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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

展的重要时期，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和研究价值。

通过对南宋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深入

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制度变迁

以及经济思想等方面，为现代经济发

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意义

时代背景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近四十年来南宋经

济史的研究成果，探讨南宋时期的经

济特征、制度变迁以及经济思想等方

面的问题。

研究问题

南宋时期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市

场体系、货币流通、商业贸易、手工

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了解

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制度变迁以及经济

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文献综述法

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南宋时期

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当时经济

的运行规律和特点。

实证分析法

将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历史时期或

不同国家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南宋经

济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比较研究法

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南宋经济史进行跨学

科研究，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和规律。

跨学科研究法

研究方法和路径



近四十年来南宋经济史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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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梳理
近四十年来，南宋经济史研究经历了从起步到逐步深化的过程，研究视角和方

法不断拓宽。

主要成果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一批具有

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研究历程和主要成果



注重实证研究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关注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

经济发展。

研究特点

随着新材料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南宋经济史研究呈现出精

细化、动态化和国际化的趋势。

研究趋势

研究特点和趋势



研究不足
对南宋经济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相对薄弱，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

争议问题

关于南宋经济制度的性质、土地制度、商业发展等问题存在学术争议，需要进一

步探讨和澄清。

研究不足和争议



南宋经济史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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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南北对峙局面，政治中心
南移，临安（今杭州）成为南宋都城，带动了南方经济的
迅速发展。

南北对峙与政治中心南移

南宋时期战争频繁，与金、元等政权长期对峙，同时也有
相对和平的时期，这种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局面深刻影响了
南宋经济的走向。

战争与和平交织

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海上贸易成为南宋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国内外市场的繁荣。

海上贸易的兴起

政治经济背景



农业生产的进步01

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显著提高，水利设施大量兴建，耕地面积

扩大，农作物产量提高，为南宋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手工业的发展02

南宋手工业门类齐全，技术先进，尤以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等最为

发达。这些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还远销海外，为南

宋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商业的繁荣03

南宋时期商业繁荣，城市市场活跃，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便利了商品流通。同时，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济发展特点和成就



土地制度的变革

南宋时期土地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买卖频繁，租佃关系普遍化。这种土地制度的

变革对南宋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赋税制度的改革

南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赋税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如推行经界法、方田均税法等，

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

社会阶层的变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制度的变革，南宋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士、农、工、商

四民界限逐渐模糊，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新的阶层——市民阶层。

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



南宋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路径

04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65010042234011220

https://d.book118.com/16501004223401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