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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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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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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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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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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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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和记录来提示其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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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日本)滨下武志 译者：高淑娟 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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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海关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是作为功能性的东西被接受，而不是作为统治制度来考虑的，并且
被纳入了清朝的官僚制度之中。
从这一点出发，就不能从以往人们将其看作“洋人的朝廷”和“外国人的管理”的方面来强调海关，
而应该从中国与西洋相异的统治原理发生碰撞之际会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出发来研究海关，我
们就有可能得出与以往不同的见解。
总之，可以说，与仪礼制度相对的职能制度，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中国史上的税制和关税问题，历来被认为具有外部性或以强制性征税的特征。
因此，其制度自身的整合性和完全性始终是问题所在。
在此，我们却认为也有必要从把关税作为商业秩序等民间秩序的反映这一方面来把握关税的机能。
另一方面，以往的制度史研究，首先是以制度结构为中心，并不是把其来源作为问题，因而将制度与
构造的研究相混淆了。
所以，在把握制度运用和制度机能的时候，应该从实质上对制度加以确认，应该探讨其“制度化”的
状态，即采取从制度本来意义上考察制度的研究方向。
然而，实际上恰好相反，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运用的理念”——这一制度之所以成其为制度
的特质。
4．在这个意义上，海关被纳入清朝政府财政制度，并成了其中的一环，是作为财源而被重视的制度
。
只要其财源尚存于清朝国库，至于海关负责人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可以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
题。
因而海关被定位于两者之间，并赋予其作为两者媒介的功能，维持着清朝内部的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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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本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翻译工作，历时三年多终于交稿了。
本书翻译工作由高淑娟（第一、二、三章）和孙彬（第四章）完成。
最后由高淑娟统校。
另有研究生王成伟负责书中英文资料的翻译和中文史料部分的校订工作，并请冯斌编审对全书作了统
编。
囿于译者学识水平，其中疏漏恐怕不少，敬请专家学者、读者朋友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李伯重教授推荐，在丛书主编刘东教授的反复督促下得以完成，在此一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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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上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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