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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
”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
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
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
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
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
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
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面貌。作者对中国近代经
济史发展脉络的研究角度、资料采用的丰富程度，以及从时代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与方法，对于中国
近代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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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滨下武志，日本著名汉学家。1943年11月20日出生于日本静冈市。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
史专业，1974年硕士毕业，并攻读博士学位。1979年到一桥大学经济学部任教，先后担任专任讲师、
助教授。1982年转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任助教授、教授、所长、东大评议员、东洋学文献
中心长等。2000年又被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聘为教授，成为日本汉学界中第一位在东大、京大这
两所日本最高学府中同时任职的双聘教授。此外，先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学
、香港大学等著名学府任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国际学术合作研究计划，并且是
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理事、《社会经济史学》编辑委员，《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主编、日本亚洲政经学会理事等，在国际学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与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也有着
密切的交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兼职教授，其许多著作已被译为中文在我国出版。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著述宏富，独立
著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88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
筑摩书房，1996）；《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香港大视野：亚洲的网络中
心》（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冲绳入门》（筑摩书房，2000年）。此外还有合著和
主编的专著6种，资料集3种，独著日、英、中文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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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我的同学有滨下武志先生亲手签名版！要的M我！我同学还有汪征鲁签名的《闽文化新论》
！
2、我只是对于自己需要的章节做了阅读，感觉是很好的一本书。或许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慢慢读完它
。
3、真心没怎么看懂~~
4、以海关为切入点来研究内陆尤其是沿海市场
5、他的这本书比较重要，后面出的书，很多内容都是从此出发的。
6、: �
F129.5/3111
7、海关-厘金，对应中央-地方关系。厘金如何纳入海关管理，显示二者的关系。
8、当资料用胜过当专著读。
9、因为是专业需要，所以买了这本书，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10、很有启发。材料详细，遗憾在于经济视角的分析多采用当时人的评论，作者自己的分析很少也不
系统。留给后人空间了。准备以清末财政经济和货币做个题目。
11、高山仰止。。。
12、这本书是滨下武志先生论证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亚洲视角的又一力作，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
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恐怕就很难深层次读懂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3、写得挺好，实证研究典范，读近代经济史的必读书目。
14、F129.5/3111 徐汇 参考 很全的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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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
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白银资本》提出的15—18世纪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则
是弗兰克本人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必然延伸。应该说弗兰克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研究基础上[24] 的发
展。澳大利亚、欧洲一批学者，通过挖掘英文、荷兰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资料，对19世纪以前东
南亚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以往大大低估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中国官
方对外贸的不重视，中文文献对外贸的记载非常有限，中国尤其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被大大低估，18世
纪由华商主导东南亚贸易的情况也被低估了。[25] 这些研究成果与加州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至少有
一点值得中国学者高度注意，单凭不被重视而记载有限的中文资料，不足以全面认识明清中国与华人
的对外贸易活动。
2、这本书所用的资料丰富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其方法论注重整体，注意中央和地方各个方面的相互
联系，注意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联系，注意追踪同时代人的认识，非常值得注意。其基本观点是：中国
自咸丰以来，经费以军费为中心开始膨胀，突出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上的对立，中央实际上并没有独
立的、集权的财权。为此，中央采取了各种办法，如发行货币，但都失败。最后，李鸿章建议将海关
税纳入中央，从而使得海关税成了中央独立财政的支柱，再加上海关成了引入外国借款的担保，海关
实际上成了掌握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而围绕着海关，有一系列的财政、外交、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问
题，这些大大促进了中国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活动，从而使得自1894年以来的中国并非完全是“衰退的
中国”，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这本书讨论了很多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
。其问题（清代的衰退，是否只是政治力量的衰退？）很好，其切入点（地方经济和中央财政的结合
与分离）也很好，但是其结论让人怀疑，至少present的证据不够。中国在那个时代真的有那么充满活
力吗？如果仅仅简单地描述海关在中央集权中的作用，那个时代官僚、知识分子、新兴实业家的努力
