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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虑到目前可资借鉴的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学术成果的阙如，因而本书在总结
已有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未刊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并努力搜集其他各类有
关资料，运用历史学、交通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首先要对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总体发
展脉络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一要考察中外各主要公交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
通过中外不同性质公交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的深入剖析及比较研究，来论述近代上海公共交通企业发
展的特殊的社会环境，探究近代新兴公交客运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二要考察中外市政当局对域
内公共交通客运业的行业管理。
着重通过l927—1937年问上海市公用局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及企业与当局关系上
的差异比较，来分析近代上海不同政权体制下公交行业管理的得失，及对区域公交发展的不同的制度
性影响。
三要考察公共交通与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就近代上海城市工商业的畸形繁荣、移民社会、租界制度等特殊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公共交通近
代化的影响进行剖析，另一方面要论述公共交通近代化在整个上海城市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
用。
但需要说明的是，因受到相关史料不足的限制，本书仅就城市公交的发展对近代上海市民意识与生活
方式的影响先作有限的分析，待日后资料的积累逐渐充实，再作更为全面的论述。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华界与租界公共交通经营与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由于租界内的公交企业的完
整档案目前还没有整理开放，因此，中外公交企业特别是英电、法电等外商公交企业的系统研究就成
为研究的难点。
鉴于利用原始档案的困难，本项研究所依据的基础资料是《上海市公用事业志》编撰委员会通过整理
原上海市公用事业局所保存档案而形成的一套《上海市街道与公路营业客运史料汇集》，在此，本人
对该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观复等先生的热情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然，由于该项史料整理工作十分浩繁，其中难免有一些史料在摘编过程中可能出现差错，待上海市
档案馆馆藏的相关档案整理开放以后再作相应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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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上海公共交通的近代化述论　　第一节 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
　　上海自开埠以后，随着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新的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
城市日常活动节奏逐渐形成。
所谓城市节奏，是指“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城市地域不断扩大，城市内部的功能区分化越来越明显，
为了实现各种城市经济与社会活动，各城市功能区之间的移动就大大增加，城市功能区的活动人口在
一天内有很大的变化，这就形成了城市内部各地区之间人口的时间变化，即城市的活动节奏”①。
它既表现为人们的日常活动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也表现为人们每天在时间上的活动规律。
近代上海城市节奏的演变，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近代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开埠以后近代上海城市节奏的加快　　早在开埠以前，由于具有枕江滨海的优越地理条件，
上海地区以埠际贸易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上海县城已是一个相当繁华的江南城镇，有
“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美誉。
正如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人R·M·马丁对所见上海县城的描述：“上海县城周围约五英里⋯⋯但店铺
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
”①但是此时的上海仍是一个封建小农经济背景下的传统商业市镇，一方面其经济活动仍保持传统的
经营方式，如作为开埠前上海经济主要支柱的内河埠际贸易，多采用集市贸易的形式。
以棉花交易为例，“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
另一方面，其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狭小，局促于县城城厢，且主要在沿江的大东门一带，商业格局呈现
商业街与民居区沿河沿街交错排列的格局，前店后宅，或是下店上宅，商业空间还没有从民居空间中
分离出来，独立存在③。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日常活动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节奏可言。
支撑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是水上交通，陆上客运依靠轿子等传统的交通工具就足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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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仅就城市公交的发展对近代上海市民意识
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先作有限的分析，待日后资料的积累逐渐充实，再作更为全面的论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