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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手工业与农村 
郑起东总结了国民政府发展农田水利建设的三个阶段及其历史意义，他认为主要

有三个特点：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中央、省、
县结合。①20世纪20、30年代冀鲁两省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等先后通过引导示范、
技术指导、发放优惠贷款等办法，鼓励农民发展井灌，尤其注意推广新式凿井技术
等。赵宝爱介绍了有关情况。②周亚、张俊峰以清末晋南地区的引汾灌渠——通利
渠为例，通过对水利组织结构、权限、内部关系、选举换届、经费来源等的研究，
复原了清朝末年该地区乡村社会水利的管理与运行状况，探讨了水利灌溉系统的性
质。③谢丽分析了民国时期和田地区耕地大面积撂荒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
当地人口、耕地水平与水资源承载力相互关系失调。④19世纪后期中国茶叶的出口
和国际市场占有额出现了明显下降，王力总结了当时各方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引进制茶机器、控制伪劣茶叶出口、吸收和普及茶叶生产知识等。⑤黄河三角洲为
中国近代著名的棉花品种科学改良试验基地，曾经成功选育出脱字47号、36号、57
号等美棉良种与齐东4号等中棉良种，李靖莉介绍了有关情况，并认为其对山东乃至
全国棉作产生了重大影响。⑥刘洁、李立涛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河北棉田面
积和棉田占总耕地的百分比明显提高的原因。⑦贾贵浩认为近代河南农业种植结构
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发展却给农民带
来了沉重的痛苦。⑧游海华认为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出现了诸多近代农业新因
素，近代农业完全衰败的观点在边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⑨陆和健、郭东认为抗战
时期西部地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促进了西部农业的发展。⑩冼剑民提出以城市市场
消费为导向，以供求关系为机制，以产品价值为追求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清代广州
城郊农业的特征。⑾ 

四川是近代中国押租制最为盛行、押租剥削也最为苛重的地区。通过爬梳史料刘
克祥证实了押租制蔓延和渗透到四川各县和几乎每宗租佃个案，地主通过增押增
租、高押高租、明佃暗当等吞霸手段，使地租剥削总量和地租率加倍升高，佃农劳
动成果被囊括殆尽。⑿根据当时各种调查材料，1930年代江西、福建等南方苏区内
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黄道炫认为该数据对东南地区也有相
当代表性，并进一步指出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
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⒀徐畅以抗战前湖南、湖北等6省农
村的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论证了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
期，并认为：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20世纪上半期来看，此次地权集
中具有转折性。还探讨了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由此说明20
世纪30年代前期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⒁莫宏伟以苏南为例评述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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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农村的永佃权，他认为永佃权土地的租额一般占土地正产量的40％左右，永
佃权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⒂莫宏伟还简要论述了中国近代的富农与富
农经济，他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郑起东：《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

期。 
    ②赵宝爱：《20世纪20、30年代冀鲁两省的凿井灌田与防旱救荒》，《中国农
史》2005年第1期。 

③周亚、张俊峰：《清末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以通利渠为例》，
《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 

④谢丽：《民国时期和田地区耕地大面积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农
史》2005年第1期。 

⑤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5年第4期。 

⑥李靖莉：《黄河三角洲近代棉业改良及其影响》，《齐鲁学刊》2005年第6
期。 
    ⑦刘洁、李立涛：《近代河北植棉迅速发展原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
2005年第4期。 

⑧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
2005年第3期。 

⑨游海华：《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史学月刊》2005
年第6期。 

⑩陆和健、郭东：《西部开发的先声：抗战时期西部农业科技之推广》，《中国
矿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⑾冼剑民：《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模式与演进》，《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
期。 

⑿刘克祥：《近代四川的押租制与地租剥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
期。 

⒀黄道炫：《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
究》2005年第1期。 
    ⒁徐畅：《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⒂莫宏伟：《近代中国农村的永佃权述析》，《学术论坛》2005年第7期。 
 

