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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卫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006年，国内学术刊物上已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初步检索到400多篇。
择其要点。其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和银行  周育民考订了清代厘金的创始；徐毅分析
了江苏厘金制度的起源与推广等问题。①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厘大量缩减，清
廷被迫决定以实行印花税来抵补，但最终缺乏成效，地方苛捐杂税以及中央与地方
的财政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原因。②还有文章讨论了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问题。③万
立明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库制度经历了一个由不统一到统一、由委托代理国
库制到银行存款制这一复杂的嬗变过程。④尹红群以省县财政关系为中心分析了
1941年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财政系统改制问题。⑤郑会欣认为抗战前“统制经济”学
说的讨论及其实践为抗战爆发后政府及时将平时经济体制改变为战时经济体制，并
全面实施统制经济奠定了基础。⑥任新平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粮食储备制
度的变迁。⑦杨军认为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确立后，在管理上引进了西方先进的行
政管理制度。李虎还叙述了近代海关的洋员录用制度；李军则分析了晚清烟台东海
关税收及其结构。⑧王志军认为英美烟公司与旧中国历届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
“协定烟税”的事实，中国民族卷烟业备受打击。⑨汪敬虞通过对鸦片战后10年间
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探讨，认为影响中国白银汇价短期波动的直接
因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收支状况，而中国白银汇价长期变动的最后根据是国际金银
市场的供需状况；鸦片战后10年间，西方国家用以平衡其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工具，
仍然是走私进口的鸦片。⑩贺水金认为银本位制时代中国汇率变动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1931年以前为金银比价变动，汇率变动的总趋势是金贵银贱；1931年后演变为
银与金、银与各国纸币兑换率双重汇率，二者走势并不完全趋同。⑾李玉梳理了晚
清昭信股票的发行过程；石宝友研究了梁士诒与民国三、四年公债的关系。⑿通过
对旧式金融组织的分析能看到，钱会在近代徽州的宗族和商业社会中发挥着融资与
救助的双重功能；钱业习惯法成为公认的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买办与钱庄相
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⒀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的
商业化经营反映了该时期民间资本与政府利益的互动过程。⒁近代中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周育民：《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1006年第3期；徐毅：
《晚清江苏厘金制度的起源与推广实态考——以1853—1865年为背景》，《历史档
案》2006年第3期；《从“专济饷糈”到“妥办善后”——同治时期江苏省厘金政策
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006年第4期。 

②刘增合：《清末禁烟时期的印花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③申学锋：《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④万立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库制度的演进》，《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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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⑤尹红群：《略论1941年国民政府国家财政系统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期。 
⑥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6

年第1期。 
    ⑦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
期。 
    ⑧杨军：《外籍税务司制度下晚清海关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湘潭师范学
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李虎：《中国近代海关的洋员录用制度(1854—1911年)》，
《历史教学》2006年第1期；李军：《晚清烟台东海关税收及其结构分析(1861—
1911)》，《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⑨王志军：《论英美烟公司与旧中国的“协定烟税”》，《许昌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 

⑩汪敬虞：《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⑾贺水金：《论近代中国银本位制下的汇率变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6
期。 
    ⑿李玉：《晚清昭信股票发行过程论略》，《近代史研究》1006年第4期；石宝
友：《梁士诒与民初公债——民三、民四公债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1
期。 
    ⒀胡中生：《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史学月刊》1006年第9期；杜恂诚：
《近代上海钱业习惯法初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易继苍：《买办与上海
钱庄的近代转型》，《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⒁徐琳：《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的商业化经营》，《上海经济研究》2006
年第3期。 

