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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与农村研究  

刘克祥在综合整理大量调查统计的基础上，所作的20世纪30年代地权分配数量估计显示：
南北之间地权分配的差异缩小，地主富农占地比重上升，土地分配不均的程度进一步加

剧。（中国经济史研究 1）。黄爱光分析了近代中国农业私人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史学

月刊 7）。张建海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政府行为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牡丹江大学学

报 1）。杨桂宏、王伟初步分析了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滞后的原因（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张福记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在压迫下处于衰落与危机中，没有一场农业与农村的革命 ,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郝锦花分析了近代“新学”

教育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之间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 3）。 

史志宏依据河北清苑县4个村庄的农户调查资料，对20世纪30、40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
地分配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对这一时期地权变动的主要方式也做了概要

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 3）。夏明方指出近年来，国内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存
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既他所称的发展的幻象，他对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
民生活水平做了新的辨析，他指出所谓近代华北农户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农民生活的显著
改善，或者说农村发展，是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无意的数字化的产物，而非历史的真实（近

代史研究 2）。温锐认为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农村的租佃制度与华北、苏南、关中等
地的租佃制度相比，具有租佃土地多、公田多、分成租多、土地流转快等特点，其对边区

农村社会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 4）。衣保中论述了清末东北地区的水田开

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他还考察了朝鲜移民对近代东北地区的水田技术的改进

（中国农史 1）。吴雯、谢敏华讨论了太平天国革命对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宜

春学院学报 1）。官互进概要叙述了北洋军阀时期两湖地区农村的租佃关系（湖北社会科

学 5）。徐畅认为抗战前，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的规模和速
度日益扩大，他们带走了大量现金并造成租佃关系形式改变，加剧了农村金融枯竭和经济

破产（文史哲 4）。张奇、杨红伟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发放农贷为主 ,建设
农田水利、推广农业等多项开发西北农业的措施，较快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发展（甘

肃社会科学 4）。张奇、杨红伟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甘肃社会

科学 4）。魏静介绍了左宗棠对西北水利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所做的努力（丝绸之路 8）。
闫萍莉分析了左宗棠对西北农业发展的作用（理论导刊）。粟晓斌则分析了左宗棠对甘肃

农业开发的贡献（河西学院学报 1）。邱志强简要地考察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所进行的乡

村合作运动 ,分析了其特点及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 

王建革认为受清代以来的农业和商业渗透的影响，蒙古游牧业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但
这些变化的总趋势是向汉族的农业畜牧业方向发展，并没有出现畜牧业的现代化趋向（中

国经济史研究 2）。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论述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

发展（史学月刊 2）。郑磊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为个案研究，认为2 0世纪 2 0、30年代鸦

片种植与饥荒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王印焕研究了抗战前的民
国时期，灾民逃荒移境就食的问题，他认为，从总体上看，灾民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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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史学月刊 2）。 

张佩国分析了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之间是密切关系，并指出近代江南的功
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

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江苏社会科学 2）。张佩国还认为在近
代江南乡村，尽管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权可言（史学

月刊 1）。王跃生依据抽样调查资料和阶级成分档案资料，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
村的分家行为与传统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家庭财产的平均继承制度和观念不断侵蚀着

大家庭的存在基础（近代史研究 4）。 

工商及交通业等研究  

科大卫追溯了中国近代商号出现的历史，剖析了中国近代商号的产生与制度环境、尤其是

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 3）。袁为鹏从工业区位选择这一新的视角，通过
还原李鸿章派盛宣怀来鄂办矿及其改变初衷，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采煤的区位决策过
程，揭示了中国内部各种自然－人文因素，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与发展之影响，并对光绪

初年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之原因作了新的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 4）。彭南生认为鸦
片战争后，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准备了条件，也丰富了中

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沈其新从近代科学技术与民族棉纺织

业私人资本的关系的角度，比较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江西社会科学 4）。他还认为由
于晚清政府不能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造成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走的

