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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呈现为中心与边陲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可以被理解为由中心社会沦为边陲社会的历史。
这样的一种格局就使得欧美等中心社会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学术文化等方面都产生深远
影响，而逐渐落后的中国也采取了被动或主动行为以接受先进文化，这其中一条重要途径便是向欧美
国家派遣留学，随之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留学生就成为近代中国传播、建立新科学并使其本土化的主
力军。
    本书以留美学生与近代中国经济学科建立的关系为考察重点，以清末至解放前（1876年～1949年）
的时间段为经，以留美生创建中国经济学科的横断面为纬，纵横交织，试图全面客观地展现留美生的
历史活动，评析其功过得失并深入挖掘其内因。
本书共分八部分，从实践层面到理论层面论述了留美学生的活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作者简介

李翠莲，河北永清人。
1999-200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曾参与完成“中外广告监管比较研究”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长波运行特征研究”等国家级课
题2项、教育部“中外广告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课题1项硬天津市课题1项。
曾发表论文“从三大案例看美国广告监管”（《广告人》2005年12月）、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dvertising Supervision Systems（IE&EM’006）、“美国广告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广告人》2009年1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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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研究。
研究所同人普遍认为“经济问题与政治制度及措施、社会传统及组织，有密切不可分割之关系”，“
于是进而研究地方行政、地方财政、社会组织及文化等问题”。
这样研究所的研究内容就扩展到政治和文化方面，并因此聘请了留美学习政治和文化学的张纯明和陈
序经等人，并于1934年将《经济统计季刊》改为《政治经济学报》，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容纳
进来，由张纯明主编。
研究所战前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调查主要有对河北省满城、大名等十一个县的调查、对静海县政
的专题研究、对定县县政的专题研究和对高阳社会组织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政治经济学
报》和其他一些杂志上。
这样的研究既为经济研究提供了全面客观的调查基础，也为1935年研究所加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并负责培养地方政府和财政、合作组织以及土地管理方面的研究生奠定了师资和研究方面的基础。
　　以上简略叙述了经济研究所战前研究的基本情况，虽然不完全但大体情况如此。
下面选择与经济研究所合作时间最长、发表研究所成果最多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专刊来具体分析
研究所的学术倾向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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