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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学界开展中国现代化（近代化）史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的研究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和华中师范大
学历史研究所章开沅教授，以及他们两人所带领的博士研究生。近代史所研究人员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经过10多年努力，近代史
所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如《中国现代化历程》系我院基础研究课题，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商会
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近代冀鲁豫乡村》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
场》获胡绳青年学术奖。此外，已完成的立项课题还有《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所重点课题）、《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院青年
科研基金课题）；已经完成的自选课题有《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再认识》等。在研课题有《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院重点课题）。
还有对各种现代化问题作专题研究的百余篇论文。 

     上述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性研究，也有关于中国现代化史诸多领域的专题性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包括中国现代
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意义；中外现代化的比较；中国共产党、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及某些重要人物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制度变革、方
针政策、实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近代中国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工业、手工业、金融业、经济组织、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政
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对近代史学科研究的整合性和代表性成果《中国现代化历程》作一些介绍。该课题作为本原基础研究课题于1998年10月正式立项，系
所集体研究项目，于2000年底完成，2001年出版，计3卷，123万字。该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对1840~2000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进行了比较全面
系统的研究。在内容结构上力求面与点的合理结合，既反映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全貌，又对一些以往缺少研究，或有争议，或无现代化诠释的重要
事件和重要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主要内容：第一，围绕一条主线。即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为主线，
如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有过哪些分歧和争论，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就，犯过什么样的错误，在世界现代化
进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第二，突出两个转变。即中国的现代化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如何从苏式经典
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反映三项主体内容和三对主要矛盾。即以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化、工业化为主体内
容；与此相应，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矛盾运动为现代化进程的主体脉
络。第四，注意四种关系。即以内因与外因、传统与现代、政治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政府与社会的四种关系，作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
要因素和特点进行研究。 

     该研究力求在下列几个方面有所建树和突破：在理论方法上，对现有的国内外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检讨，进一步发掘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
提出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涵义。指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总结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而产生的，带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和局限性。马克思的现代
化思想，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及其主体特征，把社会形态发展阶段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传承和发展关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在取得独立以后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内在运动规律、社
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与科学技术一起均是现代化的动力。在运用西方一般现代化理论的同时，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为指导，提出争取
民族独立、制度变革和道路选择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内容之一，而且是重要动力。 

     在体系结构上，对1840年以来160年的现代化过程进行研究。以现代化的解释体系划分了发展过程，全书按现代化进程的大阶段和道路转换
分为前提与准备（1840年之前~1911年）、启动与抉择（1912~1949年10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启动和艰难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抉
择）、改道与腾飞（1949年10月~200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失误和经验教训，以及由经典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过程和成效）。在每一个大阶段中，按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特点变化分为互有交叉的若干小阶段。在第一卷中，分为前提和外因（1840之前
后）、传统社会的裂变（1840~1895）、动力因素的增加（1895~1911）、酝酿启动（1898~1911）四编；在第二卷中，分为现代化的启动与异化
（1912~1916）、自由发展与道路选择（1917~1927）、畸形发展与道路分野（1928~1936）、外患内乱与道路抉择（1937~1949·10）四编；在第
三卷中，分为改道与转型（1949~1956）、受挫与调整（1957~1978）、改革与发展（1979~1991）、辉煌岁月（1992~2000）四编。这一体系结
构，旨在揭示中国现代化所包涵的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体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制度变革和道路转换，以及内外、新旧因素互动为主要动力
的特点，也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体系的建立，对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创新和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发挥有一定的推进意义。 

     除考察现代化发展表象的指标体系外，研究还探讨了动力系统、外因内变、思想观念、制度和道路等表象背后的制约因素，力求基本反映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全貌，突出中国内在因素和制度变革、道路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克服了以往某些研究中侧重指标体系和外部影响的片面性。如
在第一卷中所论述的，现代化的世界化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相抵性和潜在适应性；中国传统人文和政治社会
的变异；民族主义的动力作用；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戊戌维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作用和地位等问
题。在第二卷中考察了早期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各种现代化的思潮和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思想和早期实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角色结构；某些精英人物和割据政权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模式；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化非常状态和道路的
再选择等问题。在第三卷探讨了中国的现代化如何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
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历史贡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构成和腾飞效应；现代化的社会动
员和资源利用方式；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中产生的新模式等问题。 

     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和研究队伍的建立，使近代史所的中国现代化史学科有了相对优势。2004年在我院研究生院的支持下，经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在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中，中国现代化史学科被增设为二级学科硕士点，2007年又被升级为二级学科博士
点。 

     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现代化史，并不能代替革命史范式，代替整个近代史，只是把现代化史作为近代史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范围较宽的
专门史来研究，在时间跨度上需跨越近代史，往前可以推至1840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往后需要延伸到当代时期。中国现代化史作为一个学科，还
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科，还有种种不完善、不成熟之处。今后，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继续努力，使这一新兴的学科渐趋完善和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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