是一条技术与资本相分离的道路，致使近代中国产业革命被窒息（湖南大学学报 2）。赵

仁平分析了近代云南外资的输入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1）。杨天宏

分析了自开商埠中近代企业的创建及工业化的程度，（四川大学学报 2）。田霞研究了抗

日战争期间陕西工业的发展（抗日战争研究 3）。刘平青总结了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孕育
与成长的三个阶段和两方面的特色，并把他们与新时期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进行了比较

（广东社会科学 5）。邹进文论述了清末公有企业的改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3）。
赵兴胜考察了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简述了这场从一种单纯的利益之争上升

为中国工业化模式的争论（江海学刊 3）。张洁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
历程作了简要回顾，并着重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决定其产权结构的制度性因素，从

而表现产权对现代企业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 1）。方草以近代民生公司为案例对爱国

主义行为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广东商学院学报 3）。张忠民以“新亚集团”为例分析了抗

战时期上海的产业证券与新兴企业集团（上海经济研究 3）。王小侠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

“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社会科学辑刊 5）。吴宝晓探讨了清末直隶地方政府的政策对

直隶煤炭业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7）。李玉分析了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

果（南京大学学报 4）。匡济才对抗战期间四川矿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必要的分析（文史

杂志 2）。陈征平分析了近代云南的矿业工业化与社会扩散效应（云南社会科学 2）。薛

毅介绍了孙越崎在近代中国石油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 4）。 

马俊亚撰文研究了近代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层次与劳动力循环，他指出，中国现代工业发
轫以后，江南成为国内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了多层次

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 3）。周建波认为洋务运动期间的劳工雇佣与管理有两个

显著的特点：一是突出“效率”色彩，二是突出“情感”因素（文史哲 1）。鲁运庚、刘
长飞研究了民国初年的童工问题，认为它是与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华经

济侵略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民国档案 2）。 

杨丽论述了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河南大学学报 3）。杨永明介绍了民国

时期的滇缅印边境贸易（云南档案 4）。仇华飞介绍了南京政府成立初期的中美商税纠纷

（历史档案 1）。梁向阳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粤港走私问题，并分析了其不良后果（五邑

大学学报 1）。吴义雄依据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文《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

报》，对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进行了研究（近代史研究 2）。林天乙阐述了解放战争后期
香港与解放区通商贸易的历史背景和贸易往来的概况，及其对解放区和香港的重要作用与

特殊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 2）。谭寿伟、陶少艺研究了近代广西的鸦片贸易（社科与经

济信息 3）。周智生分析了近代云南商人与中印商贸交流（学术探索 1）。陈志杰探讨了

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经营运作（山东社会科学 1）。袁国友分析了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

关系（云南社会科学 4）。杨乃良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起，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贵州与关

系的贸易往来（贵州社会科学 1）。魏爱文评述了清末的商品赛会（贵州文史丛刊 3）。 



徐卫国扼要分析了1927-1937年中国铁路建设的规划、建设资金的筹集、新建铁路的里

程，以及建设成本等问题，并对相关数据作了整理和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 4）。叶士东

以铁路总务为中心讨论了清末的铁路立法思想（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马陵合
讨论了甲午前，清政府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源于对外债的依赖以及对国内民族资本缺乏激

励机制的困境（安徽史学 1）。尹新华介绍了20世纪初，清中央政府、吉林地方当局以及

吉林民众就吉长铁路的修建与维护路权与俄、日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北华大学学报 2）。

张健民阐述了阎锡山与同蒲路建设中的资源配置问题（沧桑 4）。樊清讨论了古代邮驿的

衰落与近代邮政的兴办（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廖大珂研究了民国时期海洋航运业的发

展（南洋问题研究 2）。张玉龙认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立体式近代交通运输网络之形成，

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城市化（贵州社会科学 2）。 

李金铮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论述了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并指出典当业的
衰落给普通百姓的金融借贷带来严重影响，为此，当时政府及社会各界提出了种种改革建

