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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前言 
 
 

        这是丙戌年春节的第一篇投稿。谢谢吴松弟教授的支持，恭祝吴教授和
他的同仁们新春健康快乐！— —编者 
 
     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于2004年6月29—7月1 日召开的“港口—腹
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目的是交流对1842年五口通商以来，由于
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力进入，在中国的沿海港口城市及其腹地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来自我国大陆、港台以及东瀛日本的近四十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各
自的学术报告。 
    无论人们如何叫秦统一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叫封建社会、传统社会，或者古代社
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在秦统一以后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尽
管有着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也有着经济、文化、科学的不断进步，但中国社会
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中
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一直影响到今天。因此，研究1842年
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无疑有着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谁都必须承认，西方列强来到东方，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走向强大，而是为着自己
的利益。而且，它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丧权，
并充满着血腥气。然而，人们又必须承认，比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具有更加强盛的
生命力的西方的政治、经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
也同时进入中国，由此导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因此，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
并不仅仅是挨打和反抗的历史，更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历史，忽略了这
一点，就忽略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会忽略了中国今日实现现代化的伟
大的历史使命，并可能会迷失在国际国内事务上应该努力的方向。在英语中，近代
化或现代化都是同一单词“modernization”，在意思上并无任何区别。我们提出“近
代化”和“现代化”两个概念，只是强调1949年以前和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区别
而已，对于“现代化”本身而言并无根本的区别。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察，184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实际上是首先发
端于中国的沿海港口地区，尔后再通过主要的交通道路，往广大的内地扩展的。在
这一过程中，进出口贸易及其所引起的人员、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的流动，是
国外市场和先进生产力通过港口城市影响中国广大内地的主要方式之一。按照经济
地理学的学术表达，为港口提供出口物资、吸纳进口物资的地区称为港口的腹地，
而港口和腹地之间有着双向的互动关系。本次会议之所以叫“港口—腹地和中国现
代化进程”，主要就是讨论通过贸易导致的港口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双向经济关
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中国近代经济和近代经济地理的影响。 
    本会会议的主办者以及约三分之一的代表来自历史地理学界，而“港口—腹地”
这一课题事实上是一个反映空间联系的历史地理的课题，因此，从历史地理的角
度，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特色。然而，三分之二的参会
者来自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地理学、交通工程学等学科，这就使得本次会议能够
反映经济史、经济地理，以及港口研究的专家对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
的思考。而且，参会者既有研究不同的港口和腹地的学者，也有从全国角度对此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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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讨的学者；既有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有研究现实的学者；既有来自中国大陆的
学者，也有来自香港、台湾和日本的学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各种背景，对同一个
课题予以探讨，互为补充，加深认识。 
    本书采用著作而不是论文集的形式，发表各位参会者的论文，目的是要便于读者
的阅读，并避免论文集通常存在的各篇联系性不强的缺点，以给读者一个全面、完
整的印象。同时，本书又努力保持各篇论文的原始面貌，除第一章仅来自一篇论文
外，其余各章都是各篇论文自为一节，且大多数的节的标题采用原论文的标题，一
些有所改变的则于此节的最后注明原来的标题名字。在文字上，各节除于开头部分
删去按现在的编辑目的显得不必要的语汇，并统一注释符号和某些数字的使用之
外，其余均不加任何修改，甚至某些内容相同而在不同的论文中叫法相异的词汇，
以及某些概念相同但在不同的论文中表述有异的词汇，同样予以保留。为了完成各
章之间内容的连接，我在各章的开头部分都加了一长段话。这段话，有的也表达了
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此未必代表各节内容的摘要。本书的这种尝试，得到了各位
作者的谅解和支持，但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诸君的检验。 
    本次会议可能是国内关于中国近代的港口—腹地问题的第一次专题研讨会。与会
者虽然来自不同的学科，并且是第一次讨论这一课题，但大家对这一课题的重要性
已获得共识。在大会讨论结束以后的座谈会上，与会者表达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除了理论层面的研究和中西比较研究之外，选择
某一切入点进行实证研究是更重要的途径，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就
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一研究，不仅可以实实在在地透视主要从港口城市到广大
内陆腹地的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也可以据此分析中国各区域现代化进程中表现
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和对当时、今天和未来的影响。 
    第二，从国内外的贸易入手，分析港口—腹地关系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
进行初步研究时必要的入门途径，但此“港口”应该理解成港口城市，而不只是承
担货物运进运出和供旅客进出的交通部门，尽管港口在港口城市中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而且，港口—腹地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贸易、交通这一层面，还应该深入
产业、金融、信息、文化、政治等层面。此外，虽然沿边口岸的重要性远不如沿海
沿江口岸，但在局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应该有人研
究。就腹地而言，目前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先进的东部地区，对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
区的研究比较薄弱，这种状况也应改变。只有大致完成多层面、多角度，而且遍及
各个区域的港口—腹地、口岸—腹地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中国自沿海、沿江、沿
边开始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三，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驱动力，固然主要来自国外，但也不可忽视中国内部
因素的作用。有的与会者认为，现代化或近代化，包括工业化和市场化两个层面，
工业化动力来自国外，而市场化变迁其实在明清时代即已开始。这些看法是否正确
还可以讨论，但至少中国各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必不可免地与传统的经济文化相碰
撞，受到传统的制约、影响、融合，却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比东邻日本要艰难得多，显然主要是受到各种传统的制约。中国地域广大，各
区域的地理环境、空间位置、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不尽相同，现代化的进程也颇有
差异，而上述种种因素今后仍将影响各区域的发展。 
    第四，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弄清中国近代经济发展
过程和近代经济地理，也有助于理解今天的东西部经济差异和经济关系的历史成
因、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中国港口体系以及各港口的地位。因此，既具有重大
的学术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要真正研究好这一课题，需要进行历史学、
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交通学等多学科的合作，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区
域研究的成果，又必须做到对全国性研究的宏观把握。 
    第五，由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和研究的艰巨性，学术界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研
究。因此，类似的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讨会，将来还应召开多次，不
仅有这次这样全国层面的研讨会，也应有以某一个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为中心内容的
研讨会。而且，每一次的研讨会都不能只邀请本学科或同一研究区域的学者参加，
还需要邀请以不同学科或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参加。 
   会议闭幕之后，《社会科学报》、《科学时报》、《中国港口》、《史学月刊》，
乃至《新华文摘》，都详细报道了会议内容，交通部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刘
济舟先生亦两次给我们来信，予以鼓励和期望。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一课题研究的
重要性和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我们只有继续努力，才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也殷



切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这项研究。 
 
      “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起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吴松弟 
                                                于农历2005年正月初五 
 
（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的《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
已由齐鲁书社于200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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