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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本着“以史实说话”的原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经济体制的传承入手，探讨了商部创设的
历史环境和背景，商部的内部机构、官制、人事、规章制度、经费、政策、职掌、权限运作，以及商
部、农工商部与社会经济的变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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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奎，1968年12月生，湖北随州人。
汉族。
200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士学位。
现任教于湖北襄樊学院。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今年来，先后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合著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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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部创设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晚清社会经济的失序与制度失范　　一、传统经济政
策和社会经济结构　　自秦汉以降，中国就以农立国，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于农业。
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历代王朝政权也都奉行着“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其做法不外乎轻摇、薄赋、抚恤、赈济以及兴水
利、治沟渠、防河患等事项。
政府理财“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
租税而已”。
①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历来统治者都以言商为耻，崇尚重义而轻利、重本而抑末，传统的义利观将
社会职业按尊卑贵贱分为“士农工商”的序列，“农”居有非常高的地位。
　　清朝建立以后，因袭了传统的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所谓“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
已久”。
②屡次皇皇谕令，无不致力于奖励稼穑。
如康熙于十九年（1680年）四月谕示礼部：“农务为国家之本，粮食乃兆姓所资”。
①二十三年（1684年）又谕旨户部：“民为邦本，必年谷顺成，家给人足，乃惬朕抚育群生之意”。
二十九年（1690年）又谕户部：“阜民之道，端在重农”。
“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
②雍正临朝后，多次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如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谕旨各直省督抚：“朕自临
御以来，无刻不仅念民依，重农务本，已三令五申矣”。
“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矣⋯⋯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
之行，岂为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
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雍正皇帝在一次与朝臣的谈话中再次说道：“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
皆为末也。
今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于工匠。
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田亩之中即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利田，必群趋而为工，
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
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苟遽然绳之于法，必非其情之所愿，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
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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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商部研究》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国内外形势的迫使下，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更是为了挽救危亡，摆脱危机，逐渐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从“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
置身“振兴实业”，“发展工商业”的现实需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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