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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明代（1368-1644）國民在衣、食方面得到充足供應，能夠承接宋

代的富庶與繁榮。明初有所謂「棉花革命」及「水稻革命」(吳曉波，

2014)，棉花及水稻是有明一代發展最為蓬勃的農產品，由於產量豐足，

農民除了自用外，還有剩餘可作商品供出售，因此一般國民的收入都

相當豐厚。由此帶動明初至清（1644-1911）「康乾時代」的一段經濟

繁盛期。 

在收入增加、商品多樣化情況下，明代自英宗（1436-1450，

1457-1465）時白銀正式成為合法貨幣，然而中國自古以來，無論銅還

是銀的供應都長期不足。貨幣數量學說告訴我們：假如一個國家的經

濟總量增加，卻缺乏足夠貨幣進行交易，物主只有減價才可將產品出

售1，物價因此持續下趺。明代的經驗說明了一切，「銀貴物賤」令明

朝物價較前朝低，白銀的購買力是宋（960-1279）、元（1279-1368）

的兩倍。高收入加上物價偏低，明朝國民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提高。這

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方向。 

                                                      
1
 貨幣數量方程式 PT=MV。其中 P 為物價，T 為產品數量，M 為貨幣量，V 為貨幣流通次數。如

果貨幣總量不變，即 M 及 V 固定，當產品數量 T 增加，物價 P 只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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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與方法： 

明朝在棉花及水稻經濟帶動下，國民的收入持續增加，公元 1000

年宋朝時期，中國人均 GDP 是 450 國際元2，到公元 1500 年明朝，人

均 GDP 增加到 600 國際元(Angus Maddison，2003) ，增加 33%。而且

明朝物價又長期處於低水平，明朝絹一匹平均價格只值 0.6 兩白銀，

約為宋朝平均價格的 38%；江南米價每石一兩白銀，約為宋、元時代

平均價格的一半(朱嘉明，2012)。在收入增加及物價偏低環境下，國

民的生活究竟處於一個怎麼樣的水平?是有必要研究一下。 

本文之目的是要驗證明代在工資高及物價水平低的相互交織下，

國民的生活質素是否處於高水平?假如生活水平真的高，其程度又達到

什麼水準呢?為作有效的比較，本文採用中國明朝萬曆年間（1573- 

1620）、香港 20 紀 60 年代、及香港 21 世紀 10 年代的工資及物價數

據，比較這三個時期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 

由於不能確定本文擬分析之三個時期的貨幣購買力是否一致，及

為了清晰比較三個時期的生活水平，故引入兩個分析方法： 

1. 收入相當量：將個人在某時間內(一個月)的全部收入，以一種

物品的數量來表示。即該人將全部收入用以購買該種物品所能獲得的

數量。 

                                                      
2
 以 1990 年美元購買力為計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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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水平指數：分別將三個時期個人對不同物品的收入相當量

加權，計算每期的生活水平指數，然後作比較。權數人們對各類物品

消費量占總消費量之比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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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據之產生： 

下表 1、2、及 3 分別列出中國明朝萬曆年間、香港 20 紀 60 年代、

及香港 21 世紀 10 年代三個時期的工資及物價資料。需要注意的是，

萬曆年間數據原以白銀計價，後轉化為人民幣，兌換比率為 1 兩白銀

等於 661.5 元人民幣3；其餘兩期本身都是以港幣計價。 

由於港幣兌人民幣比率約為八成折價，由於相差不大，而且計算

時都以同期數據之運算為主，加上我們用收入相當量作比較，因此港

幣與人民幣的價格本文不作任何轉換。 

 
表 1：中國明朝萬曆年間工資及物價 

資料來源：漢族人《另眼看明朝 明朝工資收入和生活水平》 
2006 年 12 月 30 日載於大紀元新聞網 

                                                      
3
 參照《從自由到壟斷 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朱嘉明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1 月初版，P.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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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香港 20 紀 60 年代工資及物價 
資料來源： 工資 - 60 年代報章廣告 

物價 -“香港記憶”網站 

 

表 3：香港 21 世紀 10 年代工資及物價 
資料來源：工資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網頁 

物價 -“香港記憶”網站 

這裡有必要解釋「柴薪皂隸」及「廩膳生」兩職業。「柴薪皂隸」

是百姓給國家服役所獲得工資的統稱，服役工作一般都是勞動或雜務

工作，後文將與其它時期中「雜工」的工種同等看待；嚴格來說「廩

膳生」並非一種職業，它是明代優待秀才時每月可以拿到的津貼費，

後文將與其它時期的「書記」等文職人員同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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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據計算： 

