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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从近三十年我所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中选编的一个专题汇集，收入的文章，内容比较
集中，具体地探讨了19世纪后半期即从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期问的中国财政和经济问题。
这些论文广泛涉及了当时的工农业、商业、外贸、财政、货币、金融、地租形态、行会制度以及社会
各阶级等方面，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一些综合性的研究，重在阐明：（一）为研究太平天国运
动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它的革命性质，提供基本论据；（二）清朝政府为镇压起义加紧财政搜刮，进一
步引起国民经济恶化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三）太平天国运动后，封建关系的变化反映在城市方面，
即手工业、商业行会重新恢复整顿的过程中，它同封建官府、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日渐兴起中的中国资
本主义的联系和矛盾。
总的说来，想通过这些方面深入地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过程中，封建经
济危机和阶级关系激化的状况和特点。
这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值得研究的课题，也是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
书中各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以档案和文献资料为依据来进行分析研究的，力图从错综复杂的社
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中去探索基本的历史联系，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质量和学术水平，我以为在加强理论修养的同时，不能忽视对
有关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甚至还要切实花点力气去做。
这是因为详尽占有资料，乃是研究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条件。
这次编集除了对银贵钱贱、财政危机和行会重建三篇加以增补外，其余只就文章的个别字句稍作校改
，基本上保持原貌，提供研究参考，敬求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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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论文，以档案和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广泛涉及19世纪后半期的工农业、商业、外
贸、财政、货币、金融、地租形态、行会制度以及社会各阶级等方面，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综
合性的研究，重点阐释了在战争赔款和镇压人民起义军费双重压力下，清朝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及
其搜刮政策，而清政府的竭蹶搜刮，进一步引起了国民经济的恶化和阶级矛盾的加剧。
附录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一文，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更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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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赔款的罗掘　三、战争赔款加重人民的负担鸦片战后十年问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
　一、银贵钱贱问题的形成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二、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　三、银贵
钱贱促进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加剧成丰朝银库收支剖析　一、收支规模变化　二、银钱比重和实银出
入数　三、发行票钞和铸钱收入　四、岁计盈亏和库贮银数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　一、滥发通
货强制通行　二、新发通货从流通“壅滞”到崩溃的过程　三、银票、宝钞和铜铁大钱贬值的趋势　
四、银价物价上涨的幅度　五、通货膨胀是统治阶级掠夺劳动人民群众的手段清代成同年间军需奏销
统计　一、镇压太平军军费部分　二、镇压捻军军费部分　三、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军费部分　四、镇
压西南及两粤闽台各族人民起义军费部分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　一
、国库空虚与财政危机的状况　二、战时财政措施和搜刮方式　三、各种搜刮收入对筹措军费的作
用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　一、行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趋势　二、重整行
规对市场竞争的抵制　三、行会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附录一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
量问题附录二　彭泽益著述目录附录三　彭泽益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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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些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虽然大多是沿着旧有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而
继续生产，但是，由于战后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新危机，其进一步的正常
发展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因银贵钱贱而造成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的状况，不仅打击了原有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同时还导致
了农村生产力的萎缩，并促使田价一时趋于低落奇廉。
而商人在当时社会里几乎是唯一的积累资金并利用它来扩大自己收入的阶层。
问题十分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是难以也不可能吸引和刺激商人及其他富有者对工矿事业投资
的兴趣的。
即以矿冶业而论，曾经有人就当时云南的情况指出，“云南素产五金，乾隆嘉庆间，天下殷富有独出
百万资本开山者，逮道光时，已不多得”，“只知求田问舍，并无出资数万，独请开山者”①。
广东在战前也曾是矿冶业较发达的地区，到了战后虽有官府倡导鼓励，但“由于人情之不可强”，富
商大贾则多已不肯投资开矿采冶。
据1849年广东官府报告中分析其原因说：“至于富商大贾，坐拥资财，向有恒业，每遇市价低昂，尚
且锱铢必较，动防亏折，岂肯舍可凭之厚利，姑试于未定之[开矿]新章？
”②事实正是这样，当时的富商大贾宁愿使它的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用来重利取息，并购买土
地坐而收租，或从事其他有“可凭之厚利”的经营，这都远比投资新建或扩建工矿企业及改进技术装
备的基础，来得有利而又有保障。
不言而喻，这对18世纪20、3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内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进一步成长，实际
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其结果，也就不能不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进程起了阻碍和延缓的作用。
这样，在鸦片战后期间，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尽管在原有的基础上仍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生产规模小
和经济技术基础落后，远不足以吸收那时破产失业的人群去当雇佣工人。
因此，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因“民穷失业”而浮现出大量的过剩人口。
马克思在当时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因而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点，在1850年初，他即深刻地指出：“在这
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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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详尽占有史料和精湛经济理论相结合，使本书实际上如一个金融家的分析。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一个转折点的论著中，彭泽益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论据。
　　——美国《亚洲研究学报》，44卷第3号，1985年5月它对于所有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人们
来说，是必读的论文。
　　——日本《近代中国研究汇报》，第17卷，198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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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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