为富农经济是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近代农村重要的经济力量。①丰箫以
1945年后的浙江省嘉兴地区乡村佃业纠纷为中心，指出随着国家政权的下延，国家
法规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了乡村的日常社会秩序的运作，佃业双方由传统的业主定租
额转到佃业双方面对面的争执。②谢迪斌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与耕地面积的不断缩
小，我国近代农地产权制度的选择陷入了困境。③他还撰文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农
地产权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④史志宏根据1930年、1936年和1946年3个年份
对清苑县4个村农户家庭历史的追溯调查数据，对这一时期华北平原农村土地以外主
要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⑤李永芳将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
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分为4个阶段，并总结了其成绩和意义。⑥ 
    织布业创造了作为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冯小红将其
总结为：是一种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
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动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的
乡村工业化模式。⑦王翔以浙江丝织业为考察对象，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丝
织业在近代史上的转型过程。⑧李闰华以广西植物油制造业为例，分析了近代中国
手工业向早期工业转轨的有关问题。⑨定光平、邱红梅以羊楼洞茶区制茶工业为
例，分析了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认为在传统手工业行业或乡
村地区工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渐进性似乎比突发性更明显，嫁接型比移植型更具
有生存力。⑩彭南生对近代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进行归类分析，他指出站在农村工
业化的角度看，唯利型的“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近代中
国的农情决定了维生型的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⑾ 

李金铮将近代中国农村的高利贷分为加大利、先扣利等六类，他认为在农民没有
其他融资办法的情况下，高利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剂农村经济生活中的资金或实



物不足。⑿杨勇评述了近代江西地方货币与乡村金融转型，指出江西地方货币的推
广困难与传统乡村金融体系的势力强大和新式金融组织缺失密切相关。⒀徐畅研究
了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村典当，认为典当不仅是农民重要的融资机构，而且还
是连接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桥梁。⒁徐畅还评述了近代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合
作。⒂张扬考察了清末农务会产生的历史背景、组织运作及其历史贡献。⒃魏本权
讨论了1930—1940年代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当局推行的农村合作运动，并评述了其历
史意义和后果。⒄王琦介绍了清末的奉天农业试验场。⒅20世纪上半叶，俄国流民
曾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三河地区形成了社区，王建革对其建构过程作了描述与分
析，认为最关键的要素是农牧生产技术、森林、土壤和从俄境移植过来的兵农制。
⒆他还认为近代内蒙古草原的村落群体随草原生态、地形、农业的结合程度以及社
会文化活动而变化。⒇日本据台时期曾大量向台湾移民，农业移民是其中重心，该
政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吴本荣分析了其危害。[21]赵刚印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大生
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意义。[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莫宏伟：《中国近代富农与富农经济简论》，《石河子大学学报》2005年第3

期。 
②丰箫：《民国乡村秩序的整合：规范化过程》，《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③谢迪斌：《人地矛盾下的制度困境》，《生态经济》2005年第6期。 

    ④谢迪斌：《20世纪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特征与启示》，《学术研
究》2005年第5期。 

⑤史志宏：《20世纪30、40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以外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状
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⑥李永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5年第4期。 

⑦冯小红《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年第4期。 

⑧王翔：《国际竞争与近代中国传统丝织业的转型》，《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
第3期。 
    ⑨李闰华：《近代中国手工业的转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⑩定光平、邱红梅：《近代乡村工业形态的三元模式探析》，《咸宁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⑾彭南生：《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 
⑿李金铮：《内生与延续：近代中国乡村高利贷习俗的重新解读》，《学海》

2005年第5期。 
⒀杨勇：《近代江西地方货币与乡村金融转型》，《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⒁徐畅：《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典当三题》，《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⒂徐畅：《近代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合作述评》，《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

第3期。 
⒃张扬：《中国近代农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

第5期。 
⒄魏本权：《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合作化》，《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⒅王琦：《清末的奉天农业试验场》，《兰台世界》2005年第6期。 
⒆王建革：《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1917—1964)》，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⒇王建革：《近代内蒙古草原的游牧群体及其生态基础》，《中国农史》2005年

第1期。 
[21]吴本荣：《试析日本据台时期对台农业移民及其危害》，《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2005年第3期。 
[22]赵刚印：《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意义》，《宁夏大学学报》