我們將表 1至 3的職業分成兩類，文職人員及雜務工人，「廩膳生」

及「普通職員」歸類文職人員；「柴薪皂隸」及「雜工」歸類雜務工人。

食品則將之分成三類，首先，「米」歸一類；其次，牛、豬、羊歸「肉」

類；最後，「魚」亦歸為一類。表 4 列出「文職人員4」及「雜務工人5」

兩大職業每月全部收入能夠分別購買三類食品的數量。 

 
表 4：兩大職業每月收入在三類食品的相當量 

明朝萬曆年間食品的價格，其中肉類由於有三個數字供計算，而

且豬肉價格高出牛肉及羊肉約 34%，如果用平均數算肉類價格，較大

之價格將影響平均價格的準確性，因此使用中位數作平均價格。其餘

兩時期每項食品最多只有兩個數字，故維持使用平均數計算價格。 

表 5 是將表 4 文職及工人兩個階層合併後，得到收入可購買三類

食品的相當量，這是一個評估不同時期人們生活水平的指標。 

                                                      
4
 包括：廩膳生(明朝萬曆年間) 、書記(20 世紀 60 年代)、及普通職員(21 世紀 10 年代) 

5
 包括：柴薪皂隸(明朝萬曆年間)及雜工(20 世紀 60 年代及 21 世紀 1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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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時期的生活水平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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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據分析： 

從表 4 可得： 

1. 明朝文職人員的收入相當量分別在米、肉、魚三種食品的數量

均少於雜務工人。由此可知明朝文職較勞工的生活水平為低。 

2. 相反，香港的兩個不同時期，文職人員的收入相當量在三種食

品的數量都較雜務人員多。由此可知現代情況是文職較勞工的生活水

平高。 

從表 5 可得： 

1. 明朝國民的收入相當量在米及肉都多於香港人在 20 世紀 60

年代，但在魚方面卻低於香港人。原因是明朝魚價遠高於香港 20 世紀

60 年代。由此亦可以推斷明朝國民的生活水平較 20 世紀 60 年代香港

高。 

2. 21 世紀 10 年代香港人在三類食品的收入相當量均多於 20 世

紀 60 年代及明萬曆年代，因此可以論定 21 世紀 10 年代香港人的生

活水平最高。 

現在引入生活水平指數。我們定義生活水平指數如下： 

𝐼1 =
∑ 𝑊0𝑖𝑄1𝑖

3
𝑖=1

∑ 𝑊0𝑖
3
𝑖=1 𝑄0𝑖

× 100     ………………… (1) 

𝐼2 =
∑ 𝑊0𝑖

3
𝑖=1 𝑄2𝑖

∑ 𝑊0𝑖
3
𝑖=1 𝑄0𝑖

× 10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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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香港 21 世紀 10 年代為基期(基期指數訂為 100)、中國明朝萬

曆年間為第一期、香港 20 世紀 60 年代為第二期。上式𝐼1及𝐼2分別是

第一及第二期生活水平指數，𝑊0是基期權數。𝑄0、𝑄1及𝑄2分別是基

期、第一及第二期的收入相當量，三種食品的權數𝑊0分別是，米為

0.28%、肉為 2.08%、魚為 1.48%6。 

本公式是用每種食品消費量占總消費量之百分比計算權數(比

重)。這裡無量第一期或第二期都以基期作為加權數字。 

將每期數字代入公式 1 及 2，計算第一期及第二期生活水平指

數如下： 

𝐼1 =
0.28% × 504 + 2.08% × 89 + 1.48% × 67

0.28% × 845 + 2.08% × 121 + 1.48% × 188
× 100 

=
4.254

7.6622
× 100 

 = 55.5 

𝐼2 =
0.28% × 255 + 2.08% × 65 + 1.48% × 100

0.28% × 845 + 2.08% × 121 + 1.48% × 188
× 100 

=
3.546

7.6622
× 100 

 = 46.3 

根據上文有如下結論： 

1. 古代尤其明朝，以勞動力為生的人之生活水平較以文職為生之

                                                      
6
 資料來源：《消費物價指數月報》，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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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現代剛好相反。 

2. 三個不同時代社會，生活水平由高至低排列，分別：高最是

21 世紀 10 年代香港，然後是中國明朝萬曆年代，最低是 20 世紀 60

年代香港。 

3. 如果用生活水平指數表示三個時代的生活水平，依時代的先後

次序，三個指數分別是 55.5、46.3、及 100。跟第 2 項的結果一致，

而且從計算可得，明朝國民的生活水平較香港 20世紀 60年代高約 20%，

較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低於不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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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從上文分析所得，明朝國民的生活質素應該頗高，而且較香港 20

世紀 60 年代高。我們知道香港的經濟起飛在上世紀 70 年代，60 年代

香港大量人口湧入，經濟處於低增值的產業，當時人浮於事、收入微

薄，不論是住的環境還是食的品質，都只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從史

冊資料得知，明朝國民的生活當然並非如此。從生活水平指數可得，

明朝國民的生活水平低於我們現代人不足一半。故可推斷，明朝的經

濟應該處於經濟起飛期以上。 

本文所採用之明萬曆年間的經濟數據，由於年代久遠，而且從史

冊所得之數據，是當時使用的貨幣(白銀)為單位，雖已轉換成現代貨

幣，但在計算過程或會有多算或少算的可能，使數字未能反映實際情

況，這是本文的局限所在。但本研究至少發現明朝國民的生活水平絕

不遜於經濟起飛階段，可能已經超越這時期，還跟我們今天經濟成熟

階段相距不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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