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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玉先生，著名经济史学家。1926 年 5 月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中学毕业后曾在工厂做杂工、担
任中小学教师。1947 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1 年 7 月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53 年 9 月由中国科学院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学习，1957 年 7 月毕业。历任经济

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近代经济史组学术秘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副

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53 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文革前担任中国科学院支部委员。1980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9 年退休。
魏先生在担任中国近代经济史组学术秘书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期间，承担了大量学术组

织工作。先生注重经济史资料建设，主持购藏徽州文书; 组织了院所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推动成立

中国古代经济史组和开展清代经济史研究。先生参加了《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

济学卷》的编写，并承担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综合分支的编审工作。1985 年，

先生作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首届秘书长。同年，作为《中国经济史

研究》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之一，担任杂志首任主编、编辑部主任，期间殚精竭虑，为《中国经济史研究》
杂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杂志在学术界的崇高声誉是与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先生为经济所中国经

济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毕生致力于明清经济史研究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并拓展到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杂志发表数十篇重要学

术论文，包括《明清时代佃农的农奴地位》《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华教会对土地房产的掠夺》《试论封建生

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性雇佣劳动的过渡》《试说明清时代雇

佣劳动者与雇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与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清代押租制度新探》《高峰、发展与落后: 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
《明清时代皖南佃仆奴仆辨》《试说明清皖南佃仆制度的历史地位》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

响。他参加撰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5) 》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一届郭沫

若中国历史学二等奖、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学成果奖、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先生与李文治先生、经君健先生合著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获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先生与方行先生、经君健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
清代经济卷》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二等奖、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先生在明清时期农业雇佣劳动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等问题的研究方面造诣高深，他从

中国和西欧对比中，对封建经济的特征和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运动规律，进行了深入系统

的探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他认为，研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变化，应

该从劳动者同土地的结合方式出发，根据结合中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依附关系、地租形态，乃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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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位等的变化，来区分主佃关系的不同类型，以显示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先生从劳动者同生产

资料结合方式的角度，研究了明清时代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问题。
他认为，应该把雇佣性质的变化同经营性质的变化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的

具体过程，而不能只提一个方面。
先生强调，应该根据中外学者研究领主制和地主制的新成果，重新认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

征和各个经济范畴。他认为，在封建的土地与劳动者的结合中，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同封建统治者的

权力是相互消长和补充的，小农家庭工农结合体是这一结合的基础，封建地租是小农全家的剩余劳

动构成的，而超经济强制是封建地租剥削方式的特征。应该根据这一结合的不同形式来划分和确定

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两个发展阶段或者两种类

型，在有些情况下，二者的界限并不分明。
先生治学勤奋，学风严谨，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注重理论和方法。他在自己的研究和主持《中

国经济史研究》工作期间，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广泛吸收国外经

济史研究的合理成分，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提并重。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广泛深入地发掘和整理史料，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经济史学已有的特别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不可或缺的三个条件。
先生工作积极负责，为人谦虚乐观，待人宽厚，淡泊名利，关心年轻学者。
魏金玉先生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 0 时在北京病逝，享年 90 岁。2015 年适逢中国经济史学会成

立 30 周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学刊创办 30 周年，抚今追昔、饮水思源，先生贡献卓著、风范长存，更

加令人深深怀念!

( 责任编辑: 高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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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首届中国

经济史博士后论坛精选集》简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承办，《中国经济

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首届中国经济史博士后论坛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为主题，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举行。国内 20 余家博士后流动站的 56 位博士后出席论坛。在论坛 10 位主旨报告中，由著名经济

史专家一对一进行点评。由魏明孔、赵学军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首届中国经济史博士后

论坛精选集》，收录 25 篇论文，内容涉及到理论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论文跨越古今

中外，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论述的主题集中于劳动就业、" 三农问题"、城镇化、土
地制度、财税体制、市场物价、货币金融以及经济史资料等方面。该选集大体反映了我国年轻经济史学者对于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历史探索的水准。( 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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