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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弟

描述中国在近代（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所发生的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变迁的空

间过程及其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是本书的基本任务。这一百余年，虽然是中国备

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时期，却又是中国通过学习西方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从而

告别数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历史时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的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

近２０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

而对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及其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却仍处于近乎空

白的状态。本书的写作，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以便学术界从空间的角度理解近代中

国的经济变迁，并增进对近代政治、文化及其区域差异的认识。由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１日以后的新阶段建立在以前的旧时期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展开比较

全面的研究，也有助于政府机关、学术界和企业认识并理解古老而广袤的中国大地

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的巨变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并在学术探讨的基础上达到一定

程度的经世致用。

全书共分成９卷，除第一卷为《绪论和全国概况》之外，其他８卷都是分区域的

论述。区域各卷在内容上大致可分成两大板块：一个板块是各区域近代经济变迁

的背景、空间过程和内容，将探讨经济变迁空间展开的动力、过程和主要表现；另一

个板块是各区域近代经济地理的简略面貌，将探讨产业部门的地理分布、区域经济

的特点，以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个人分头研究的基础上，尽量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将一部从空间

的角度反映全国和各区域经济变迁的概貌以及影响变迁的地理因素的著作，奉献

给大家，是我们的初衷。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复杂性和明显的区域经济

差异，以及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研究的不足，加之我们自身水平的原因，本书在深

度、广度和理论建树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真诚地欢迎各方面的批评，在广

泛吸纳批评意见的基础上，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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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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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三卷：华中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范围包括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区。近代历史上，这四省区不仅地理位置毗邻，而且相

互之间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大体构成中国近代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单元。具体

而言，湖北、湖南又可构成一个次级经济单元，学界习称“两湖”。因此，在本卷的写

作框架设计上，遂分为“两湖篇”、“江西篇”、“安徽篇”，以便陈明史实，勾勒线索，展

现华中地区在近代时期的经济布局及变迁轨迹。

近代中国是与古代中国相对而言的一个历史概念，其特异之处在于：在西风

东渐的影响下，老大的中华帝国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形态缓慢地由传统向近

代演进。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改

变，华中地区也不例外。鉴于中国之大，情形之复杂，各地区的经济成长呈现不同

状貌，新旧杂糅的程度断不可同日而语。职是之故，采取区域研究的视角，分别审

视不同的经济单元，是获得较为真切的历史认识之所必需。即使同一经济单元，也

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该注重内部差异性，如平原湖区与丘陵山区、汉人地区与少数

民族地区、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等等。仅就华中地区来看，通商口岸几乎成为

近代经济的引擎，汉口、宜昌、九江、岳阳等口岸城市历史地成为近代经济中心地，

并对周边的经济腹地产生长期的有着导向性的多方面影响，在客观上造成经济发

展水平的不平衡现象。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地区“近代性”的强弱。

在华中地区，“近代性”最强的当推湖北，其次是江西，较弱者是湖南和安徽。扩大

言之，此种“近代性”之强弱甚至影响到此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

应该指出，本课题的研究旨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写作，而是凸显经济成

长的空间分布。它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时间的意义通过空间格局得以体

现，人们的经济活动不断形塑区域经济的形态。故此，经济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动态

的，而非静态的；在若干历史时点上，经济地理的变动较为剧烈，但在更多的时候，

变化的步幅则相对缓慢。为了更好地把握华中地区经济地理的近代变迁，笔者将

分析的切入点放在部门经济上，即通过农业、工业（含手工业、矿业）、商业（含对外

贸易）、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行业在近代的不同表现，来展示区域性的经济地理。

这样的研究路径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不同经济部门的成长轨迹，可以比较经济部

门之间乃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充分认识经济地理的差异性，是深入探

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它提醒人们：近代中国的经济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存在多层次、多面相的区域特质；经济成长的差异性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

上的；近代中国经济具有发展与不发展的双重性。忽略这些事实，任何形式的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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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研究均系隔靴搔痒。

从经济部门的实态看，农业无疑是传统色彩最为浓厚的经济部门，近代性最

弱。尽管有各式各样的农业改良，然而囿于复杂的因素，农业进步整体上乏善可

陈。在某种程度上，农业近代化的迟滞，拖累了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以两湖

为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办得有声有色，但在农业方面却毫无建树，不

谈引进机械化作业，就连引进美棉（优良的美国棉花品种）也困难重重。可以说，近

代时期的华中地区，农业生产没有多少近代性，基本上沿袭传统的技术及方法，生

产效率低下，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处于糊口经济水平。不过，由于中外关系的渐次加

