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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导论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方法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史理论
对资本和雇佣关系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基本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一
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是在一定的
社会条件下积累起来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
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
益是截然对立的。”“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愈增加，则劳动的交换价值即按
日工资就愈降低。”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工
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
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生产过程，他把投人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增殖额称为剩余价值。马克思对资本
积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定为资本，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
个人需要或奢欲，而是投入新的生产。资本的原始积累，“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
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它“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
解体。”“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
。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
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暴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
，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
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但是，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的榨取，是一种在历史上存在已久的事实。“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
。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需在维
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
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利斯顿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
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
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
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
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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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环境。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
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使用
雇佣劳动力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互为前提，密不可分。他写道，“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
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
。”
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条
途径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
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另一条途径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虽然这种途径在历史上起过
巨大的过渡作用，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
式”。
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评价有限。倒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城市起源和市民阶级的历史作用有
较多的肯定。恩格斯写道，“市民阶级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货币是市民阶
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
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这种到远处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
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主要基础是农业，它向外征讨主
要是为了取得土地。而且，航海业是确定的资产阶级的行业，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烙印到现代的
一切舰队上。”“在十五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
都有楔人了有反封建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
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商人对于从前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
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间阶
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
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
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理论。他们写道：“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
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马克思写道：“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
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时，指出存在着“资
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
。他写道：“工业资本家不是通过像租地农场主那样的渐进方式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
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
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
样。⋯⋯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成熟的，而
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各个形成阶段的政治表现或成就。他写道：“现代
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
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
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
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
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
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在经济上研究资本主义外，还系统地研究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长
，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形成过程。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法国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史的个案。他指出，
“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
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
有的。”“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
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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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
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长一个时期坚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地会
消灭小生产，造成社会阶级结构的两极分化。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我们的时代，资产阶
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
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于乡村小农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
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
但是，马克思到了晚年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偶尔地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资
本主义社会存在中间阶级。他写道，“无产阶级的小部分上升为中等阶级”。他批评李嘉图说：“他
忘了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等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绝
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
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时，讨论了中等阶级人数的增长。马克思
写道：“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
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
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
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描述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这就是
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
有者变成资本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是这样的，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是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
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
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马克思预言，“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但马克思在作出此种预言时坦诚地承认，“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
何证据”。

Page 5



《资本主义史（第1卷）》

作者简介

　　沈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作有《英国议会政治史》（合著），《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
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西方国家形态史》，《英国宪章运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
变》，《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合著），《英国土地制度史》，《资本主义史
，从世界体系形成到经济全球化》（主编）。译作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近代国家的发展，
社会学导论》、《共有的习惯》（合译）、《合法性的限度》（合译）。

