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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工业化是机器大工业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也是
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历史过程。
这种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
就必须遵循这条普遍的规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也同样必然经历这样一条必由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工业化道路选择，决定着这个国家或昌盛或衰落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工业化的命题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
然而，以往关于工业化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集中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方面，关注的焦点也主要是
集中在城市中的工业化方面。
本书的作者另辟蹊径，并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
　　首先，作者从最引入注目的经济现象入手，抓住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最引入注目的经济现象之一，就是中国经济近30年来持续的高速增长，而这种高
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源于中国乡村工业的“异军突起”。
这种由中国农民自发兴起的“草根工业”，被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乡村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它在20世纪末就已经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一举超过了共和国精心培育了50多
年的国有工业的总和。
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中国经济史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它彻
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形成了城市和乡村两大推动工业化的主导力量，
并且从此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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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最初的写作计划是比较庞大的，现在呈献出来的书稿只是作者最初按历史断代设计的四个部分中
的第一部分。
因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件“半成品”，后续的三个部分将会成为作者继续努力的方向。
令作者感到高兴的是，后续部分的写作计划已经在2008年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磅究规划基金
”的资助，因此，这件“半成品”也可以算作前期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个成果还比较“青涩”，但它实实在在地凝结了作者多年的心血，而且必然
是今后更为成熟的果实的基础。
    本书总体的框架结构是一目了然的。
作者首先将社会生产力水平、土地制度、商品市场和人口增长等外生变量综合在一起，作为原始工业
化过程的社会经济大背景；然后将明清时期原始工业化内在的各个方面划分为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组
织形式和政府政策三个层次，以此构成全书的主体结构；最后将传统与现代链接起来，论证原始工业
化的历史积淀对后世现代乡村工业化的影响，并力图描绘中国工业化特殊道路的历史趋势和未来图景
。
全书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源头为切入点，通过对明清时期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历
史考察，探索传统积淀与现代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书在写作中坚持材料与观点并重，史实与评论结合，既对史实做了较为充分的描述，也阐明了作
者本人的观点。
尤其对于学术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作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尽可能地给出了更具有说服
力的解释。
当然，个人的认知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尽管作者只是将研究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工业化早期位于乡村的
原始工业化方面，但所涉及的史料选择工作可谓是“浩瀚”的，为此作者也下了一番功夫。
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作者所能接触到的史料均为第二手的，书中诸多的问题苦于找不到充分的史料
，因而难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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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言　　1.4 本书的创新　　本书在大量阅读和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研究的
视角、所运用的理论框架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等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努力和尝试，同时对于学术界正
在讨论的一些问题，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主要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的分析视角。
中国以往的乡村工业化研究成果，关注的都是当今社会乡村工业内在的生产要素或者外在的发展环境
。
本书选择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尝试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乡村工业发展，探索传统社会积淀与现代
乡村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二，新的理论框架。
中国以往的传统农业社会手工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范式下进行的
。
本书选择并运用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即近些年来传播到中国的西欧原始工业化的理论，并在增长方
式的归纳方面，弥补了这一框架的不足。
　　第三，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以往的工业化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近现代工业化和相对集中于城市的国家工业化。
本书尝试拓展工业化研究的新领域，即原始工业化，“原始”意味着时间的上溯和空间的扩展。
在时间上，研究工业革命之前的最早的工业化；在空间上，将工业化的研究扩展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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