2005年第4期。 
 
工商、金融业及市场研究 
林刚指出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火柴工业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农村经济落后导致

的农民生活水平低下、购买力薄弱，从根本上制约了民族火柴工业的发展。①姜平
重新展开了对1933年南通大生纱厂大裁员史料的钩沉与稽考，并将之放入具体的社



会历史背景予以观照分析，对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做出了重新评价。②抗战后国民政
府违背诺言，建立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后虽曾一度积极推进中纺公司民营化及
其股票发行工作，但最终难逃全业破产的命运，金志焕叙述了这一历史过程。③梁
华通过对近代棉纺织业的投资策略进行中日比较，发现与日厂相比，华厂投资的投
机性、盲目性和短视性都很突出。④张英利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通过不同
的途径对日本先进蚕业科技的大量引进。⑤莫子刚研究了贵州企业公司的建厂和经
管上的成就，认为该公司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其经管模式更是在全国产生
了深远影响。⑥秦其文介绍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广告促销技巧。⑦秦石考察了近代上
海包装印刷业的起源。⑧武晓芬、殷惠艳回顾了近代中国民间工业会计核算的历
程。⑨ 
    代鲁指出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既被列强挤压，又受国内政府挟制；在对日销
售中遭其百般盘剥打击，致使中国惟一的钢铁煤焦联合企业沦为单纯为其供给铁矿
石的开采机构。⑩赵津通过对沿海沿江十几座城市的实地考察，总结了近代房地产
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商品化的前提条件。⑾邓庆坦、邓庆尧通过分析房地产业与中
国近代建筑演变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市场经济在建筑技术进步和现代建筑风格兴起
过程中的巨大作用。⑿夏东元高度评价了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
重要意义。⒀郑剑顺就福建船政局名称、性质、管理、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重新检点
和思考。⒁王晓军叙述了近代龙州铁路筹建过程。⒂徐飞、茆诗珍认为留美幼童是
中国电报业的拓荒者，他们不但参与了当时全国大多数电报干线的勘测施工，而且
还积极参与电政事务的对外交涉。⒃胡婷、陈艳君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华邮政的统一
与发展过程。⒄肖自力记述了民国年间赣南钨业的发展。⒅王士立、王振良认为中
国近代煤矿第一井是台湾基隆煤矿的八斗子矿井，而非滦唐山矿的1号井。⒆李仲明
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内迁对西部开发的推动。⒇ 

何旭艳探讨了从1921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信托业在中国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的过
程，及其问题和特点。[21]他还撰文分析了由于动机不纯，信托业刚刚兴起就偏离
本业，它们或者与交易所联手从事股票投机，卷入“信交风潮”而导致败亡，或者
以经营银行业务为主业得以继续生存。[22]罗艳探讨了洋务运动与近代民族保险业
的兴起之间的关系。[23]他也论述了近代保险的传人和中国民族保险业产生之间的
关系。[24]柳治国论述了19世纪初外商保险业登陆中国后的两方面作用。[25]朱静
评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金城银行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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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 

[24]罗艳：《近代保险的传人和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清史研究》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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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贷款，认为这一措施促进了城乡小本农工商业的发展。①陈礼茂叙述了在白银风
潮和法币改革过程中，国民政府以救济之名，行控制之实，最终实现了对中国通
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银行增资改组，将其纳入政府金融体系。②时湘云介绍了外
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概况。③庄志龄考察了中国第一家官办征信机构联合征信
所的成立、发展及其消亡的过程。④孙建国、彭善民考辨了中国征信所的性质。⑤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汇兑经纪员公会并制订该会章程、设立公共
准备金制度，张天政指出银行公会的这些业务制度建设，促进了中国金融制度的现
代化，也有益于上海乃至国内的金融市场。⑥郑成林认为上海银行公会推动了商业
信用向银行信用转化与近代中国信用制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⑦
万艳丽以《中国银行会计内规》为例，研究了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的会计制度改
革，认为《内规》内容全面，适应性强，不仅为中国银行一直沿用，而且被其他银
行所仿效。⑧万立明对从清末到抗战时期银行监理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梳
理，并总结出其发展特点。⑨巫云仙具体论证了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100多年金融制
度的变革中产生的影响，并认为既要看到汇丰唯利是图的本性，也要具体分析其客
观作用。⑩程霖评述了近代国人引进西方银行理论，改造传统金融思想，建立银行
制度的过程。⑾齐大之论述了中国近代的信用交易。⑿ 
    严亚明介绍了晚清新式企业的创立模式。⒀他还分析了近代洋务股份制企业股
票性质与股权状况，指出官员未能普遍认可股东的财产权力，股东们对自身的权力
也缺乏认识。⒁近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四种，孙
玉杰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承继性的关系。⒂李玉从《公司条例》等商事法规入手，从
总体上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的企业制度建设。⒃国民政府时期，以国家资本形式出
现的股份制企业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重要类型之一。通过研究朱荫贵认为它们
主要是通过强行参股、原生和减持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途径形成的。⒄ 

