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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兩宋政治及經濟的發展 

第四章：宋室南遷後南方經濟與海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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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方經濟 

- 宋室南遷的歷史請參看第五章 

 

1.1 經濟重心南移 

- 晚唐、五代時期，北方多有戰亂，南方政治環境相對安定，人口大量南遷，南方得到更多開發，經濟迅速發展。 

- 北宋靖康之難後，北方淪陷，人民紛紛南遷，使江南的勞動力增加。 

- 南宋戶口數目最高峰時有一千二百六十多萬戶，而同期北方金朝戶口數只有八百四十一萬多戶。 

- 古代，人口多少有一定程度反映經濟力量。 

- 南方的經濟發展勝過了北方。中國的經濟重心明顯已經轉移到南方來。 

 

1.2 經濟發展 

1.2.1 農業發展 

- 南方灌溉技術和耕作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農民開闢圩田，擴大了耕地面積。 

- 南方水稻產量大幅度增長，肥沃的上田每畝（接近 600 ㎡）產量最多可達六、七石（約 460〜530kg）。 

- 太湖流域的蘇州和湖州一帶成為著名的水稻產區。 

- 原產北方的小麥、粟和豆類在南方擴大了種植。 

- 棉花、茶葉成為南方重要的經濟作物。 

 

1.2.2 手工業發展 

- 南宋時棉紡織業在南方興起並成為中國古代手工業中一個重要行業。 

- 景德鎮成為著名的瓷業生產中心。 

 

 

 

 

 



1.2.3 造船業 

- 兩宋已用船模放樣技術，先造船之模型，再依樣放大，與現代造船放樣原理相同。 

- 南宋的海船，船底設計成「V」字形，有利於改善船舶對抗波浪的能力。 

- 南宋的海船最大的可載重數萬石（一萬石約等於 768 公噸），舵長三、五丈（一丈約等於 3 米）。 

- 一船可乘坐數百人或上千人和供給這些人吃用一年的糧食。 

- 船舶的結構和製造技術也是很先進的。多桅桿，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風力，採用水密艙，加強了抗禦風浪的性能。 

- 南宋的造船技術和設計思想，都居於當時世界造船技術的前列。 

 

1.2.4 商業的繁榮 

-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南方商業的繁榮。 

- 北宋時在四川地區流通紙幣「交子」，於南宋時發展成全國流通紙幣「會子」，反映全國貿易頻繁。 

- 南宋行在臨安既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一座繁華的商業都市，與北宋時的汴梁，不遑多讓。 

 

 

 

 

 

 

 

 

 

 

 

 

 

 



二、海外貿易 

- 南宋繼續發展北宋已蓬勃的海上貿易。 

- 南宋時，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較快，為對外貿易提供了物質基礎。 

 

2.1 貿易航道 

- 南宋除沿用唐及北宋舊有航道，亦增闢了橫跨大洋的航道。 

- 據南宋人寫的《諸蕃志》所記述，當時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有五十多國， 遠至印度、東非。 

 

2.2 貿易貨品 

- 南宋海外貿易出口貨品主要為陶瓷、茶葉及絲織品。 

- 對占城（越南中南部古國）的出口更有生活必需品，如草席、涼傘、酒、糖等。 

- 南宋瓷器的生產達到高峰，大量外銷至東南亞、南亞、西亞及非洲。 

- 由於需求激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等地還興起許多專門燒製外銷瓷器的窯場。 

- 南宋輸出的瓷器以青瓷、白瓷及青白瓷為主。 

- 南宋向日本輸出的貨物則以錦綾、香藥、瓷器、茶葉等為主。 

- 南宋在今浙江、江蘇、四川等地設有「織錦院」的官辦絲織作坊，各有織機數百台，工匠數千人，規模很大，有較細的分工，

產品精美華貴。 

- 南宋輸入的貨品主要是香料，達 177 種，例如有龍腦、蘇本、胡椒、丁香、豆蔻等。 

 

2.3 貿易管理 

- 兩宋設有市舶司對出入口船舶管理，貨品徵稅及查緝違禁品等事宜。 

- 南宋時代設有八個市舶司，分別是廣州、泉州、明州、溫州、杭州、江陰、秀洲華亭、秀州澉浦。 

- 市舶之利甚厚，大增國庫收入，《宋會要》記載利錢以百萬計，佔稅收二十分之一。 

 

 

 



