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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明朝永乐时期，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与各国通商，此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经济中

占有重要地位。在明朝中后期，受到倭寇、海盗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影响，明朝开始施行“闭关锁国”政

策，一直到鸦片战争被英国打开国门。此时，中国逐渐失去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

来越小，那么在明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从政治制度、

农业制度、税务制度、对外贸易政策等几方面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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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Yongl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Zheng He was ordered to go to the West seven times 
to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At this time, China is still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pirates, pirates and western colonists, the Ming Dynasty began to implement the “closed 
door” policy until the Opium War was opened by Britain. At this time, China gradually los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had less and les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economy. So wha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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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of my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at factors 
were affected? The system, agricultural system, tax system, foreign trade policy and other aspects 
w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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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明清时期作为封建帝制的晚期，也是封建专制的顶峰，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

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农业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对外贸易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在以农业为主的明清经济

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后果。例如明朝末年地球气候进

入了小冰河时代，各地天灾频繁，严重影响到了当时的农业经济，造成大量流民失所，从而出现了大批

次的农民起义，直接造成了明朝的覆灭，为清朝的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同时清朝作为外来民族所形成

的国家政权，对内实行高压政策，闭关锁国、农桑为本的国策，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萌芽[1]。因此，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相互的，下文就影响明清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探讨。 

2. 政治对明清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改朝换代对经济的影响 

在改朝换代之前，一般会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改朝换代过程中的战争会摧毁经济秩序，严重影

响农业的稳定。所以，一般在改朝换代的初期，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人民深受社会动乱之苦。因此，如

何恢复经济是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明清两朝政府在政权形成的初期，均实行了由政府强力推进的社会恢

复与发展经济措施，并获得了一些辉煌成绩，使之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

响。在明清时代，农村经济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其中田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和财富。在新

政权建立初期，政府采取了强制措施，让流民回乡开垦土地，没收地主非法所得土地，并颁布了扶持政

策，对于小农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国民经济水平。 

2.2. 封建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代所推行的封建统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顶峰时期，其行政命令多以维持王朝统

治为目的，而在这个目的影响下，明清时代的经济政策往往缺乏经济精神，严重影响了明清经济的发展，

也使得自明朝中后期起，经济政策就变得更加饱受保守与收敛，从而遏制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清时代

推行的商业限制发展政策。要求，国家必须对重要产品实行专卖，违反者将会遭到非常严重的惩罚，这

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封建制度影响下的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大多数官员

缺乏职业道德，将商品管制变为剥削底层人民的手段，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2]。其次，明清时期对于

自然资源的利用也设置了诸多限制，山川菏泽归国家所有，严禁私人开发，在严密的控制政策下，商业

难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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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朝时期丁役制对农村的经济影响相当大，凡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劳动者均必须服劳役，

而大批的壮年劳动者也需要服劳役，在农村生产中由于缺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

在明清时代户口管理和登记制度一直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户籍有民籍、匠籍、军籍，每

个籍贯態不从事和户籍相关的职业，例如军籍，每户军籍必须从一个劳动力作为职业军人，军籍在明代

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户籍群体，由于家庭劳动力被强迫入军，导致家庭农业生产力不从心，逐渐破产，

被封建地主进一步剥削。 
在清朝，清军入关以后采取了高压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清朝前期暴力的圈地运动，造成大量的农民

失去土地，逐渐沦为农奴。尤其在当时首都北京附近，八旗子弟采取暴力的圈地手段，不仅是底层农民

受到影响，大量小地主阶级也受到影响，成为无土地地主。同时，由于清朝统治阶级在圈地之后实行的

主要是包衣制度或家奴耕种政策，这些相对落后的管理方式也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受

到了较大的打击。在圈地运动的同时，受到了大量汉人农民、地主的反抗，爆发了大量的流血冲突，进

一步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康熙统治时期，废除了圈地运动的合法性，在雍正时期更是以国家政令的

形式禁止了圈地，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农业经济发展，在乾隆时期达到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巅峰。 

3.1. 赋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实行的严厉的赋税政策，其制定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大地主的利益，

导致了大量的土地兼并现象，尤其是朝代的中后期，土地兼并现象尤为严重。在古代官吏和皇室亲贵是

没有缴税的，这就造成了国家征收赋税出现不均现象，从而导致了中央财务危机，特别是在王朝的中后

期，由于皇室生活奢靡、冗官冗食导致的政府财政支出逐渐在上升中，又因为赋税不均，大部分钱财都

聚集于没有缴税的特权阶级，而中央为了增加税收，就只有增加对人民赋税，又进一步加重了对民众的

税负，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在王朝的中后期都会开展全方位的社会改革，而

财政改革社会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康熙新政、雍正新政，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

