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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吴承明先生认为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经济史研究可以根据问题的
性质和资料的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论证，同时也指出了经济史
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性。
他认为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s C．North)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说中指出：“经济史探讨
的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演变过程。
该领域的研究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新的说明，同时，通过提出某种分析框架还可以
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
这种新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理解经济的变迁。
”在结束演说时他又说：“在求得对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实绩理解的漫长道路上，我们才刚刚出发。
今后的研究就是要把依据历史证据得出的新假设具体化，这样做不仅能提出一个能够解释历史经济演
变的理论框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丰富了经济理论，使它能更有效地对付广泛的现实问题
，这些现实问题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认识范围。
希望就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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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经济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止教材的主
线，注意揭示影响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外因联系，力求使读者能够结合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史实
，加深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解，认清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相互之
间的紧密联系，增强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为进一步从事中国历史和经济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打下坚实基
础。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立论翔实有据，重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科学性强。
同时，吸收了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并融会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新意较多，是一部较为理想的中国
近现代经济史教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

书籍目录

前言一、关于经济史学二、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三、学习本课程的主要意义第一讲 16世纪
至19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概况一、经济发展与人口剧增二、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三、商品经济发展新
阶段四、在严格限制下中外贸易不断扩大第二讲 条约制度的形成及其对中外经济关系的影响一、列强
侵华战争与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形成二、外国资本在华势力扩张三、中外贸易的主要变化四、中国国际
收支状况的恶化第三讲 清后期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一、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及清廷财税制度的变化二、洋
务新政的成就与局限三、“戊戌维新”的经济变革主张四、“清末新政”及近代中国第一次经济立法
高潮第四讲 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一、辛亥革命与第二次经济立法高潮二、国民革命与第三次经
济立法高潮三、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举措第五讲 国内市场与商人资本的发展变化一、国内市场
的扩大及其局限二、大宗商品流转模式及其对工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三、新式商业的堀起与商业的三重
结构四、金融业新旧势力的盛衰更替五、商人资本的发展第六讲 近代工业化的艰难发展一、民族近代
产业产生与发展的主要条件二、主要工矿行业发展概况三、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四、中国近代工业化发
展的主要特点第七讲 农业经济的缓慢发展一、封建性地权分配关系与租佃关系二、局部农业开发及农
业新经营方式的出现三、农业科技推广及其障碍四、农业生产基本状况及30年代的危机五、苏区的土
地革命第八讲 抗战时期的经济战线一、日伪在沦陷区的金融掠夺及对华货币战二、日伪在沦陷区的工
农业掠夺和统制三、日伪贸易垄断政策及对华贸易战和物资战四、国统区战时经济体制的调整及对日
经济作战第九讲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长一、抗日根据地经济斗争特点及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二、大生
产运动与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好转三、国统区通货膨胀的恶化与城乡经济的衰退四、新民主主义革命三
大经济纲领及其实施情况第十讲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大陆的建立一、“一穷二白”——旧中国的历
史遗产二、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展三、“米棉之战”——治理通胀的非凡成就四、调整工商业的举措五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第十一讲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新历史条件下工业化道路
的选择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及其主要内容三、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四、“统购统销”政策的
实施五、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第十二讲 探索中的曲折前进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二、“三
面红旗”、“八字方针”与“文革”三、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四、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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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概况思考题1．论述鸦片战争前300年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
特点。
2．关于16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中已出现现代化因素的观点，您有哪些认识？
从这些中国内部产生的现代化因素中能不受外来影响就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吗？
3．如何看待18世纪中国的人口压力及当时国人的应对措施？
4．如何评价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外贸政策？
当时中国是闭关自守吗？
一、经济发展与人口剧增16世纪（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年间）以来，中国农业有较大发展，粮食总
产量由来盛世的464亿斤增为嘉、万时的696亿斤，棉花种植较宋代大为推广；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
业，也有明显增长；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基础上出现了大商人资本兴起、工场手工业兴起、财政货币
化、开始推行押租制和永佃制、雇工对雇主的人身隶属关系开始松解、大量白银内流等经济现代化因
素。
明中叶经济发展加速了人口增长，16世纪时全国人口已突破1亿，万历朝已达1.2亿。
但是到明末，中国遭遇严重天灾人祸，持续数十年战争，使中国人口锐减数千万，大片土地荒芜，社
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清康熙朝中期时统一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以及云贵、东北等各边疆地区，并实行了中国封建时
代最为成功的民族政策，使以往为处理民族矛盾而耗占的大量社会资源得以来加强中原地区和边疆地
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使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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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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