议，颇值得深思（中国经济史研究 4）。张伟研究了租界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业之间的关系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3）。李德成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6年）的盐务管

理（江西社会科学 3）。董振平论述了1927——1936年国民政府的食盐运输制度（盐业史

研究 1）。程龙刚研究了清末民初四川盐政部部长邓孝可的盐政改革思想和实践（盐业史

研究 2）。 

财政、货币和金融  

杨华山认为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而言，厘金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极意义（江汉论坛 

7）。李全安、郭迎春分析了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对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天中学刊 

6）。罗包庚概括了太平天国时期江西的军费负担状况，以及这一负担对当时及以后的江西

政治与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 6）。林齐模通过论述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

赋征收的影响，揭示了安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前的内部危机（安徽史学 3）。杨涛简述

了宋子文在广州理财的举措与思想（殷都学刊 2）。姜虹总结了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

中国银行的原因（安徽史学 3）。胡子祥探析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税制改革的

缘由（江海学刊 3）。张九州论述了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 4）。
王合群介绍了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与南京国民党政权派系斗争的关系（民国档案 

2）。 

朱荫贵从数据变化和内在因素出发进行分析，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
发展的重要时期，他还指出这一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发挥作用及金融

界、政界、理论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 6）。杜恂诚通过对近代中外金融
制度变迁规律的比较，从中总结出两者的不同。他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并加以引申和发展，文章认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是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
迁过程中交替发生的，而对交替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中国经

济史研究 3）。杨天宏认为在部分“自开商埠”中，存在票号、钱庄与银行并存的局面，

并指出对中国金融业所发生近代转型的程度不宜估计过高（中华文化论坛 1）。周涛肯定

了清末民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杨艳红以轰动一个多世
纪的山西票号为例，分析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惩戒机制在票号的经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

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世界经济文汇 1）。李勇（会计之友 4）、张聪明、张春菊（现代商

业银行 4）分别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内部股权制度。雷章旺介绍了华北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

业（纵横 1）。刘慧宇论述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江西社会科学 3）。昝金生

论述了民国时期江南的农村合作社（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3）。李金铮以民国时期的长江中
下游乡村为考察对象，探析了现代金融运作方式在该地的运用，并与传统高利贷进行了比

较（江海学刊 3）。 

尧秋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债理论，就清末公债的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有效性、公
债认购主体—居民的经济行为、公债发行的货币效应、公债运用的总需求效应等方面对公

债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 4）。潘国琪、朱俊瑞论述了晚清时期地方政

府的国内公债（经济研究参考 30）。戴建兵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的公债政策

（史学月刊 3）。彭厚文简述了战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组织上和管理上的特点，认为其在

市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近代史研究 3）。冯郁阐述了近代中国货币的
统一进程，并指出这一进程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即自然经济的逐步

瓦解以及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逐步发展（史学月刊 8）。杨胜勇论述了道光末年银贵钱



贱的加剧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历史教学 3）。王德泰考察了嘉道时期洋铜价格与当时银贵
钱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洋铜价格的下降没有给铜钱质量带来多大影响（兰州大学学报 

3），他还考察了这一时期铜钱产量与当时银贵钱贱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

系（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1）。刘四平、李细珠介绍了张之洞对晚清货币改革的推动（历史

档案 1）。郭秀清、杨晓对1935年国民党币制改革作出了反思（学海 2）。李永福简单分

析了“晋钞”贬值的原因（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1）。 

中国境内第一家外国银行，以往学术界一致认为是鸦片战争以后1845年进入中国的丽如银

行，林准祥利用新发现的1819年广东一家外商银行发行的银票，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林

还总结出了外国在华银行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国经济史研究 3）。汪敬虞为林文写的读后

感，更为深入、准确地阐发了林文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 3）。屈春海介绍了清末山西

