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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美国西方学院教授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所著《清末现代企业与
官商关系》的汉译本。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在中国新式工商企业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官员、政府与商人、企业之间的相
互关系，剖析了一些典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如企业与中央政府的商部或农工商部，与地方政府的商
务局、保商局、工艺局——的关系，并且把清末中国企业发展中的官商关系，与同时期日本企业发展
中的官商关系作了比较。
陈教授指出，清末官员对企业的支配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常被视为工商失败的唯一原因，但另一个
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支配和如何控制。
他认为，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方式是让商人在李的监督下自己冒风险去经营近代企业，这获得了商人的
赞成，但实际的结果却是李鸿章派出的官方监督人，经过种种环节而变成了真正的经理，使国家的监
督变成了官僚的控制。
他认为，直到1911年，中国还不具备制度上的基础，足以使现代企业能通过私人的主动性而发展起来
。
对清末的经济，中国学者已有不少研究。
陈教授这本著作，无论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或是对历史内容的分析论证，都对中国学者研究的深入，
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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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近代中国的商人出身构成、官督尚办企业及其商人管理者的官僚化、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官商关
系、私营企业中的商人与士绅关系、地方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官商
关系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等角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官
员、政府与商人之间的瓦动关系，并剖析了典型企业和政府的管理机构，如中央政府的商部和农工商
部，地方政府的商务局、保商局、工艺局，沟通官商关系的商会。
还将清末中围企业发展中的官商关系，与同期日本企业发展中的官商关系作了比较。
因此，本书无论从研究角度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对国内同类研究的深入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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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经商的官员：法律宽松化和法律限制清末对现代企业重新估价的另一个结果是为官员和绅士参
与新型或传统型商业进一步放宽了法律准则上的限制。
尽管有国家鼓励，大多数官员仍然唯恐公开承认自己及其直系亲属的即使是被动的所有权。
在已提到过的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县令吴继之便确信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或其某个
家庭成员的名字来经商。
吴表现的担忧正是在法律限制被逐渐解除之时。
例如，1855年左右，禁止绅士申请牙行执照的法律已明确被废止了。
巡抚胡林翼已向朝廷报告，禁令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还使其初衷落空，禁令本来的目的是对任何私
人垄断实施控制和防范。
胡补充道，若干绅士已用假名成了经纪人，同时许多经纪人还买了官衔。
①19世纪70年代起，由于官员们公开向其同僚游说投资现代工业，所有主要的法律限制简直形同虚设
。
不能肯定是否曾正式得到官方允许，但日期为1897年3月20日的一道上谕正式“准本省各官暨京外大小
官绅”投资于国家纺织企业和其他工业开发。
②虽然这次皇上的批准是应抵制在华外国厂家影响的恳求，但宽松化的范围大概已被扩展到商业企业
和工业企业。
到1903年商部公布奖励投资者章程的时候，显然，这些章程也适合于已经投资于商业或者工业的官员
。
官员和绅士有各种方法来隐瞒其所有权。
吴县令雇一个知己来充当掌柜大概是最普通的方法，再一个方法是用各种“堂”号来代表单独的家庭
、合伙人的集团或大家族。
这是一种延续至今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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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大量商人和士绅的融合是19世纪中国几个猛烈的和连锁的社会变化的
结果：工商业活动因外来影响而发展；。
因为人口压力而使士绅供过于求；因内部叛乱和外部影响而出现国家管理和专门技术方面的专家。
这些情况使士绅在意识形态上改变了观念，认为民族的生存依赖于他们主办现代企业的能力。
然而，既然绅商是唯一具有适当的管理技能来经营新式企业的一类人，也就给他们提供了个人获利的
机会。
所以，为了公私两者的利益，他们为自己创立了经济跏代化的篡本原理，并成为其热情的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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