生的[3]。以张居正改革的一鞭法为例，对田赋、徭役可以折为货币进行正说，同时放松了农民对于国家

的人身依附关系，鼓励手工业商品化发展，以提升国家的税收。但是改革会会影响到权贵的既得利益，

遇到了较大的阻碍，当掌权者比较强势时，可以强制性推行改革制度，但是一旦强势掌权者去世，新政

难以继续维持，改革只能在一段时间内促进经济发展；而当掌权者不够强势时，例如嘉庆改革的效果微

乎其微。明清时期都经历了税务改革，在一定情况下解放了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封建体

制的问题，改革取得效果不够突出。 

3.2. 对外贸易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明清时期都施行了严格的对外贸易海禁政策。明代初期，有郑和下西洋的这样的大型外交活动，但

是后期对外贸易政策逐转向保守，商人将商品售卖到国外被判刑的事例很多，这导致了大量的海上贸易

走私活动，自私商人和海盗勾结在一起，对正常的贸易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4]。从清代早期，我国就

一直活跃于世界贸易市场，并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可是由于清廷对国内民族统治问题的加剧，逐步趋

向保守，并自认其为天朝上国，驱逐外国传教士，严厉控制了对外贸易，统治者为保持自身统治，实行

了长期封闭锁国的政策，对百姓出海贸易经商和外国人来华贸易严厉控制，使得中国人民无法接触到世

界前沿的先进知识、理念。最终使中国人逐步丧失了对外贸易优势[5]。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开启，中

国从此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民族经济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直到解放战争后才实现真正的民

族独立、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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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约明清资本经济萌芽发展的社会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明清经济发展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点，

也基于这个原因，在这个时候，社会的一部分地方已经开始产生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企业雇佣

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的萌芽，而这个情况也在另一方面与当时明清

政府的贸易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关联，在明朝中后期，由于财政紧张，政府不得不放松严厉的海禁政策，

允许本国商人与外国进行通商，这时，此时欧洲文艺复兴资产阶级思想的兴起，使得个别商人受到一定

影响，但是，由于明清时期政府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本国商人阶层地位十分低下，再加上当

时的商人把挣来的金银全部用在购买土地上，根本无法壮大资本主义，其次，我分析应该和当时人们的

思想观念有关，“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封建统治，儒家思想”等等都与这些都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观

念。侯官响老师在他的著作《明清楚雄地区社会经济研究》曾经分析明清经济发展时期它是伴随着社会

环境影响而改变。不会因为他本身所存在的机制不同而变化[6]。所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放在那

个特殊时期分析问题，切不可站在自己角度分析问题。 
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形态，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和排他性，自给

自足性的农业模式，人们的重要财产就是土地，它恰恰与商品经济持对立状态，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经

济形式冲击具有一定的顽强抵制性，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当时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的发

展。同时，传统的安土重迁的小农思想也使得当时仅仅出现的一点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遭到破灭。不过，

从有利方面来看，虽然明清农业经济要比前朝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但这些经济发展却主要反映在现在的

广度上，而不只是体现在深度上。虽然。清代的农耕工具基本上没有改良过，在农耕方面，农业的生产

技艺也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进步，它只是农业耕作区域面积空前变大，并将传统的精耕细作技艺

推进到了更加广阔的地方。这些发展都导致了经济总量的明显增加。但是，传统的封建思想与高度集中

的封建集权，严苛的对外贸易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彻底破坏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直到清

朝后期国力日趋衰落，封建制度逐渐腐朽已经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国人视野逐渐闭塞，生产技术落后。

最后只能沉沦于世界茫茫大海中。 
结语：该论文系统的从政治制度、农业制度、税务制度、对外贸易政策等方面对明清时期经济发展

受到的限制进行简单的分析。所以，当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去分析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

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定和当时社会环境存在着莫大的关联，经济基础决定了上

层建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统治者对生产力的看法，也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素。所以，综上所

论，我们在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情况时，应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对明清经济发展情况一概而论。

当然，明清时期我国经济还是取得一定的发展，需要辩证的看待明清时期政治制度、农业制度、税务制

度、对外贸易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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