合盛元票庄在日本开设分号的史料（历史档案 1）。金平分析了昭信股票发行的原因（山

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周建波介绍了洋务运动时期的对内融资思想（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 3）。王正华分析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后，蒋介石能够与上海金

融界建立密切联系的原因（近代史研究 4）。洪葭管、杜恂诚、李一翔分别分析了有关近

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几个问题（档案与史学 5）。吴景平探讨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

京国民政府之关系（史林 2）。贺水金讨论了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并对近代中国在

长时间里呈现出贸易、白银双入超的奇特现象作出了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 2）。朱东芹

研究了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的关系（南洋问题研究 2）。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邱捷从商人团体角度探讨了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他的观点是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
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商团事变是广州商界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冲

突（历史研究 2）。他还研究了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前

者的推动作用和局限性（广东社会科学 2）。李在泉简要论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运动的

上下限与主要线索等问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高旭晨研究了中国商会制度创立的背
景、作用、特征等，他认为中国早期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孕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它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府和商 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他还认为商会是近代中国最具社会影响、

市民社会特征也最突出的新型商人组织（环球法律评论 夏）。彭南生从比较的角度,分析

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 2）。杨天宏剖析了清末新政以后自开商埠
中的近代商事机构，指出自开商埠的商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贵州

社会科学 1）。洪振强分析了清末民初（1902——1927年）商会的网络结构（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 4）。付海晏讨论了清末民初商事裁判组织的演变，认为官商之间形成了两种不同

的法制化构想，斗争结果则是官方占了上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黄清根考辨了从夷

到洋商称谓的时代变迁（探索与争鸣 5）。金普森、易继苍探查了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

层的变迁之间的关系（浙江大学学报 3）。易继苍探讨了买办兴起的原因（贵州师范大学

学报 3）。顾保国分析了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生长（中国国情国力 6）。张士杰分析了近代

苏南民族资本企业家的品牌意识（民国研究 6）。戴一峰研究了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
络，从总体上描述了华商跨国网络的时间流程、空间分布、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和人文特

征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王翔探讨了近代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与经济机能（海南

大学学报 1）。马俊亚辨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
混合型的、多层次的、发展而不发达的社会，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结构同样是混合型的

（南京大学学报 1）。 

胡海建认为唐廷枢具有买办性和民族性这样的两种属性（益阳师专学报 4）。张泽洪认为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的前驱之一，并积极评价了其几达 20年的买办生涯（青海师专学报 

2）。王勇介绍了卢作孚与民生精神（历史教学 5）。刘重来、陈晓华论述了卢作孚的农村

金融建设思想与实践（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3）。 

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  

吕伟俊、董宝训认为从清末到解放战争，山东的区域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 ,由低层

次到高层次的演化过程（文史哲 4）。居特固勒、阿云嘎介绍了近代著名蒙古族政治活动
家贡桑诺尔布在蒙古地区实施的近代化“革新”与日本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刘秉扬分析了中国近代西部开发动因与效益（西北大学学报 1）。孙海泉认为，上海

20世纪30年代成为全国工业中心，由于地价、工资等客观原因，上海的工业开始向苏南作



梯度转移，由此形成了上海和苏南地区两个并存的工业区位，递进和竞争遂成为两地重组

后关系的主旋律（江海学刊 4）。赵兰亮从数量上分析了清至民国时期山东的震灾（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 1）。马寒梅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阴山学刊 

3）。 李峻研究了战时日本对上海的经济掠夺（民国研究 6）。李芬林介绍了抗战时期

《西北经济通讯》与西北经济开发的有关情况（档案 3）。白纯简述了光复初期台湾的专

卖制度（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韦国友探索了近代桂西壮乡商品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陈炜分析了近代桂东北地区圩市发展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关系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3）。郑自军研究了1921年湖南辛酉大旱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湖南荒政

