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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鸦片战争后的“强国梦”深深地再造了中国社会，刺激了中国人对人、社会以及各种制度问题的
再思考。特别是随着报纸、期刊类大众媒介于19世纪中叶进入中国，政论文章开始走出传统的书籍，
面向更广大的社会扩散，不仅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而且也改变了思想与知识的表达与传输
方式。仅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版），就收
录1857～1918年间出版的期刊495种，共计11000余期，这些期刊无不刊载论说类文章。我们最近又将《
申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的社论目录进行了汇总，共得47812篇。
管中窥豹，不难看出近代报刊文章数量之庞大。　　近代报刊所发表的政论文章，虽然层次有别，风
格各异，但多数是时人在特定的文化与政治场域，感受个人与社会的处境，而进行思考与探索的成果
。这些文章基本都湮没在各大图书馆过刊书库之中，但只要坐下来，小心翻看那些早已泛黄甚至变脆
的纸张，仔细辨识那些漫漶不清的字迹，仍不难感受作者思想跳动的脉搏，审视他们的每一个精神面
相，与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理性交流。每当此时，任何读者都会从中嗅出历史的芳香。　　这些文章
虽然是“历史”的，但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现实”的。之所以这样说，既是基于近代中国的境
遇与特征，也是基于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了，但今人关心的不少问题却仍然跟过去有所雷同。时人
探讨过的许多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具体表现不同；也有的虽然表象为当今所无，但仔细辨别
，仍不难找出它们在今天的“后代”。当代学界探讨得轰轰烈烈的一系列议题，诸如“民主与法治”
、“政府与社会”、“国有与民营”、“内销与外贸”、“经营与人事”、“产业优化与升级”、“
公司治理”、“质量监管”、“三农危机”、“地政演变”、“组织更新”、“制度变迁”等等，近
代知识分子均有大量论著，部分成果的思想深度当今学者仍难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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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寻踪(公司制度卷)》讲述了：近代报刊所发表的政论文章，虽然层次有别，风格各异，但多数
是时人在特定的文化与政治场域，感受个人与社会的处境，而进行思考与探索的成果。这些文章基本
都湮没在各大图书馆过刊书库之中，但只要坐下来，小心翻看那些早已泛黄甚至变脆的纸张，仔细辨
识那些漫漶不清的字迹，仍不难感受作者思想跳动的脉搏，审视他们的每一个精神面相，与他们进行
跨越时空的理性交流。每当此时，任何读者都会从中嗅出历史的芳香。
这些文章虽然是“历史”的，但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现实”的。之所以这样说，既是基于近代
中国的境遇与特征，也是基于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了，但今人关心的不少问题却仍然跟过去有所雷
同。时人探讨过的许多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具体表现不同；也有的虽然表象为当今所无，但
仔细辨别，仍不难找出它们在今天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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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招股经营为中国从来所未有，市道中有合本贸易者，或系各财东本自相识，因独力不能胜任，彼
此谊合情深，各出资本，公举伙友，以理店务，执合同为信据。其店务兴旺，每届结算之期，余利均
沾，而各东家道又复日盛一日，无昨是今非之慨，则合力经营亦至数十年之久。其次，则有善于经纪
之伙，素为财东所信任，同业所举，欲于贸易中独树一帜，邀约数富户，各出若干资本，以开设店铺
，则以伙友之声名，博财东之运气，虽数东不相认识，亦但凭经理者之纠合而出资，一无所吝。凡此
二者，皆合股之常情。然要不过数人合创一业，无有多至数十人、百人者。盖股份太多，则获利綦微
，巨富之商不甚贪此小利，而资本微薄者又辄自愧力棉[绵]，不敢希图附骥。至于人地生疏之处，则
尤有畏首畏尾之心。即经理其事者，亦不肯广为招致。盖股东过多，或有意见不合，难于投契；或作
事有所顺忌，是非不能一致，故甚不愿也。且中国之俗，大率轻视商贾，市侩之所为，世家巨室不屑
焉。孳孳为利之徒，无有卓见，不能远图，往往狃于小利，以故创事之始，必权其出资之多寡，与获
利之迟速，而后定议以行。若利不可知，必迟至十年五年之后，而生意始甫能兴旺，场面始可推广者
，则已顾前虑后，疑不能决。而况人情变诈，事故万端，合股之人与经事之伙，固难保其初终一辙也
乎。自泰西通商以来，西人经营之法，久为华人所知，然二三十年来，内地商贾犹觉拘执成见，不能
变通，每有图创一业为长久计者，日此事需本若干万，必几年而后通行，又几年而获利，则闻者却走
，以为迂远难行，且祖宗积累之财，半生勤俭所获，一旦置诸不可知之数，岂不可惜？若仿西人招股
之例，资本十万者，分作千股，五万者作五百股，自一股、二股以至百股、十股，皆可附本，以公其
利，则又疑虑百出，以为股多则利钝，仍不可知，设有翻覆，岂不轻于一掷？股少则虽获利倍蓰，而
分润终属有限，此所以观望不前也。譬如建筑铁路，开采矿务，纠设银行，以今日事势言之，何者不
可举办？而无如人情之不能善变也。各帮商人惟广帮最富，亦惟广帮最与西人相习，熟悉西商谋利之
