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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對於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來說﹐「資本主義」應該是個相當有用的研究工具。

「資本」是「資本主義」的核心。但是﹐從三十年代以《食貨》半月刊為代表的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到五十年代開始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到近年「加里

福尼亞州學派」研究﹐史學界對於明清社會經濟的研究﹐似乎偏重於生產制度﹑

產量﹑生產技術﹑產品市場等層面﹐而忽略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換言之﹐是研究

明清「資本主義」而忽略「資本」本身。本文認為﹐明代鹽政制度中的「鹽引」﹐

伴隨著外國白銀的輸入﹐無意中形成了一個公共資本市場﹔而明代政府在處理其

鹽政危機時﹐又無意中摧毀了這一公共資本市場。這個橫跨十六﹑十七世紀的複

雜過程﹐對於中國社會經濟日後的發展﹐影響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