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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保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其研究范围颇广，自宋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至
清末民初的西北经济发展与国防的关系，显示出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当时政府相关政策所面临的
瓶颈与演变方面的兴趣。
现今他与赵善轩先生、罗志强博士合著的《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即将由厦门大
学出版社出版，涵盖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并涉及棉纺织业、煤炭工业和烟草工业等近代中
国相当重要的产业，有助于吾人进一步了解财税史、近代企业史与中外经济关系史。
　　现今中国的崛起是世人所重视的，其迅速的经济成长当与1970年代晚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息息
相关。
我们俯首省思其经济发展历程，深觉国际化的重要性。
因此在全球化现象显著的21世纪，如何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实为重要的议题。
　　经济史的研究中数据往往是一必需的材料，而此数据应具有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一致性；
但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并不容易搜集到一定时段内统计方法不变的数据。
在这方面，2009年初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提供全世界学者上网使用的“清代粮价数据库”，其价
格数据是指自1736年开始，各省按月向皇帝奏报省属各府及直隶州厅的主要粮食价格。
此种粮价原始文件称为“粮价单”或“粮价清单”，分别庋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北京的第一历史
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业键院士自1977年即已先后在美国Kent State University、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从事搜集及建档事宜。
2001年6月以后，因故未克继续。
直到2008年初始再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最后阶段的整理和数据库建置的工作，而于是年底完成
共计约219万笔的数据库，可供学界搜寻。
此“清代粮价数据库”可说是1912年以前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可靠、时间序列最长且统计方式不变的数
据资料，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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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4个章节，主要对中国经济史课题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唐宋帝国与运河》节略
、重评“大明宝钞”、传统煤炭工业的生产及其局限、郑观应“专利经营”建议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
实践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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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伟保（CheungWaiPo），广东番禺人，1959年生于香港。
1988年投考香港新亚研究所，随中研院院十全汉升教授研习中国经济史，获历史学硕士（1991）、博
士（1994）学位。
其后.再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博士（2004），曾任新亚研究所副教授兼总干事、香港树仁
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澳门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组第五届
（2008-2012）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文献学、澳门教育史等，著有《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
逊学堂》（2010）、《书海指南：中国古籍导读》（2006）、《诗三百的形成与经典化》（2005）、
《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2001）等；主编《澳门教育史论文集》第一辑、《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
会1999论文集》等四种；发表学术论文暨书评等二十余篇。
　　赵善轩，香港新亚研究所历史学硕士.现于暨南大学随张玉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为中国经济史、社会经济思想史。
著有《清朝乾、嘉之后国势衰颓的经济原因》、《通识与中国文化》、《中西文化比较》、《逻辑’
思生活》等；发表论文、书评十余篇。
　　罗志强，1967年生于香港。
毕业于香港珠海书院新闻系，肄业于香港公开大学，获文学学士。
1995年投考香港新亚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9）。
2000年9月，随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刘石吉教授研究《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农民生活》，获博
士学位（2005）。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工业史、农业史、科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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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  探索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序篇  第一章  《唐宋帝国与运河》节略    一  绪论    二  高宗以后的东
都与运河    三  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    四  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    五  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    六  大
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七  北宋的立国与运河    八  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九  宋金对立与运河    十  结
论上篇  第二章  宋初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以赵普为中心    一  引言    二  宋太祖时期政策之制
定者——赵普    三  宋初以收回地方财政权为目标之政策制定及推行    四  结论  第三章  重评“大明宝钞
”    前言    一  明代的纸币发行    二  “大明宝钞”的流通问题    三  “大明宝钞”的回笼问题    四  “大
明宝钞”的失败原因    结论  第四章  均徭法与里甲岁办：明代江西役法改革的初步实践    一  前言    二  
明初徭役制度的多重缺陷    三  江西均徭法和银差的产生    四  里甲岁办法和里甲均平的出现    五  结论  
第五章  条鞭与四差——数字管理与江西役法改革    一  前言    二  徭役的急剧膨胀和负担不均    三  四差
之一：里甲银    四  四差之二：均徭银    五  四差之三：驿传银    六  四差之四：民壮银    七  江西一条鞭
法的评价    八  结论中篇  第六章  从人口、物价、工资看17～18世纪的国民生活水平——《清朝乾、嘉
之后国势衰颓的经济原因》导读    一  清代人口与国势衰颓之关系    二  从物价上升看人民生活水平    三
 工资大幅下降下的生活水平    四  结论  第七章  传统煤炭工业的生产及其局限    一  煤矿生产技术和生
产规模    二  煤炭市场运销    三  结论  第八章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1878～1893）    一  织布局
的筹建及草创时期的艰困    二  停滞不前：1880—1887年织布局的困境    三  正式营运：1887年的改组与
投产    结论  第九章  郑观应“专利经营”建议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实践    一  郑观应“专利”思想的提
出    二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设立背景    三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垄断特权    四  十年专利的影响    五  专利经
营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下篇  第十章  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以清末民初之西北为例    一  前言    二  
清末的新疆与蒙古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疆与蒙古    四  民族危机下之铁路建设与西北经济和国防    五
 结语：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  第十一章  由盛转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企业个案分析（1925～1936）    
前言    一  业务过度扩充    二  相对优势被市场消化    三  内部管理不善    结论  第十二章  评“十年建国”
（1928～1937）    一  “十年建国”的建设成就    二  “十年建国”的局限问题    三  结论  第十三章  长江
煤荒危机（1928～1932）    前言    一  南北产销不平衡现象    二  北伐战争对煤业的影响    三  抚顺煤入侵
下的长江煤业    四  抵制日货与长江煤荒危机    五  救济煤荒办法    结论  第十四章  抚顺煤倾销下之关内
煤矿业（1932～1936）    前言    一  抚顺煤倾销的背景    二  抚顺煤倾销的经过    三  抚顺煤倾销关内的影
响    四  国民政府救济国煤的措施与其成效    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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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要了解某一课题的学术情况，也不是太容易。
以中国经济史而论，一般可先参看陈高华、陈智超等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和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人门》（全二册，田人隆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然后再细看相关的专著和论文。
在决定研究范围时，宜考虑是否能够掌握相关原始资料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涉猎和考察，应可逐步确定研究题目。
此外，还需要细心阅读相近题目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以便了解论文的形式和表述技巧。
最后，论文需要拟订章节和撰写文献回顾，再开始逐章逐节撰写，在完成初稿后才作修订。
撰写过程和进度均宜按计划进行，并需预留修改补订的时间。
当然，这只是理想的说法，在实际过程中可能要出现偏差，需要随时加以调整。
基本上，顺利完成的学位论文大致均能按此方式进行。
而本书3／4以上的章节均可视采用此种方式呈现的结果，或可供初入门者作参考之用。
　　除导论外，本书共有十四章，主要揭示传统中国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常有密切关系，故本书题
为“经济与政治之间”，以反映本书的一贯研究重点。
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包括中央与政方财政、货币、赋役、公共工程、专利、农业、工矿业等，影响
于国计民生至为深远。
自唐宋以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多方面的变化，为现代中国奠下基础。
本书以实证分析为基本方法，命题立论坚守“论从史出”的学术传承，以专题研究为对象，充分利用
各种正史、政书、实录、方志、档案、期刊、报纸、文集和中外专著为材料，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
手，尝试为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寻求适当的解释。
以上论文虽在不同阶段撰写，时段亦从唐代建立（618年）至抗战爆发（1937年），跨度达1300年以上
，但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题，均有相当的一致性，且论点多从原始史料提炼出来，期望能有一定的学
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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