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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一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是隗瀛涛先生继《
近代重庆城市史》之后所承担的第二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由隗瀛涛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于1998年末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现代化为主线对近代中国的城市类型进行了划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发展
动力、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除概论外，分为三篇，第一篇为传统城市的继承与演变；第二篇为开埠与近代城市的发展；第三
篇为近代工业交通与城市的发展。

《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
市研究进入整体的、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名研究起了重要的的推动作用，在学术界
引起较强烈的反映。

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评价说：“过去城市史研究在我国主要是限于单一城市的个案研究，本书在原有
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等级、社会经济类型、产业分布、人口密度以及
城市镇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等重要问题，从宏观上阐明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堪称极有功
力的开创之作，对于今后城市研究必将产生有力的促进作用。
”“本书征引大量考订精翔的原始史料，条分缕析，新见迭出，反映我国城市研究的最新水平，要国
际上亦能独树一帜。
”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王庆成研究员评价说：“由隗瀛涛教授主持完成的八五重点项目《中国近代不同
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一书书稿，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该书稿的主要学术成就约有以下数项：(1)已有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成果，大多是对个别城市的研
究。
本书稿则是对近中国城市进行综合的研究，其成果具有开创意义。
(2)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头绪繁多。
本书稿以研究城市结构功能的发展演变这主要内容，分别就传统城市的演变，条约开放城市和自动开
放城市的发展、工业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阐述，结构比较合理，可谓得其要领。
(3)中国近代史许多重大问题如不平等条约与通商口岸、洋务企业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都与城市
的发展有关，本书稿在城市史研究中较恰当地结合了以上诸重大问题，促进了研究的深度。
(4)本书稿征引资料丰富，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城市史和近代化
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
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评价说：“隗瀛涛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是一部佳作，
在城市研究领域中迈出了新的一步，颇有创新之处。
该书从多方面，多角度来阐述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和特点，既有纵的论述，也有横的描绘，融合了传
统和时代性，写得很生动，读后对中国城市的结构变化一目了然。
城市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学科，这部书从纲目和资料的安排及运用都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丰富的资料和恰当的分析，奠定了这部作品的坚实性。
作者运用‘开放’的观点反复强调开放城市对于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
书中讲道‘开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契机，城市经济近代化则是开放的基础’这对于今日是有借鉴意义
的。
”
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教授评价说：“《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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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对个别城市的研究，尚无综合研究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的成果问世。
该书既研究了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类型城市的原因，也研究了不类型城市的近代化过程及其
特点。
并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特点，扩大了近代城市名研究的成果，无论在城市研究理论和学术
水平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开拓城市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使该书达到本领域的最新水平。
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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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隗瀛涛，男，1930年4月出生于重庆开县城郊水南桥（今汉丰镇），早年读书求学，1950年初参加工作
，曾先后任开县文峰乡中心校校务委员、教导主任，开县城厢二小校长，开县丰乐乡中心小学校长。
1953年，开县文教科推荐他考入了川大历史系，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
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四川大学副校长（1984—1988年），他还出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1983—2005年）、1985年创
办《文史杂志》并任主编、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史学会
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市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古都学会会长，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0年起，作为中国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对推动四川近代史、巴蜀文化史、地方志的编纂
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中）、《近代中国城市不同类型研究
》、《邹容》等是隗瀛涛的代表作，他还先后主编了《四川近代史稿》、《四川辛亥革命史料》、《
近代重庆城市史》等。
在川大从事教学工作期间，先后开创了中国地方史硕士授权点、中国近现代史硕士授权点，以及国内
第一个中国地方史博士点，并与学生一起编著了《重庆开埠史》。
198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近代重庆城市史”立项，隗瀛涛承担项目负责
人和最终成果主编。
当时，城市史的研究是一个很新的课题，此前人们一直把城市视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城市学一直是处
于“外国人研究中国城市”的状态。
隗瀛涛提出：中国近代城市史应以城市结构、功能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基础，而不是仅仅纠缠在对城市
什么时候建立等细枝末节的问题上。
1991年8月《近代重庆城市史》正式出版，史学界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批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历史的学术专著之一，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因此，隗瀛涛提出的以研究城市结构功能演变的研究模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为“机构
——功能学派”。
隗瀛涛后期致力于城市史的研究，并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创者，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
同时，倡导并主编出版了第一批《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30册。
退休以后，他仍然十分关心史学研究。
2005年，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设立《城市志》项目后，隗瀛涛不辞辛劳，毅然
决定担任项目负责人，承担起《城市志》的编纂领导工作。
在史学界有“西南王”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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