Page 6



《资本主义史（第1卷）》

书籍目录

第一卷 导论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方法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史理论　　二、各派学者的资
本主义历史编 纂学见解　　三、资本主义史研究方法的若干思考第一编 交往和市场的发展　第一章 
世界范围交往的开始和早期地区——世界性市场　　一、地中海市场的形成和国际商业制度的建立　
　二、北海和波罗的海市场的形成　　三、亚洲市场及其与外部的联系　　四、绕过非洲的海路　　
五、各国国内市场形成的问题　第二章 西班牙的扩张和商业活动　　一、政治体制、经济和人口　　
二、原工业化　　三、商业和对外贸易　　四、17世纪西班牙经济的衰退及其原因　第三章 葡萄牙的
殖民扩张和商业活动　　一、海外扩张的背景　　二、在亚洲的殖民掠夺和商贸　　三、在非洲的商
贸和掠夺　　四、在巴西的掠夺　　五、转口贸易　第四章 人口增长、价格革命和贵金属流人欧洲　
　一、人口增长　　二、价格革命　　三、贵金属和流通的发展第二编 酱主义关系和结构的出现　第
五章 西欧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发生　　一、“封建主义”概念和封建社会的结构　　二、关于资本主
义维度的问题　　三、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　第六章 封建主义衰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组织　　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　　二、等级制社会结构和等级会议的衰落　　三、绝对主义王权　第七
章 资本主义观念的形成　　一、法律观念　　二、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　　三、自由民主观念　　四
、经济思想第三编 资本主义中心的地理转移　　第八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一、威
尼斯的工商业和金融业　　二、佛罗伦萨的工场手工业和商业　　三、佛罗伦萨的金融业　　四、热
那亚的商业、金融业和工业　　五、意大利经济衰落的原因　第九章 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兴起　　一、
矿业　　二、商业和金融业　　三、制造业　第十章 英国近代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重新认
识16至17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　　二、商业　　三、羊毛业和呢绒业　　四、矿业　　五、冶
炼业及金属加工制造业　第十一章 尼德兰的资本主义　　一、中世纪后期尼德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
史环境　　二、布鲁日的资本主义　　三、船运业和外贸　　四、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业　　五、
阿姆斯特丹的繁荣　　六、工业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西欧和北美的农业结构第十三章 商业和
资本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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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　导论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方法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史理论对资本和雇佣关系的研究
，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基本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
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积累起来的，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
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工
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愈增加，则劳动的交换价值即按日工资就愈降低。”工人
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
唯一的阶级。”“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生产过程
，他把投人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增殖额称为剩余价值。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定为资本，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欲，而是投入
新的生产。资本的原始积累，“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
，它“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原始积累的不同
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
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暴
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
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
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但是，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
的榨取，是一种在历史上存在已久的事实。“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
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需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
特·利斯顿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
资本家。”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
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
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
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
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马克思进一步
阐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环境。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
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时发现，在这
一过程中，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使用雇佣劳动力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互为前提，密不可
分。他写道，“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
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的历史过程。他认
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
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另一条途径是“
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虽然这种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
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评价有限。倒
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城市起源和市民阶级的历史作用有较多的肯定。恩格斯写道，“市民阶级有一
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
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这种到远处
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
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主要基础是农业，它向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而且，航海业是确定的
资产阶级的行业，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烙印到现代的一切舰队上。”“在十五世纪时，封建制度
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有楔人了有反封建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
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
属于自己。”“商人对于从前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
要素。”“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间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
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间阶
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马克思、恩格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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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理论。他们写道：“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
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马克思写道：“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
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
成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时，指出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他写道：“工业资本家不
是通过像租地农场主那样的渐进方式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
甚至雇佣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
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
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而中世纪已经留下
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
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形成
过程及其在各个形成阶段的政治表现或成就。他写道：“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
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
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
地方组成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
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
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除了在经济上研究资本主义外，还系统地研究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国家
制度的形成过程。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法国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史的个案。他指出，“法国在中世纪
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
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第一
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
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
容量、属性和走卒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
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资本主
义发展的历史趋势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长一个时期坚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地会消灭小生
产，造成社会阶级结构的两极分化。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
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
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于乡村小农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
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但是，马克思到了晚年在《剩余价值理论
》中也偶尔地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间阶级。他写道，“无
产阶级的小部分上升为中等阶级”。他批评李嘉图说：“他忘了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
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等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绝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
过活，成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
思在评论马尔萨斯时，讨论了中等阶级人数的增长。马克思写道：“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
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
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
是这样。”“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马克思
在其著作中描述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这就是使生产
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
成资本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是这样的，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是变化的必然性
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
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马克思预言，“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
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但马克思在作出此种预言时坦诚地承认，“在这个地方我并
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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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承蒙英国利兹大学狄利娅·戴维教授（Delia。Davia）、设菲尔德大学梯姆·赖特教授（Tim
wright）、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威
廉·布劳内德尔教授（wilhelm Brauneder）、德国马克斯一普朗克历史研究所于尔根·舒伦堡教授
（Juer'gen Schlumbohm）、马克斯一普朗克欧洲法律史研究所米夏埃尔·施托莱斯教授（Michael Stollis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教授（Georg Iggers）、欧洲大学学院波·斯塔斯教授（Bo
Strath）、意大利东彼埃蒙特大学埃多阿多·托塔鲁罗教授（Edoardo Torarolo）等友人和相关基金的
支持。本书得到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二一一”三期项目资助，为《世界史文丛》之一。人民出版社
王一禾、王亚男两位编辑为此书出版和书稿的编辑加工做了很多工作。谨此一并致谢。这是多卷本《
资本主义史》的第一卷，以后各卷将陆续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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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本主义史(第1卷)》后续第二卷将叙述商业化和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史，涉及的时间从17世纪后
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该卷将对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经济组织形式、政治制度及革命与经济的关
系、各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世界体系的形成作出闸述。该卷将从资本主义发展大趋势的视角把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置于经济周期波动中求探讨。该卷还将对晚发展地区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经济状况等
问题进行分析。《资本主义史(第1卷)》第三卷将叙述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Page 11



《资本主义史（第1卷）》

精彩短评

1、该书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世界经济史历史研究，学术视野宽广，功底扎实，资料收集丰富，从而使
得这本书立论成言，自成一体，很值得治史者研读思考！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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