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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
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
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
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套书不可
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
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
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
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
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
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
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
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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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以河北中部的高阳工业区为研究个案，从该工业区20世纪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面
貌。本书把高阳工业区的发展分为三个不相连续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初
步的原料和销售市场被战争打断；第二个阶段从抗日战争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完成，结束了私营纺织企业和乡村纺织的历史；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高阳成为
当今中国毛巾、毛毯、毛线以及其他纺织品重要基地。作者指出，高阳乡村工业的生产方式是与20世
纪全球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中国的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在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经营模
式、所有制模式的不断变革。进而作者总结了中国乡村工业的典型生产模式——高阳模式，其特点是
“两头在外”，即原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销售均不在当地。实际上这是当今中国乡村工业的普遍模式，
从高阳模式的成功，透视出当今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作者从历史走向了现实，从传统中国找到
了认识当今中国的路径。所以，该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学术和实际意义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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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作者简介

顾琳（Linda Grove），日本上智大学副校长、国际教养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尤
其是华北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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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书籍目录

译者序
中文版序
致谢
上篇
工业区和高阳增长模式
找回企业家的声音
第一章　工业区的建立
第一节　袁世凯的促进实业政策
第二节　技术的开端——铁轮织机
第三节　高阳商人和新式织布工业
第四节　招募纺织者
第五节　进口替代
第六节　日本的出口计划和高阳的棉花产业
第七节　织布工业的增长周期
第八节　生存的新策略
第九节　技术革新与复苏
第十节　1930—1933年高阳织布工业的危机
第十一节　复苏和新的繁荣（1934—1937）
第二章　高阳的企业家们
第一节　布线批发商号
第二节　从作坊到小规模工厂生产
第三节　高阳商号和中国商业史的研究
第三章　乡村织户
第一节　生产的组织形式
第二节　新的社会关系：团结和冲突
第三节　保持竞争力
第四章　销售网络
第一节　华北的棉织物市场
第二节　市场扩张
第三节　销售策略
第五章　共有资源
第一节　帝制末期的中国商会组织
第二节　推销高阳模式
第三节　商会和县政府
第六章　战时崩溃
第一节　战争期间的企业家资本
第二节　战争年代的纺织者们
第三节　工业区发展模式的深层思考
第七章 从市场到计划：第二个增长期
第一节　过渡的分期
第二节　新的经营策略——私营和国有企业
第三节　土地改革，作坊资本，染色和整理部门
第四节　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五节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扩张
第六节　最后的转变
第七节 国家计划与小规模工业模式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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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企业家传统
第八章　从计划到市场：第三个增长期
第一节　终溶改董政策
第二节　改革和乡村工业的增长
第三节　高阳改革的开端
第四节　发展轨迹
第五节 企业家遗产与第三次增长
第六节　当代高阳工业
第九章　现代企业中创业的精神遗产
第一节　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二节　乡村企业融资
第三节　企业增长模式
第四节　招募管理人才
第五节　商业合伙制的稳定性
第六节　劳动管理关系
第七节　企业、乡村和地方政府
第八节　私营企业和乡村
结论
高阳模式与高度社会主义化的传统
改革期间的私营企业与政府
当代中国的工业区模式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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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章节摘录

