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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秦社會經濟形態新探(精)》雖名為《戰國秦漢社會經濟形態新探》，而實由此及彼拓展

為關於整個中國歷史的、獨立的自身社會經濟體系的理論系統，在此系統中筆者創造性地提

出了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七個獨一無二的理論范疇和概念，包括：實踐歷史學，國家權力中

心論，中國地權本體論和中國歷史自身的遞進的、一以貫之的、向連續的四個歷史時期：邑

社時代、官社時代、半官社時代、“國家-個體”小農時代。此正是從中國歷史內在的基本實

踐歷史發展邏輯出發，揭示了中國歷史自身固有規律。本書由張金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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