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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人口与经济发展》

内容概要

本书主题是明代人口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试图从人口截面，分析其数量、结构、地理分布等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各种人口变动因素引起的经济后果。认识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再生产是人口再
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统一。因此，本书并非纯粹的人口史，而是有关明代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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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一、明代人口史研究现状和成果述评二、本课题要解决的问题三、研究方法（一）历史学的方法
（二）经济学的方法（三）特定的分析技术和方法第一章 明代人口数量的历史演变一、明代人口统计
对象和范围二、明代人口数量的文献数据及分析评价三、明代人口数量估计及阶段差异（一） 明代人
口数量估计（二）清代“人丁户口”调整与明代人口衔接第二章 明代人口的非稳定性结构一、明代人
口性比例的非稳定性二、明代人口职业结构的非稳定性三、明代人口社会构成的非均衡性（一）皇室
集团及宦官群体的膨胀（二）地主群体的萎缩（三）商人群体的艰难挣扎（四） 两头大、中间小的不
稳定社会阶层人口结构第三章 明代人口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一、洪武年间人口地理空间分布状态（一
）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人口数量及密度（二） 沿海省区与内陆省区人口密度的差距（三）人口的过度集
中与分散二、迁都北京与明代中、晚期人口分布（一） 明代中期弘治年间人口分布状态（二） 明代
晚期人口分布状态（三）北方人口增加的数量及种类（四）迁都北京的政治、经济后果三、明代人口
空间分布非均衡性特点及调整的困难第四章 明代人口地理与资源限制一、明代土地数量与人口（一）
明代的土地数量（二）明代户均土地和人均土地（三）人口的集中、分散与土地对应关系二、明代城
镇布局与人口、资源的聚散能力（一） 明代城镇布局特点（二）城镇布局与经济辐射面三、明代人口
、资源与交通运输能力（一）明代海运（二）明代河运（三）明代运输通道、工具和商运第五章 明代
人口的非流动性与经济结构的封闭性一、地理空间上分离的生产单元（一）因交通不便造成的分离性
生产单元（二）分离性生产单元对人们的吸引二、连续性生产单元的开放性与自然经济结构（一）手
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条件限制（二）城镇手工业发展对农村手工业人口吸收的限制三、明代社会中各
行为主体的选择（一）农民的选择行为（二）手工业者及商人的选择行为（三）政府政策的选择结语
（一）人口发展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二）失衡的人口结构制约着人口数量增加（三）自然灾
害制约着明代人口增长（四）与外界缺乏交换的生产单元，其造血功能低下（五）城镇、交通和商业
集散物资的能力很弱（六）制度、政策的缺陷使得经济每况愈下（七）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和脆弱性并
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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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代人口数量的历史演变一、明代人口统计对象和范围根据明代史料，认识明代人口数量的
演变，首先要认识当时的统计方法、对象和范围。明代人口统计的地理区域范围，限于两京十三布政
使司，即南直隶、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如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并不在人口统计范围内。
就是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也有儿类人口不在统计的范围内，一类是明王朝宗室人口，专门记入“玉
牒”中，至明末约有30万人；另一类，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土官管理的府、州、县人口，宣
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所辖人口；再一类，属都司或行都司的卫所管民，也不在统计范围，
如辽东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卫所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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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人口与经济发展》共分5个章节，试图从人口截面，分析其数量、结构、地理分布等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以及各种人口变动因素引起的经济后果。具体内容包括明代人口数量的历史演变、明代人
口的非稳定性结构、明代人口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明代人口地理与资源限制与明代人口的非流动性
与经济结构的封闭性。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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