 
“银险一体化”有两种主要形式：银行直接投资保险业和银行代理保险公司业务。
①陈礼茂分析了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行的改组；②张晓辉
探讨了民族金融资本中的华南财团；程霖、韩丽娟分析了国民政府时期农业金融制
度建设的四种模式；邹晓界论述了中国农民银行角色和职能的演变。③此外，巫云
仙论述了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的贸易融资和国际汇兑的关系。④朱荫贵研究了
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认为这期间存在的证券市场不是沦于“信交风潮”
那样的投机，就是成为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财政市场”。这种种情况，固然是因
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和传统商业习惯等多种因素造成，但也证明这时的中国证券市场
还是一个幼稚和畸形的市场。此外，抗战时期的上海中国股票推进会起到了引导和
推动社会资源重组和改变的作用。⑤ 
    商业、市场和工商经济团体  国内商业贸易和市场方面，樊如森认为民国时期
西北地区的市场体系，是在区内和区外贸易都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以三级市场和四
个区域性市场网络为依托而逐步构建起来的。⑥齐大之从市场环境、商人群体、营
销风格、消费形态与品牌意识五个方面论述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⑦闫永增论述了
近代唐山商业的兴起与发展。⑧徐洁考察了清末民初吉林西部蒙边地区商品经济的
发展。⑨张崇旺探析了清末民初淮河流域自开商埠问题；沈世培认为安徽江淮地区
集市贸易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以芜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系统
和以蚌埠为中心的淮河流域系统。⑩戴国芳分析了近代芜湖米市兴衰的原因及其影
响；⑾戴迎华考察了近代镇江米市移师芜湖的历史。⑿田炯权分别研究了清末民国
时期湖北、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⒀游海华等人探讨了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
粤边区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以及1934—1937年赣南闽西地区市场与商业的复苏。
⒁郑会欣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为中心，考察了战时国民政
府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的得失以及国营公司所承担的作用。⒂此外，李一翔分析了近
代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功能。⒃佘振文分析了分利集团对近代湖南灾荒时期粮食价格
的影响；王玉茹对以天津、上海和广州为代表的3个地区的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加权平
均，推算出中国近代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刘兰兮对厦门15种重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
作了编制与辨析。⒄ 

关于对外贸易和国外市场，于新娟分析了甲午战前50年中国棉织品进口贸易的整
体态势；⒅周建明详细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德贸易条件及价格变动趋势，



以及30年代中德之间的技术贸易，认为中德贸易个别贸易条件中出口贸易条件有利
于中国的成份居多，而进口贸易条件却不利于中国；近代中国的国家支柱企业有相
当部份是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罗艳：《近代中国的“银险一体化”与华商保险业》，《江南社会学院学
报》2006年第1期。 
    ②陈礼茂：《救济与控制：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行的改组》，《安徽
史学》2006年第2期。 
    ③张晓辉：《略论近代中国民族金融资本中的华南财团》，《中国经济史研
究》2006年第1期；程霖、韩丽娟：《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
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邹晓昇：《试论中国农民银行角色和职
能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④巫云仙：《论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的贸易融资和国际汇兑》，《北京联合大
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⑤朱荫贵：《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复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
期；《抗战时期的上海中国股票推进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⑥樊如森：《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
第3期。 

⑦齐大之：《论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⑧闫永增：《试论近代唐山商业的兴起与发展》，《江苏商论》2006年第2期。 
    ⑨徐洁：《清末民初吉林西部蒙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档案》2006
年第3期。 
    ⑩张崇旺：《清末民初淮河流域自开商埠探析》，《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沈世培：《试论近代安徽江淮地区集市贸易的变迁》，《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
年第4期。 

⑾戴国芳：《近代芜湖米市兴衰的原因及其影响》，《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6年第5期。 

⑿戴迎华：《近代镇江米市移师芜湖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2006年第3
期。 
    ⒀[韩国]田炯权：《清末民国时期湖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中国经济
史研究》2006年第4期；《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清史研
究》2006年第1期。 
    ⒁游海华：《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游海华、曾亚农：《1934—1937年赣南闽西地区市场
与商业复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⒂郑会欣：《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
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⒃李一翔：《近代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6年第1
期。 
    ⒄余振文：《分利集团对近代湖南灾荒时期粮食价格的影响》(上)，《怀化学
院学报》2006年第11期；王玉茹：《城市批发物价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
《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刘兰兮：《厦门15种重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的编制
与辨析(1929—193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⒅于新娟：《甲午战前五十年中国棉织品进口贸易的整体态势》，《北方论丛》
2006年第2期。 

 
中德技术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量的技术贸易使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对德国的
工业技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①衣长春讨论了咸丰末年俄商赴京贸易之争；②王世
才、王秀华总结了近现代吉林省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及其特点。③张博以辽河航运
为中心，考察了营口开埠与晚清东北商路的变动问题。④陈海龙、沈月红探析了近
代浙江的洋油进口问题。⑤刘兴豪考察了1912—1937年湖南的对外贸易。⑥黄江泉
认为南洋市场的开拓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滋生了一些负面因
素。⑦毛立坤考察了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两广地区、
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
进，及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⑧张小欣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广州华商通过炼



制土制煤油与外商争夺广州煤油市场，最终失败的过程。⑨此外，苑焕乔论述了清
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问题。⑩ 

