和反思 

第十一周：文革的影响 

1）“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表现 

2）“文化大革命”与人力资本的破坏 

第十二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2）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3）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1978-1992） 

4）历史禀赋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