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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强化和技术进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断深化的时代，各种经济活动、相关
关系和经济现象不是趋于简单化，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嬗变性和多样性。
如何对更纷繁、更复杂、更多彩的经济现象在理论上进行更透彻的理解和把握，科学地解释、有效地
解决经济活动过程中已经存在的、即将面对的系列问题，是现在和未来的各类经济工作者面对的重要
课题。
　　作为培养各类高素质经济建设人才的经济类院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能够得到系统的、科
学的、严格的专业训练，系统而深入地掌握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原理和最新动态，为
他们能够科学地解释和有效地解决他们即将面对的现实经济问题奠定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2002年5月到2003年12月，在历时一年半的时间里，深入总结
了人才培养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国内外著名经济院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博
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经验的基础上，对本院学生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等进行
了全方位改革。
新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编撰经济学院系列教材。
　　编撰该系列教材的基本宗旨是：　　第一，学科发展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现有的各个学科已经出版了大量的国内外教材，其中不乏欧美知名学者撰著的优秀教材。
我院部分学科在教学中曾经直接使用欧美学者撰著的教科书，但在教学的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任何
一门国际顶尖的教材，都存在一个与中国经济实践有机结合的问题。
某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可能具有国际普适性，但对原理和方法的把握则必须与本土的经济活动相联系，
必须把抽象的原理与本土鲜活的、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相联系。
我们力争在该系列教材中，充分吸收国际范围内同门教材所承载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在此基础
上，切实运用中国案例进行解读和理解，使其成为能够解释和解决学生遇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
知识。
　　第二，“成熟的”理论、方法与最新研究成果的有机结合。
教科书的内容必须是“成熟”或“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即具有一定“公认度”的理论和方法，
不应是“一人言”，否则就不是教材，而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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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内容，系统介绍了中国先秦时期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两
千多年内不同时期代表人物、学派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著作和观点，涵盖了土地、赋税、商品、货
币、人口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思想，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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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方面提高粮食价格。
商君学派认为“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因而主张提高粮食价格，“使境内之食必贵”，“食贵
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
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①。
　　（3）从各方面给商人的经营制造困难　　如“废逆旅”，就是禁止人们开设旅馆。
这样不仅使开设旅馆的人没有饭吃，而且使人们难以远行，当然，长途贩运就更加困难了。
　　第五节齐法家的富国富民论　　齐法家不同于秦晋法家，他们既主张富国又主张富民。
他们在谈论富国问题时，区别了饥饱和贫富。
“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
而贫富之国可知也”⑦。
这就是说，在齐法家看来，只是填饱肚皮，不能叫做“富”，这只能叫做“饱”。
“富”要比填饱肚皮更好些。
他们还提出了为了富国应该做的几件事：　　第一，山泽免于火灾，草木繁殖成长；　　第二，沟渠
畅通，堤坝储水不泛滥；　　第三，田野遍布桑麻，因地制宜种植五谷；　　第四，家里饲养六畜，
培植瓜瓠荤菜百果；　　第五，工匠不在精雕细刻（奢侈品）上比高低，妇女纺织刺绣不在文采花样
上下工夫③。
　　在齐法家看来，富国不仅要种植五谷，桑麻，而且要饲养六畜，培植瓜瓠荤菜百果，草木繁殖成
长。
他们还关心手工业产品。
在他们看来，工匠不在精雕细刻上比高低，妇女纺织刺绣不在文采上下工夫，就可以生产更多的适用
手工业产品。
他们不仅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重视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条件与环境，包括山泽免于火灾，沟渠畅
通，堤坝储水不泛滥。
　　齐法家在重视富国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富民。
他们之所以重视富民，与他们对人性和道德的看法有关。
他们认为人心好利，喜富贵，恶贫贱，因此采取富民政策。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是“顺民心”④的，实行满足人们欲望的政策，“厚其生”，“输之以财
”，“宽其政”，“匡其急”，“赈其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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