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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2-1937年湖南经济现代化研究》用现代化的视角来描述、分析和评价民国时期（1912_1937年）湖
南经济发展过程，其发展轨迹体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经济逐步过渡的趋势；指出该时期湖南经济在不少
方面已呈现出现代化的景象，并一步步地朝着现代化目标前进，但这种进展缓慢而艰难，且呈畸形，
离现代化的目标相去甚远，取得的成效不佳；《1912-1937年湖南经济现代化研究》还着重分析了影响
进程的原因，展望了湖南未来经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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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铅锌1．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之现代性湖南铅锌矿产，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而最著名的，当首推
常宁水口山，其次有浏阳、醴陵、湘乡、宝庆、临湘、慈利、衡山、资兴、临武、江华等地。常宁水
口山铅锌矿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就使用新法开采，被视为“走向现代化之开采与管理”①的典范。民国
以后，其现代化的脚步有所加快。首先，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力。1912年，矿局建筑了一条由水口山至
松柏32磅钢轨轻便道，全长9里。有30批马力的机车3辆，每辆可挂14节矿车，1节为客车，载重30石。
每月往返10余次，每吨运费只约为o．5元，而原来使用人工运砂，每吨需洋1元。不仅提高了效率，而
且利润大增。其次，规模不断扩大与完善。民国三年于第一窿附近开凿了第二窿；1915年又开八方井
于龙王山，1930年再扩充1窿，同时规模更为完善。3窿中第1窿有150匹马力起重机一座，一次可取出2
吨之沙，每小时可上下40次。坑内还有40磅钢轨铁道运送矿砂，并设有抽水机、电灯等设备。在提炼
方面，有蒸汽房一座，锅炉6个。洗砂厂另有锅炉6个，此外尚有机械厂、电灯厂、木工厂、锻工厂、
翻砂厂等，规模为全国之最大者。②1934年7月在长沙三叉矶建成湖南炼锌厂，设有动力发动机、洗矿
机、磁选机，还有烘砂炉、蒸馏炉、反射炉、烘罐炉等。这是全国唯一的新法炼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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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12-1937年湖南经济现代化研究》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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