，还有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很让人信服。另外，关于海关能够成为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
也让人怀疑。总之，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其方法论和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并且让人思考当代中国与
清末进行比较的可能性。
3、滨下武志的双重视角[读品]李华芳http://www.douban.com/group/dp/滨下武志在中国出名，一是因为
在中国活动较多，他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山大学的兼职教授，并且两年前还访问过华东师范
大学，听者云集，场面甚是壮观。而此前滨下武志只有一本重要著作在中国出版，即1999年的《近代
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是因为他的学术
观点有意无意暗合了“中国中心论”，凡是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在中国近年来备受推崇，与
民族情绪不无关系。三是因为他的观点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整个亚洲史、特别是东亚史研究的视
角，在专业领域内的贡献卓著。 2006年中文世界与滨下武志相关的有两本书，第一本是滨下武志与美
国的乔万尼·阿里吉以及马克·塞尔登一起写的《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此书重点在考察以500年、150年与50年的时间段切入东亚经济在整
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兴衰。近500年来，与西风东渐不同的是，东风往西吹，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经
济中心逐渐朝西方转移，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在西方兴起，其后东方师夷长技，开始所谓的“西风东渐
”，也逐渐引入了流行的“西方中心观”。  以亚洲为中心不过滨下武志对“西方中心观”持怀疑态
度，这在他今年的第二本中文书《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亚洲史研究不可避
免会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即便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也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一
个不同版本，西方对东方造成冲击引发东方的近代化进程，这一研究思路根深蒂固。 滨下武志开篇就
表明：把“欧洲的近代”当成亚洲的方向，并不真正符合亚洲自身近代的特征。所以“有必要在研究
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这就是“以亚洲为中心”。这也是滨下武志的第一重视角。以亚洲为中心则
能避免欧洲的近代硬套在东亚出现的种种不适。从亚洲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亚洲史，当然也无法回
避“近代”的问题。传统研究将封建社会的崩溃与解体当作近代化，但滨下武志指出封建社会本身就
是很可疑的概念，从东亚自身的历史来看，政治制度上可能带有封建性，但社会经济却是以血缘地缘
等社会性地域性联结为特征。所以从封建断裂到所谓近代化的连续，这种“进步论”未必可靠。 是以
，滨下武志不同意中国和亚洲的近代化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那么其必须要指出另外一条以亚
洲为中心的解释路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化的原因是什么。滨下武志认为这是由于“内部
原因”造成的。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内部原因？滨下武志的解释是，近代化的动因来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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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身的危机，中国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体系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转型。
与“冲击-反应”模式不同，滨下武志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朝贡
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的，建立了其个人独到的“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模
式。 从经济出发早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滨下武志就已经提出了“朝贡贸易体系”与“
区域经济圈理论”。朝贡实际上是针对“财政税收制度”而言，而贸易是针对“国际贸易制度”而言
，区域经济圈理论与后者紧密相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从副标题“清末海关财政与
通商口岸市场圈”不难看出这种研究方式的延续。 清末的中国经济有其独立性，是对外对内关系的纠
结，而不是简单的外部冲击。从滨下武志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是把西洋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纳入到中
国自身发展的逻辑中来对待的。因为他认为对经济史的研究基本上也应该因循这一框架与方法论。“
经济圈”这一理论倒也不是滨下武志的创见，实际上，早在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滨下武志还是学生
的时候，施坚雅就已经基于机构-功能主义提出了“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 滨下武志
的经济圈理论是“集市体系”的拓展，通过对通商口岸大量货物贸易史料的梳理，滨下武志得出结论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很难单纯用清朝政府的衰败来概括当时的情形。从经济角度看，中心与周边、
中央与地方、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都有交叉重叠的地方，而清末的海关正好充当了这三重
关系叠加处的典型。这就不同于传统史观将政治置于清末史学研究的重点。从经济角度出发，不同于
传统史学，这是滨下武志的第二重视角。 滨下武志着重考察海关的商品动向，对海关的监督与外国税
务司之间的关系，厘卡、常关、海关的不同职能与相互关系折射出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等。滨下武
志认为这些研究能说明的并不是清朝衰败的景象，而是说明了“中国当时创造了怎样的国民经济”。
在这一点上，这与法国年鉴史学派的理论有暗合之处，布罗代尔等人对市场交易的刻画而展现了另一
个生机勃勃的欧洲，这可能比单纯的政治斗争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清末海关聘洋人，对于清
朝政府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能继续维持它的统治，不管制度是不是外来的，甚至人是不
是洋人，都是可以利用的。滨下武志由此也指出这是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地方，日本更关注近代化的一
系列制度，而中国却是将外部制度导入内部系统加以内化的做法。所以清末的海关是作为功能性的东
西被接受的。由此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清末海关在国际贸易与对外交往上的贡献，当然由此推出通
商口岸市场圈的活跃也不是难事了。与施坚雅强调集市的内向性不同的是，滨下武志更关心市场圈对
外的联结关系。 滨下武志通过对清末海关税收与中央财政的关系的阐释，外国人任职中国海关史实的
梳理(主要是外国人马士在中国海关的经历与作为)，详述了国际贸易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对清末经济的
作用。由于其跳出“西方中心论”，坚持以亚洲为中心，将清末的历史看做中国本身历史的延续，从
而避免了传统西方中心论治史的偏见，也启发了后来的亚洲史研究者站在亚洲看自己的历史。另外，
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挂帅”的历史叙事，滨下武志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为如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提
供了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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