的根本性变革（历史教学 5）。李琼考察了2 0世纪 30年代湖北水灾预防的主要措施及其

作用与不足（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 

郑忠论述了近代长江下游城市经济功能结构的变迁，并认为该地区城市经济功能的近代化

是决定性的（安徽史学 1）。李一翔认为，鸦片战争后长江沿岸逐步形成以上海——汉
口——重庆三个中心城市为支点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同时长江沿岸城市间的金融联系日益

密切（中国经济史研究 1）。梁民愫以三都澳为实例，撰文探讨了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特定历史制度条件下，中国自开商埠对外贸易欠发展的不利因素或制约因素（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 3）。樊卫国探讨了近代上海发展的若干问题（上海经济研究 4）。赵彬分

析了近代烟台贸易与城乡关系变迁的关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刘玲认为鸦片战争后

东南沿海五口开埠城市既有很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淮北煤师院学报 1）。余子
明认为近代以后，绅士群体定居于都市，对于促进城市社会的整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史

学月刊 8）。王印焕探讨了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的离村与人口近代化，认为农民离村进城

直接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历史教学 4）。 

宾长初认为镇、集数量的增长，中心市镇的发展以及镇、集商业贸易的变化等三方面是近

代中国镇、集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5）。张晓辉以镇集

高度发达的广东为例研究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动因（学术研究 3）。 

现代化、经济政策研究及其他  

刘茂森从宏观比较史学的视角总结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特征（濮阳教育学院学报 3）。夏

振坤、占俊英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迟滞的原因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中州学刊 1）。罗

立东分析了中国对日本近代化启动的环境作用（襄樊学院学报 1）。郭彦领对近代中国现

代化的模式选择作出了反思（岭南学刊 2）。韩小林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贡献巨大（嘉应大学学报 2）。朱俊瑞探讨了经济因素对晚清政治改革的制约（齐鲁

学刊 4）。王中茂论述了租界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4）。 

徐建生研究了民国时期北京、南京二政府先后召集的两次全国工商会议，他认为它们作为
二政府经济政策的起点和预备，促使了其后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它们
本身各自存在争议和矛盾，更蕴含着二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连续与变异（中国经济史研究 

1）。孟晋认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为该时期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创造了一定的

政策环境（许昌师专学报 4）。洪认清探索了陈宝箴与湖南经济近代化的启动之间的关联

（求索 1）。叶扬兵评介了新政时期清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学海 4）。杨天宏研究了晚

清“自开商埠”由思想主张到政府决策的过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汪国华也分析了
晚清自开商埠的成因，除了国内的原因以外，他还指出日本对清末自开商埠的客观影响也

是原因之一（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1）张步先、苏全有介绍了袁世凯对我国经济近代化，特

别是工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山西师大学报 3）。张用建分析了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开

发西北的政策取向（四川大学学报 5）。。龚鹏、许凤林阐述了他们对近代中国闭关政策

的几点认识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赵鸿娟论了述清末民初的经济制度改革（思想

战线 4）。 

黄宗智撰文批评了彭慕兰的新著《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彭
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

不少经验性错误，而且没有认真对待近 2 0年来西方研究 1 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

（历史研究 4）。郑成林介绍了章开沅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的特点（史学

月刊 4）。陈其泰总结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成就（当代中国史

研究 2）。 
刘季富比较了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的差异（殷都学刊 1）。杨华山讨论了中国近



代早期改良派的“裁厘加税”思想（辽宁大学学报 1）。张志永评述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

党收复区的善后救济工作（历史教学问题 3）。汪敬虞撰文记述了中国民间的先行者们在
中国现代化黎明期为新生产力的引进和开发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他指出这些民间活动，多
数都是试探的性质，有的计划，只是一种设想。有的虽付诸实行，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即
使一枝独放，也难免无以为继的结局。他们的活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执着追求的主

动精神（中国经济史研究 1）。朱丹讨论了近代江南的技术引进及其特点（苏南乡镇企业 

10）。王荣林探讨了抗战期间中国偿还苏联援华财物等问题（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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