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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
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
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
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
胜寒”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
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
较繁荣的时期。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
、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国民经济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
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史学派”。
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
观多层面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
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
，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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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
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
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
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
胜寒”的失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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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小娟，1972年2月出生，福建莆田人，2008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经济学院社
会发展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在《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史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周字，1969年9月出生，四川内江人，山东经济学院经济与城市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
在《理论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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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我国近代典当业到典当发展史的研究回顾　　有关国内典当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
年代。
当时由于受到新兴金融势力的冲击，典当业已出现了全国性的衰退，所以人们开始关注这一行业，寻
找其衰落的原因，探讨如何采取扶助措施，以达到重振和改良典当业的目的。
这个时期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研究著作，即杨肇遇的《中国典当业》（1929）和宓公干的《典当论》
（1936）。
杨氏之著虽然篇幅不长，但被认为是开创了对国内典当业进行全面研究的先河，其书分概说、种类、
组织、设备、营业、管理、票簿、书体、待遇和当税十章，对典当业所涉及的有关方面作了比较全面
的概括和介绍。
宓氏之书则是在杨氏的基础上扩充了介绍范围，并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搜集了更多资料，不仅对全国
的典当行业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而且对比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典当业运营情况，对我国典当业的改
造和复兴提出了不少建议。
当时也有关于某一区域典当业的研究著作，如《广东典当业》（区季鸾，19341）、《北京典当业之概
况》（北京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1940）等。
在这一时期，有关分析典当行业的现状，提供政策建议的文章是比较多的，在不少杂志和报刊上都可
以看到，如《典当业及其改善方案》（刘仲谦，1933）、《农村高利贷与典当业》（吴晓晨，1934）
、《中国典当业之研究》（郭荣生，1934）、《中国典当业资本之分析》（陆国香，193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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