法，故凡议此等生意者，大都粤人为多。然以中国之大，生意之多，而尽望诸一隅之人，可乎？目前
仿西法之事若招商局者最著矣，顾其初若非有国家存项，附股诸人亦尚不免存疑。然则为此议者，亦
惟仿西国官商合本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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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本卷的文章中，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危机与追赶的紧迫性到今天还是那么一如既
往。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陈志武　　历史之于经济学家，就像实验室之于物理学家那样
重要。　　——仑敦经济学院教授　许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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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此书是摘录自清末民初至建国前的，各学者关于公司、经济、社会制度的分析，有反对有赞
同，见诸于当时的《申报》《大公报》《银行周刊》、演讲等，足可以当时之言论广泛，虽文笔不是
今天的白话，简短有力，论理自然贴切，读后快哉。引用陈志武最为入木的评论：从本卷的文章中，
我们会真切的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危机与追赶的紧迫性到今天还是那么一如既往。
　　是啊，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人定胜天的过个半个多世纪，回头看看遇到和存在的问题早在百年之
前就有人讲述并做答了，我们还拼了命的走弯路，这实在是无奈的悲叹。
　　感谢编写者，让人看到了先贤的踪影，并有幸能重蹈覆辙。
2、　　此书是摘录自清末民初至建国前的，各学者关于公司、经济、社会制度的分析，有反对有赞
同，见诸于当时的《申报》《大公报》《银行周刊》、演讲等，足可以当时之言论广泛，虽文笔不是
今天的白话，简短有力，论理自然贴切，读后快哉。引用陈志武最为入木的评论：从本卷的文章中，
我们会真切的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危机与追赶的紧迫性到今天还是那么一如既往。
　　是啊，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人定胜天的过个半个多世纪，回头看看遇到和存在的问题早在百年之
前就有人讲述并做答了，我们还拼了命的走弯路，这实在是无奈的悲叹。
　　感谢编写者，让无各的后人看到了先贤的踪影，并有幸能重蹈覆辙。
3、文章摘录集子，没细看。
4、作为历史智库的第一部分，选取了部分近代经济文选。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社会
精英们是如何理解公司这一组织，也可从他们的文章中看到当时的社会是如何对待公司这一组织的。
而与此对比的是200年前的乾隆皇帝又是如何视西方世界的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为奇技淫巧，蛊惑人心
，最终导致了他的闭关锁国政策。
改变思想，便能改变世界。但这一改变又是何其艰辛。佛陀的顿悟历时三十五年，中国人思想的改变
呢？从100年前的文章可以看出，即便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国、抗日、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
发，我们现在的想法和那时还是如此的相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重而道远啊！
5、探讨如今之公司治理，不可不追溯公司的历程沿革，此书整理许多晚清及民国珍贵的公司治理的
资料，以史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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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是摘录自清末民初至建国前的，各学者关于公司、经济、社会制度的分析，有反对有赞同，
见诸于当时的《申报》《大公报》《银行周刊》、演讲等，足可以当时之言论广泛，虽文笔不是今天
的白话，简短有力，论理自然贴切，读后快哉。引用陈志武最为入木的评论：从本卷的文章中，我们
会真切的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危机与追赶的紧迫性到今天还是那么一如既往。是啊，我们与天斗与地
斗，人定胜天的过个半个多世纪，回头看看遇到和存在的问题早在百年之前就有人讲述并做答了，我
们还拼了命的走弯路，这实在是无奈的悲叹。感谢编写者，让无各的后人看到了先贤的踪影，并有幸
能重蹈覆辙。
2、此书是摘录自清末民初至建国前的，各学者关于公司、经济、社会制度的分析，有反对有赞同，
见诸于当时的《申报》《大公报》《银行周刊》、演讲等，足可以当时之言论广泛，虽文笔不是今天
的白话，简短有力，论理自然贴切，读后快哉。引用陈志武最为入木的评论：从本卷的文章中，我们
会真切的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危机与追赶的紧迫性到今天还是那么一如既往。是啊，我们与天斗与地
斗，人定胜天的过个半个多世纪，回头看看遇到和存在的问题早在百年之前就有人讲述并做答了，我
们还拼了命的走弯路，这实在是无奈的悲叹。感谢编写者，让人看到了先贤的踪影，并有幸能重蹈覆
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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