三、兩宋下之香港 

3.1 鄧氏遷入 

- 早於北宋時期，中原人士有不少移居今日香港新界地區。 

- 公元 973 年（宋太祖，開寶六年），祖籍江西吉水的鄧漢黻移居岑田（今錦田）。 

- 鄧氏曾孫鄧符協於廣東陽春縣令任滿後，將祖先遺骨移葬今日新界，鄧氏自此於錦田定居下來。 

- 南宋時，鄧氏族人向新界其他地方擴展，於屏山建有坑尾、上墇圍等村。 

  

3.2 宋王臺 

- 南宋時期，九龍城、土瓜灣一帶屬官富場管理（管理鹽之生產及鹽戶）。 

- 元軍攻破南宋首都臨安，部分宋室及朝臣南逃，繼續抗元。 

- 趙昰被擁立，是為端宗，與弟弟衛王趙昺，經泉州、潮州、惠州，及後逃入官富。 

- 端宗於淺灣（今日荃灣）不幸落水遇溺染病，於碙州對出海域逝死。 

- 碙州的位置歷來有兩種說法，分別是化州吳川市或香港大嶼山。經饒宗頤教授考證，碙州應是今日的化州吳川。 

- 端宗與朝臣大隊人馬駐驆於官富衙署，其地附近有小山崗，後人稱為「聖山」。 

-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領時期，聖山被夷平以擴展啟德機場，只剩下刻有「宋王臺」三字之巨石。 

- 現時屯馬線宋皇臺站（原名土瓜灣站）於施工期間發現由宋代至民國的歷史文物，當中有屬官用形制之宋代方井，學者推斷該處就

是官富鹽場官衙所在地。 

  

 

 

 

 

 

 

 

 



3.3 經濟概況 

3.3.1 採珠業 

- 五代十國時期，大步海（今香港大埔吐露港）盛產珍珠。 

- 公元 963 年（南漢後主，大寶六年），南漢後主劉鋹設珠場，稱「媚川都」。- 南漢後主下令從海門鎮招募士兵三千，又徵集船家及

採珠工人數百，專門從事潛水採珠。 

- 大步海之採珠事業發達，故又名「媚川池」。 

- 宋太祖滅了南漢後，就獲得四十甕媚川都珍珠。 

- 因潛水採珠是高風險活動，常有珠夫遇溺或被大魚襲擊而死亡，宋太祖曾經下令禁止。 

- 宋太祖之後，朝廷又恢復大步之採珠事業。 

- 大步採珠業非常興盛，一度與合浦（今廣西北海合浦）齊名，盛世持續至南宋後期。 

  

3.3.2 製鹽業 

- 香港地區之製鹽業出現甚早，西漢朝廷於現今深圳南頭置鹽官，並於南剃丫島大灣、大嶼山白芒等地駐軍，防止私鹽偷運。 

- 香港李鄭屋古墓屬東漢時期，屬官吏型制，部分磚塊刻有「大吉番禺」，說明當時香港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 

- 東漢，三國之吳，兩晉及南北朝之各南朝，皆有派鹽官管理香港地區之製鹽業。 

- 北宋期間，香港之鹽場歸海南鹽柵管轄。 

- 南宋高宗晚期，不遲於孝宗興隆二年（公元 1164 年），朝廷增設官富場管理九龍一帶鹽場。 

- 朝廷增設官富場以專門管理香港地區鹽場，可見香港製鹽業有一定規模。 

  

 

 

 

 

 

 

 



3.3.3 整頓私鹽 

- 因香港海岸線綿長，很多地方都適合產鹽，除了官府設置官營鹽場外，因利之所在，也有人挺而走險私下製鹽，成為鹽梟。 

- 當時香港之鹽梟集中於大奚山，即今天之大嶼山。 

- 大奚山鹽梟與部分官兵勾結，得以大賣私鹽，引起朝廷注意。 

- 公元 1197 年 8 月（南宋寧宗，慶元三年閏六月），廣東提舉茶鹽徐安國派兵緝捕鹽梟，大奚山島民遂叛亂。 

- 10 月（八月），知廣州錢之望調遣福州延祥寨水軍進攻大奚山，官軍初戰不利，鹽梟一度率眾攻擊廣州。 

- 其後官軍反攻，盡殺島民，平定大奚山鹽梟叛亂。 

- 亂事平定後，朝廷派摧鋒水軍駐防大奚山，公元 1200 年後才撤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