上篇第二章高阳的企业家们袁世凯的技术转移运动为乡村工业创造了增长的空间。一批具有创业远见
的小城镇商人利用这个机会创建了一个中国最有名的乡村工业区。第一代企业家把新技术与新的组织
形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新的企业，建立了一个工业区。第一代企业为后来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开办企业
树立了榜样。尽管后者并不是熊彼特关于企业家传统学说中的创新者，但他们大胆投资开创新的企业
，是资源的关键组织者。先辈的成功产生一种企业家文化，它影响着工业区三个增长阶段中数以千计
的小企业。高阳人说，当地的企业家精神就在于每个人都梦想着成为自己企业的老板，有记录显示，
几千名个人都曾投资建立独立的作坊或商号。近年来，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把中国的企业家文化看
作是孔子的儒家文化影响的产物，在整个中国社会都很普遍。一些学者颠覆了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
，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一种发展的加速器。究竟孔子的儒家文化中的哪些
部分发挥了这些作用并不清楚，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一种新的动态资本主义的出现看起来已经是这种联
系的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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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过多年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顾琳教授对20世纪中国的乡村工业化问题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本书通过对商号本身和工业区内经济活动的分析，证明在一个相当长的不同时期里工业增长的变化
是密切联系的。任何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再认为工业化主要是一个大变革时期的城市现象，这种城
市的现象只不过使得中国经济看起来像那些先进的工业社会。　　——王国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
湾分校顾琳教授的论证是宏大的，但同时又是非常具体的。当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将中国最近的工业增
长和前工业化社会的某些特征联系起来的时候，顾琳教授则提供了一个在跨越20世纪的档案资料和实
地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的案例。　　——彭慕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亚大学尔湾分校顾琳教授的这本
著作提出了一些关于20世纪及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具有挑战性的卓见。作者在长期对1949年以前高阳
织布工业研究的基础上，又考察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与其他大多数的研究相比，这本
书成功跨越了1949年这一学术研究上的鸿沟，对l949年前后的社会做出了同等重要的分析⋯⋯总之，
任何一个对近代中国历史或者经济发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最好著作之
一中有所得。　　——蒂姆·赖特英国舍菲尔德大学顾琳教授的这本著作有着重要贡献，因为它将“
历史”带到了关于当前改革时期中国乡村工业化的争论⋯⋯顾琳教授的研究强有力地提醒我们中国早
期乡村工业化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这种早期实践和当今乡镇企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这本著作行文优美
，论证有力，处处都显示着扎实的研究功力。那些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经营实践和经济史感兴趣的读
者更应该阅读本著作。　　——陈意新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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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编辑推荐

《中国的经济革命》：这个有力的、严谨的研究揭示了乡村工业和乡村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角
色。顾琳教授将注意力放在华北地区的织布工业区，探索这个工业区内小企业积累资本的方式，探索
它们在上个世纪中如何组织企业、如何建立起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如何改进品牌形象。跨越“历史”
和“当代经济”研究中传统的割裂，作者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传统经营实践和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一个建立在二十几年对历史档案的研究和实地访问、调查基础上的《中国的经济革命》，是第一本
基于西方人视角的关，于中国小企业的商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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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精彩短评

1、图书馆随手翻到，看了个大概，主要是把改开以后乡村经济发展的现象放到一个世纪的长时段中
，还蛮符合导师大人的风格的，20世纪初反而是书写的重头。市场/销售网拓展现象和文献可以略作参
考。
2、正在阅读中，喜欢。
3、实在不明白这本书的评价为何如此之高。逻辑混乱，没有数量分析，对二元论的理解也是错的。
读的时间久远了，不一一而足。专门写书评好了。
4、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必读书目
5、亮点是谈到传统的商人传统的起伏. 但是感觉上还是大体上主要和官方打交道的结果....
6、: �
F427.224/7211
7、浦图F329.05/7819
8、切入点很小，主要围绕河北一座小城的纺织工业发展状况展开；同时延展面又很宽，考察一个世
纪的长时段里的发展变迁。作者从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之中，寻求其民国时期和建国后前
三十年发展脉络的渊源和顺承关系。论证有力，视野开阔，一本上佳的经济史著作。
9、外国人的视角给人耳目一新
10、这本从经济史角度，尤其是透过乡村经济的下层视野考察中国经济变迁的著作，是值得一读的
11、如果这部历史学著作改编成电视剧的话，那就是另一部《大染坊》吧！
12、商业传统的继承与变化。
13、很扎实的经济史著作，最值得学习的是方法。
14、对高阳的纺织业做了跨期的实证研究，资料详实，给人很大的启发
15、还可以.关于河北手工纺织业各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很多了
16、这么好的书豆瓣竟然只有6..8分，无语，各种怀疑鉴赏力。
17、好，值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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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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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革命》

章节试读

1、《中国的经济革命》的笔记-第78页

        Siu-lan Wong,翻译为翁秀兰，看下面的内容和前一页的注释，似应该是黄绍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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