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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   

作者：李伯重    

 

       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１６

世纪到１８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非常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

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１８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尔嘎尼说中国是“一

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

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

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

但它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但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资

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论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下才发生变化的，

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

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

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因此，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

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

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９０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

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ＧＤ

Ｐ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１７００年时，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和中国的ＧＤＰ差不多相

等，此后，从１７００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ＧＤＰ在世

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从２３.１％提高到了３２.４％，年增长率达０.８５％；而整个

欧洲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仅从２３.３％提高到了２６.６％，年增长率为

０.２１％。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

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

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８.２倍，是英国的

１７.３倍。在１８３０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３倍，法国的５.７倍。一直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４０％。贡德·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１８００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

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

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

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

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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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

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

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１９世

纪和２０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

算，在１８２０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

（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ＧＤＰ下降的地区。到１９５

２～１９７８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仅为５％，人均ＧＤＰ仅为全世

界平均数的１／５到１／４。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１９７９年后中国

经济迅速发展。到了１９９５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

的５％，迅速上升到１０.９％，已超过日本（８.４％）和前苏联地区（２.２％）而仅

次于欧洲（２３.８％）和美国（２０.９％）。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

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２０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也

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２０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

济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轻视中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

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时代。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

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

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故此，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

命就否认近代早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由于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

的中国研究逐渐走入绝境，到了１９７０年代，以柯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学者对西方中

心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到了１９９０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对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的批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即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

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应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区分，因

而可以使得我们在真正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

的各种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来实事求是

地看待与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这一切变化，导致了一种新视角的出现。对于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的变

化，不过是这种新视角的一个体现。  

(文章原载<世纪中国>2006-6-6) 

 

 【投稿】 【打印】【关闭】    

  
 请输入关键字 搜索 百度联盟峰会  

 



  相关文章

 ·21世纪中国史学的意涵与问题 
·国际视野下的史学研究 
·《学术月刊》2007年8月号目录(总第459期) 
·[e首发]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 
·王家范新著《史家与史学》出版 
·评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 
·好的学术期刊不收版面费 
·[首发]合作化•工业化•理性化——探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高敏先生简牍研究述论 
·十六世纪中国儒学思想的近代意涵 ——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相关讨论为中心 

   

  

学友评论

发表评论：    匿名 标题:  注册 智识论坛gfedc

评论内
容：

※您要为您所发的言论的后果负责，故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

     发 表  查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