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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域经济》

内容概要

　　《宋代地域经济》的编写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对宋代社会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突出对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结构、
社会风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着重总结其社会变革的动因、特点和后果，力图做到选题新颖、
内容充实、立论稳妥、以期对宋代社会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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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域经济》

章节摘录

　　从地域角度看，南方户口占绝对优势。以宋神宗朝为定点，可知户数最多的是两浙路，其次为江
西、江东、福建。除开封府外，户口最少的路分也在南方，即夔州、广西、广东路。北方的户口分布
比较均匀。宋神宗时，全国总户数为16569874，其中北方为5676606户，占34.3%；南方为10893268户，
占65.7%，几乎是北方的两倍。　　从时间角度看，自宋太宗到宋神宗时，各地户数增长都很快，最
快的是南方，以两广为最，东南地区也很突出；最慢的是成都府路和梓州路。这反映了在原有基础上
的经济发展速度。从宋神宗朝到宋徽宗朝，发展速度有了空间变化。最快的是京西南路，其次为江南
西路、永兴军路、京东东路和梓州路；人口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减少的路分，除夔州路、两广无法比较
外，最突出的是京东西路，其次为利州路、荆湖北路、江南东路、京西北路、河北西路、淮南西路、
秦凤路。就户口的增长而言，所显示出的规律是：经济落后地区户口增长率最大，前期如两广，后期
如京西南路。这一现象当然反映了其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不意味着其经济发达，而是原来户口的基
数小在起作用。列宁在谈到用百分数表现增减率时说：“用百分数表示，小的数量总是比大的数量增
长的快些。”①道理就是如此，两广地区尤是如此。　　单就上述户口统计，尚不能对宋代各地户口
有准确的认识。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有五个比较特殊的问题须提出来加以研究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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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域经济》

精彩短评

1、两宋经济与汉唐之盛有连续性，且克绍箕裘，在地域上表现为南方经济的不断抬头与北方经济的
尚未没落。
2、学经济，对数字敏感的人应该会欣赏
3、地域歧视进入学术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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