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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

内容概要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上个世纪中国同西方的接触耐人寻味地改变了中国的方向，而接触的一种媒介
就是买办。买办充当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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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

精彩短评

1、这书真是帮了俺大忙！有助了解中外商人交易的一些细节和“陋规”。资料所限，作者关注的都
是大洋行和大买办。从司法案例来看，俺感觉上海的小洋行和小买办之间的矛盾冲突种类繁多，小洋
行基本处于弱势。
2、资料真的很丰富,也不得不佩服西方学者的严谨
3、买办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利用其社会网络，降低了交易费用，是市场经济进入中国的重要促
进力量。
4、“买办是一种制度。”总感觉很像读刘广京的那本轮船。
5、叙大于论，三星半
6、通过研究买办，展示出的近代中国对欧美贸易的细节。学术体，阅读价值得靠有心的读者自行挖
掘。
7、不愧为哈佛的毕业论文，但还是有改进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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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确实不错，从细节上分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近代化之路。那是一个人人追求个人利益
最大化的世纪，北京确实是当时阻挡历史进步的顽石，在那个腐败恒生的社会里，即使是获得特权的
老外也在中国寸步难行，必须得靠买办在中国伸出触角获得利润。掌握国家权利的各地督府把精力都
放在了揣摩上意，闷声利用手中权利发财，没有人政策的有效性负责。商人把所有的精力用在讨好官
府而不是研究市场，因为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他们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官府。政府不允许任何人和
洋人做生意 ，只允许和和北京权贵保持各种暧昧的十三行做生意。英人为打破垄断发动战争。权贵们
可能在开国之初就已经明白了这世界的大小，也明白了若是打开国门老百姓会获得极大的利益，可是
没有垄断的外贸，这皇帝或许是唯一在开放中利益受到最大破坏的人。从康熙开国收到一个地球仪礼
物到1860年满清开办外语学校，这条路他们走了二百年。打破了垄断了英人进入内地发现真正的百姓
层层盘剥，勉强苟活，无力购买任何物品。内地的商人畏官如虎，官府一个眼神没有人敢和英人有来
往。偌大的一个中国只有几百人会英语，且大部控制在官府手里，进入内地如盲人摸象。英人最后发
现最后还得和原来这些人打交道。宁波汉奸木柄元自学成才学会了半生熟英语，然后带出来一批徒子
徒孙，这些徒子徒孙竞相成为带路党，竟然逐步壮大发展成宁波商帮，帮助洋人开发出宁波、上海等
地的十里洋场，也成为中国第一批摆脱皇帝控制的大商人。一个人激发了开关改变一个城。拥有了海
量财富的买办想在内地大兴工厂，却发现内地的环境下如何盘剥工人所得的利润还是不如直接购买外
国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销售获得利润大。打者老外旗号的买办也永远比妄想自力更生的中国商人利润高
、有尊严、风险小，这个时代任何一个粗通外语的贫寒子弟想离开外国人自己去闯世界，若没有官府
的门路，这个人要么苟延残喘、要么破产自杀。道理有时讲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为什么两百年来却
没有人真正的学会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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