从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
纪。宋佩玉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具体刻画。⒅贾秀慧论述了1872—1927年间近代中国
股票市场的股票交易和股市行情的有关情况。⒆钟声、张建平叙述了民国长沙米市
的盛衰，并分析其原因和历史贡献。⒇李云分析了中国近代商品市场的演变及特
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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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货币与经济政策 
从17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关税征收中的税费问题始终贯穿于中西贸易

中。吴义雄认为战后《海关税则》的订立，实际上是战前中外粤海关税费问题争端
长期持续和演变的结果。[22]文松探讨了近代海关内部征税和海务这两大部类的内
部分工结构、人员编制和称谓，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23]孙修福叙述了外籍税
务司与海关监督争夺管理海关权力的历史过程。[24]张少华叙述了近代中国关税控
制权逐步丧失的过程，分析了列强谋夺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历史研

究》2005年第1期。 
[23]文松：《近代海关内部业务分工结构及衍变述略》，《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 
[24]孙修福：《试论近代海关监督及其维权斗争》，《民国档案》2005年第4

期。 
 

税控制权的特点及影响。①孙若怡认为1925年10月关税特别会议中有关附加税及税
率问题之讨论，为日后实行关税自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②龚辉论述了国民政府战
时关金政策的演变。③刘洪升认为北洋初期的盐务改革虽然是凭借帝国主义债权地
位推动的，但客观上开启了中国盐务近代化的开端。④ 
    欧阳跃峰认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并不是绝对平均的“军事共产主义”，



而且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说国库来源于圣库亦纯属推测。⑤周志初、李琦
指出清末实际征收的田赋额尚不到农业产值的3％，但由于耕地占有不均，晚清田赋
实际负担水平较清前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⑥义图制曾经在清代江西
田赋征收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龚汝富论述了民国时期江西推行义图制的尝试
及其失败。⑦赵云旗分析了分税制引入中国的时间和原因，以及民国初年分税制实
施的进程、特点及其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和存在的缺陷。⑧陈跃叙述了1931年南京
政府裁撤厘金的历史过程。⑨清末中国的财政思想出现了近代转型，邹进文认为其
主要标志为西方近代预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思想的产
生与发展。⑩ 

丘凡真介绍了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向清政府提出的币制改革方案，
并分析了其未能实现的原因，他指出“货币发行地方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⑾周忠明介绍了咸丰票钞在江苏地区发行的始末。⑿王能应阐述了国民政府法币改
革前中国学者关于管理通货制的讨论。⒀葛夫平阐述了中法庚款案中的无利债券问
题，他认为在交涉中北京政府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则未能切实
收回中法实业银行所欠债务。⒁通过比较，刘志英认为近代上海的地方公债无论从
债券用途、发行方式，还是上市交易等诸方面均更符合近代公债的规范运。⒂冷伟
记述了北洋时期中国的第一笔航空外债。⒃王晓琳记述了清末的电政借款。⒄石
莹、赵吴鲁根据对1927—1937年的南京政府经济建设的分析，认为经济现代化的两
个制度条件是：对工业化的激励机制和保证参与群体的公平受益。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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