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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与教堂》

内容概要

《越文化研究丛书：祠堂与教堂》通过对韦伯命题的一般化处理，将中西方文化模式归纳为“祠堂模
式”和“教堂模式”。以祠堂模式为背景，通过“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行担经济”、“后福
特制”等概念，对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浙商精神的特质，进行了学理化的阐述：浙江模式是政府
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浙商精神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具
有贪婪攫取性特征。政府与民间如何协调、浙商精神如何改善，事关浙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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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炎兴
1963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市，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区域经
济研究。已经主持国家级和省级课题若干个，在《会计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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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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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浙江模式：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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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韦伯命题”和浙江模式的研究
第四节 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一、韦伯文化分析的两个层面和两个要素
二、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一种经济社会的微观分析
三、韦伯式、格兰诺维特式分析框架的结合：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四、经济系统与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
五、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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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祠堂模式与教堂模式的心理和行为取向
三、基于祠堂模式、教堂模式的制度取向
第三章 行担经济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第一节 以市镇区系为基础的浙江乡村社会
一、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研究的两个视角
二、以市镇区系为基础的浙江乡村社会
第二节 浙江传统乡村中的行担经济
一、 自然环境、人口与浙江传统乡村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二、浙江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行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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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个私经济发展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一、行担经济的新发展
二、计划经济缝隙中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块状经济的形成
第五节 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块状经济
第四章 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浙江模式
第一节 “政治集权-经济联邦制”下的中国地方政府
第二节 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挤压中的浙江地方政府
一、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崛起
二、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挤压中的浙江
第三节 浙江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的政策取向和“省管县”体制创新
一、地方政府顺势而为的政策取向
二、“省管县”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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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方政府与民间市场化力量的良性互动：浙江模式的扩展
一、一个案例：1988—1998中国轻纺城十年发展史
二、浙江模式的扩展：地方政府与民间市场化力量的良性互动
第五节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经济发展方略基础上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产物
一、“政治集权一经济联邦制”与中国传统差序格局式政治结构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经济发展方略基础上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产物
第五章 行担经济、祠堂模式与浙商精神
第一节 教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一、“韦伯命题”的研究路径
二、韦伯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教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节 “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的研究
一、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二、两种“入世苦行”
三、“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的研究
第三节 行担经济、祠堂模式与浙商精神
一、基于庶民阶层的浙商精神
二、具有贪婪攫取性特征的浙商精神
三、价值理性日益式微的浙商精神
第四节 浙商精神与浙江模式
第六章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第一节 基于农户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资本积累
一、产品市场需求诱导的技术（设备）引进
二、资本分散一集中式积累与设备可分性
第二节 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一、西方后福特制的兴起
二、浙江模式：祠堂模式基础上的后福特制
第三节 浙江模式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市场化合作模式的成本比较
二、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市场化合作模式的成本要素分析
三、浙江模式的低成本优势分析
第四节 浙江模式的推广和借鉴意义
附件1
附件2
第七章 浙江模式与中国经验
第一节 浙江模式的发展
第二节 徽商、晋商与浙商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政治权力与徽商、晋商的兴衰
二、浙商成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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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改革开放后，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经验和资金，中央决定开放与试办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委的报告，正式确定分两步在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试办4个经济特区，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
以更多的主动权。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指示作为中央41号文
件下发，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
特区。在整个80年代，中央对外开放的各种优惠政策几乎都给了广东、福建两省。 香港在20世纪50年
代前，既无农业，又无像样的工业，主要作为大陆与国外商品的转运站而生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依靠从上海和珠三角转移出去的工业底子，香港开创了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并利用大
陆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每年流入香港的数以万计的劳动力而发展壮
大起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重新成为大陆的南大门，由于中央的开放政策，大批香港以及澳门
、台湾的企业，由于当地生产要素成本过高，乘机纷纷移师珠三角投资办厂。珠三角由此成为外资（
尤其是港资和台资）抢占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和“主战场”，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 
珠三角的工业，从“三来一补”和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两个方面起步。 临近香港的珠三角东部地区的
工业主要从加工贸易起步，1978年。中国第一家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成立，“三来一补”是珠三角东
部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起飞的突破口。香港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大陆较低的地价和工资，把设
备和技术搬到内地乡村进行生产，产品则运回香港向外销售。这种形式，内地乡村既不需要投入启动
资金，也不需要垫付流动资金，只需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由于产品由外商包销，内地乡村也不需要承
担市场风险。因此，这种“无本生意”一旦启动，地方和农民均可得到利益，逐步积累起了发展所需
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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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祠堂与教堂:韦伯命题下的浙江模式研究》以韦伯文化分析为基础，结合格兰诺维特基于社会网的镶
嵌分析，从受利益驱动的个体出发，在结合经济系统基础上，论述了在经济分析中如何引入“情境”
、“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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