工商经济团体方面，朱英认为商会领导群体身兼各种功名虚衔并非落后保守的表
现，部分商会领导人兼有买办身份也不是导致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软弱妥协的决
定性因素，商会领导群体以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
朱英还探讨了清末民初天津传统行会向近代同业公会演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过渡性
同业组织——工商同业研究所。⑾刘红娟介绍了近代商会商事公断处的职能和作
用。⑿张静以山东潍县帮商人为例，探讨了近代乡村商人阶层的崛起及其社会经济
影响；王仲以苏州商会为例，分析了民国时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⒀郑卫荣论述了
清末南浔绅商群体崛起的历史；⒁冯筱才探讨了民初上海商人团体与各界错综复杂
的关系；⒂王玉茹、张玮认为近代上海绸缎商人组织是一种人为创生的私人秩序，
在一定时段内对规范绸业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⒃。侯宣杰、宋美云都以天津商会为
个案，分别研究了清末商会对城市粮食管理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公共环境
整治等问题。⒄魏国栋还论述了天津商会在推动收回胶济铁路中的作用。⒅黄滨认
为近代广西城镇的各个商帮中，粤港商帮系统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干地位。⒆侯宣杰
利用原始档案研究了近代广西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概况及其在推进城镇市场经济发
育上的作用。⒇陈炜初步探讨了近代以来广西城镇以同乡会和商会为主体商人组织
的发展数量、规模及其对城镇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21]霍新宾认为省港罢工中的
“工商联合”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这是由“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造
成的。[22]魏文享探讨了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统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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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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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⒇侯宣杰：《工商同业公会与近代广西城镇市场经济的发育——基于原始档案之
实证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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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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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商关系》，《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 

 
系，认为国民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经济统制并非通过直接行政控制来实现的，而
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商人团体等民间性组织资源来推进的。① 
    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企业制度  工业方面，福建船政局、清末首善工
艺厂、汉冶萍公司等问题仍然受到关注。②赵志龙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爬梳整
理，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和田野调查，对1880年代至今百余年来高阳纺织业的变迁历
程给出了连续性的描述。③马俊亚以工业化对土布业的影响为中心，分析了江苏近
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并认为这体现了工业与农业的和谐发展及地区性资
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发展模式对传统的自然经济解构理论及西方学者的农家经济理
论与区域发展模式构成了挑战。④何新易论述了大生一厂的投资范围、结构及其关
系；张进研究了金融信用与大生集团兴衰的关系，指出近代金融业的“存迫讨”，
导致张謇及大生因信用过度膨胀而陷入全面危机。⑤施正康认为近代上海华商纱厂
联合会在棉纺业的自救中起到了个别厂商无法替代的工商团体作用。⑥梁华认为在
近代中国的机制棉纺织市场上，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1922年以前，二者呈现繁荣与共存的局面；1922年以后，竞争加剧，民
族资本最终被严重挤出，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才是根由。⑦陆兴龙分析了1930年前
后上海棉花价格变动及对棉纺业的影响，认为美国政府维护美棉国际价格的政策，
将上海市场的棉花价格推向历史高位，使华商纱厂普遍陷入了经营困境；日商在华
纺织业则利用华商纱厂经营上的压力，将日本棉纱大幅度地压价竞销，导致中国棉
纺业经历了长达六七年的经营危机，从而转换了日商与华商之间棉纺力量的对比。
⑧金志焕认为战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成立是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及补充国库的传统
观点并不全面，战后纺织工业的起落与国民政府的棉业政策有密切关系。⑨此外，
张朔人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民族资本在水泥业的整合，认为业内的竞争与联合是相
互交织的。⑩肖自力论述了抗战以前广东与赣南钨业开发的关系。⑾手工业方面，
王翔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国传统手工业的演化有不同路径。⑿马俊亚发现20世纪前期
长江中下游地区手工业的兴盛与来自传统金融界的强大支持密切相关。⒀马俊亚还
深入研究了两淮盐业中的集团博奕与利益分配问题。⒁彭南生认为近代乡村手工业
中广泛存在的欺诈行为是造成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变的重要因素。⒂ 

交通运输方面，胡中允分析了近代中国迟迟未加入万国邮联的种种原因。易伟新
论述了晚清的邮权统一政策。李重华以原四川省为例分析了清末民国时期的基层邮
政。⒃余晓峰考察了1913—1934年四川的公路建设以及抗战时期四川的公路建设。
⒄王先明、熊亚平以1905—1937年间华北若干重要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其工
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阐明铁路对华北内陆传统工商
业市镇发展及华北区域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⒅还有论文论述了平(京)绥铁
路对农产品商品化和大同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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