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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下午，第九期“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沙龙”——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历史与现实考量：历史计量学漫谈”在中心

校区知新楼 A 座第二会议室举行。人文社科处张荣林副处长主持了

本期沙龙，主讲人为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特邀嘉宾有经济研究院

院长黄少安教授、经济研究院教授兼学术研究部副部长魏建、历史文

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和徐畅教授以及经济学院陈强教授。另外，还邀请

了儒学高等研究院陈锋教授、姜修宪博士（后）、马驰骋博士等与会，

一些对该论题有兴趣的师生也参加了本次沙龙。 

首先，作为主讲人的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简要介绍了历史计量

学的由来、研究主题、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以及与中国学界的交叉情

况。孙教授指出，历史计量学的研究主题即“理解经济增长的来源”、

“寻找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

素。历史计量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到经

济史研究中，其主要特征是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



展。其次，孙教授就当前历史计量学的发展和对史学界及当前经济转

型的意义做了简单阐述。随后，孙教授给大家汇报了当前正在开展的

几项研究工作，包括：制度的历史遗产、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

长，中国 1959-1961 年大饥荒的再讨论、1978 年农村改革、各封建王

朝 GDP 研究等史学相关题目。最后，孙教授呼吁史学界与经济学界

学者通力合作，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开创属于山东大学自己

的学术研究新高地。 

接着，马驰骋博士简单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及相关论文情况。

马驰骋博士尝试开展了儒家文化是否抑制投资冲动和叛乱、科举制是

否有助于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其中，对于儒家文化是否抑制叛乱

的问题，他采集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的区域作为样本，比如以乡贤祠

堂、学校、孔庙、烈女等的多寡为指标，与历次动乱的频次及影响范

围进行比对，看关联度几何。对此，黄少安教授指出，对于该问题我

们要注意加强纵向以及横向的比较力度，选取最具代表性、最能说明

问题的数据加以采集利用，比如儒家文化被立为正统前后、王朝前后

期以及南北方等地区的差异。姜修宪博士（后）则介绍了国内外有关

历史计量学的研究现状。随后，刘玉峰教授说道，对于历史计量学（计

量史学）这个名称可暂不做讨论，但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人是很有启发

的。 史学界与经济学界对于史料的态度和利用也是有明显区别的：

史学界对于史料往往需要先甄别真假、去伪存真，然后再选取最可信、

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加以运用。而经济学界则偏好于能够充分说明或者

证明自己想要的东西即可，不刻意追求某些东西的缘由或者“纯度”。



制度变迁背后都有着经济变迁的因素，经济变迁又与政治浮沉紧密相

连。由文化→思想→政策→体制→结构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如果做有

关各朝代 GDP 问题的研究，那么相关原始数据占有的多寡以及数据

水分多少的处理是有难度的。恐怕像三五年这样短的时间很难对期间

的数据变化作出准确把握，我们不妨扩展到四五十年、上百年这样长

一些的时间段中来考察数据变化趋势。陈峰教授着重介绍了有关计量

史学（历史计量学）在我国的发展脉络。徐畅教授发言表示比较赞同

黄少安教授主张的——先从回应具体问题入手开展相关研究。以最近

所作的近现代民众生活水准研究为例，发现似乎与常理有悖，即生活

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而恰恰是生活水平高的，恩格尔系数也

高。不过徐畅教授表示还未做深入细致证实，对粮食价格等相关数据

利用还不够。另外，对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保护到底有多少以及地

租水平有疑惑，徐教授希望经济学界能从经济学视角给予解答。接着

陈强教授回应道，我们围绕一定的目的去收集相关数据，然后达成目

的。其间，我们无需去定性一些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抓住一条基准

线，然后在可控范围内寻求区域数据分布即可。以之前陈教授发表的

有关自然灾害与民众起义关系和气候与游牧民族南下或者进入中原

的频率为例，通过相关数据的采集整理发现，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与

民众起事成密切正相关，气候异常特别是降水量减少对游牧民族影响

巨大，导致南侵频次会明显增加。此外，我们还是要从基础出发，现

在做包括历史计量学在内的交叉学科，最缺乏的是基础数据库，等到

用资料的时候，不知道数据来源和存在数量，这方面希望史学界可以



给予帮助。 

最后，魏建副部长总结指出，不管现在做得好也罢、差也罢，只

要我们有了开始，先做起来是最重要的。我们人文社科处举办学术沙

龙的初衷就是把大家聚起来，集思广益，把好的想法、好的做法交流

一下，互通有无、联帮互助，为更好的繁荣发展山东大学人文社会学

科服务。（刘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