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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何谓现代化？
学术界有多种论述；中国的现代化从何时开始？
学人们也莫衷一是。
近代和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
苏联史学界曾用“新”与“最新”两个词来区别历史的社会性，即：近代史指资本主义社会史，称为
“新”历史；现代史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史，被称为“最新”历史。
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相应的变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国史学界曾一度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而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
后来感到矛盾很大，因此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通称为“中
国近代史”，因为它正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如何叫法，也还有现代、当代称谓的不同。
不论怎样称谓，现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
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有相应的精神文明。
概括说来，就是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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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兼及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反映20世纪与19世
纪经济的承接性，并以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为主要视角。
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以洋务运动时期为起点，甲午战争以后进入比较全面的启动阶段，也
是近代经济史的主体和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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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平，浙江宁波人，1948年出生。
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化史，在国内外发表独撰著作和论文520余万字。
所撰论著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二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征文二等奖”、“江苏省迎接党的十六大优秀出版物一等奖”、“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全国征文
大赛一等奖”等。
丛书主编：彭明（1924—2008），河南夏邑人。
从1950年起，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1983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
会长、名誉会长，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等职，是国内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
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术大家。
代表作有《五四运动史》。
参与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中华民国史》、《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
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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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在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
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在编中的航运、工商行会的资料也于80年代出版。
该所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系统从1958年起，在许涤新的主持下，与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组织上海、武
汉、广州、重庆、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立专门班子，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
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已出版了5种史料，“文化大革命”后又有一些
史料编成出版。
从1960年起，由许涤新、吴承明负责，开始组织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各经济研究机构的有关人员，
着手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在上述两项主导性研究工作的带动下积极行动起来，组织科研
和教学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
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书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
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文革”前已出版4种，“文革
”后又有几种出版；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编了《满铁史资料》。
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日益增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
伤值的资料和论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的中国>>

编辑推荐

《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00-1949)》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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