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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的粮价》

内容概要

本书体现了一种努力以试图以历史解释的方式展示匿名的、连续介质的序列史。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历
史粮价序列（17世纪中期至今）。对其数据质量的分析和以往解释的梳理，为本书的意图提供了资料
上和学理上的基础。在解释过程中，本书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念出发，辅以时间序列分析以及经
济学方面提供的工具，使粮价史的时间结构代替人口、货币、气候诸孤立的变量而成为叙述核心。最
终，本书的方式导向了对该时间结构的门辨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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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凯翔,1978年生，江西宁都人。1995年入江西财经学院，就读注册会计师专业。1999年入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就读西方经济学专业，导师卢锋教授。2002-2005年随卢锋教授作博士研究。现于河
南大学经济学院从事教学科研，研究兴趣为近现代经济史和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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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彭氏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有二：一、对于粮价史的回顾与评析明晰；二、运用经济学的模型进行粮
价趋势、周期的分析。在本书中提出除货币论、人口论之外的气候、制度及技术对粮价的影响，并作
了学术回顾和自我认知的表达。对了解粮价学术史，是一部很好的工作。当然，作者本人的分析虽然
尚有很多没有弄清楚的地方，但是也算有自己的理路和解释。值得一看！
2、modeling的地方是翻过去的。对文字非常用心，偶尔失于刻意。
3、祭奠我的大学，第五、六章已经看不懂了⋯⋯核心观点：（清）物价上升、人口增长、白银流入
三者趋势并非吻合（P70），如乾隆朝人口增加30%（估算方式有待商榷），而粮价上升了60%（P93）
，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涉及到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一般意义上的通胀指的是货币发行量
大于需求量，而这一条件在清代似乎恰恰相反。王子鲁等研究表明，粮食生产会根据价格调整（P107
），并指出了江南粮价上涨而两湖粮商无动于衷的例子，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信息交换的效率和方式
，运费似只一方面，而且还可以从观念的角度来研究。勘误：P15，进度——季度。
4、眼光独到的价格史，宏大的工程。
5、长时段的粮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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