强（尤其是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提升），若干农副产品（生丝、茶叶、猪鬃、桐油等）进

入国际市场，遂使相关农业区的某些经济行为具有外向型的特征。问题的关键在

于，这种经济外向性仅仅体现为流通方面，在生产技术上并无多少实质进步，在经

济组织和管理制度上也无根本改观。因此，仅从贸易依存度的角度评估农业生产

的近代性，会出现历史偏差。这种从属于对外贸易的农业近代性是表象，是低层次

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农业技术变革、农业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没有实质意义。一旦

对外贸易的渠道被阻断，这种农业经济的外向性便会戛然而止。湖北羊楼洞的砖

茶贸易就是典型例证。近代时期，华中地区农业的落后状况之所以没有得到彻底

扭转，关键在于内部的技术变革缺乏动力，经济组织缺乏近代意义上的效率。近代

中国虽然艰难地迈上了工业化的征途，但是工业化的阶段性成果没有转化为农业

生产力，两者形同陌路。

在工业领域，西方资本力量（早期的洋行、银行、轮运，甲午战后的直接投资）是

新技术的引进者、新制度的示范者，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近代化运

动（附带有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变革）。先重工、后轻工，先军事、后民用，成为近代中

国工业化的主要路径。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纱布丝麻四局，

堪称近代中国早期以官办为主导形式的工业化之缩影。民国时期，官营、民营企业

均获得长足发展，但缺乏规划，顾此失彼，经济结构相当畸形，如湖南矿业病态式的

发展、华中地区中国人在轮运业方面的弱势，无不透露出近代经济的残破之像。因

此，在肯定近代工业化取得若干成效之际，切不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而是应该全

面审视工业化的格局，充分认识到华中地区工业化的缺漏与失误，以为后来者鉴。

大体上，近代华中地区工业化的最显著成效，体现在钢铁业、矿业和纺织业方面，其

次为水泥制造业、各类加工业（如砖茶、蛋品等）。值得一提的是，个别近代企业一

度引领风气之先，如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座近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生产企业，汉阳

兵工厂是中国最先进的军工企业之一，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标志性成果。从工

业化成果的分布看，华中地区最密集之地当推湖北省的武汉地区，可谓一枝独秀，

其他三省鲜有如此高技术产业区。时至今日，武汉仍保持着华中地区高科技中心

及现代产业中心的地位。与湖北接壤的湖南，虽然在矿业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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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优质的煤矿和铁矿，同样面临无法逾越的工业化瓶颈。在考察近代工业的同

时，不可忽视手工业的状况。基本情形可描述为：近代时期的华中地区，传统形态

（没有或很少机械化）的手工业大量存在，构成民间经济力量的主干。武汉著名的

民营企业周恒顺机器厂，原本是一家手工作坊，添置机器之后仍然保留大量的手工

劳动。通过较为详细的数据分析，我们认为近代华中地区的手工业具有顽强的生

命力，与机器生产并存，既有竞争，也有协作。那种认为近代工业横扫传统手工业

的说法，以及断言鸦片战争之后自然经济分崩离析的论调，都是历史的幻象，都是

不切实际的揣测。传统与近代的共生，是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的基点之一。

商业方面，近代中国存在两套相互交集的系统：一是传统的国内贸易，二是新

兴的国际贸易。前者仍然充满活力，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成长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

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传统的市场网络，不断强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长

期以来，学界在谈论近代中国市场流通问题时，基本上局限于对外贸易方面，有意

或无意忽略国内贸易方面。实际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既有交叉，也各自独立，

不存在一方取代另一方的问题。在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传统的商帮（如明

清时期的所谓十大商帮）在近代的演变情形如何？传统的市场网络如何在近代条

件下进行调适？如何确认通商口岸的经济腹地？外商与华商的经济关系如何？对

外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步伐？如何看待新型商业组织的形成及新

型商帮的成长？此外，商品结构、商业资本、市场层次（如施坚雅模式）等问题，均须

纳入思考的范围。毋庸置疑，近代中国的所谓“约开口岸”（如汉口、九江）基本上是

传统时代的市场中心，这表明传统与近代之间是接续而非断裂。清醒地意识到这

一点，可以使我们在剖析近代中国的市场关系时保持较为客观的学术立场，而不是

“西风压倒东风”式的近乎粗暴的价值判断。商人、商品、商路始终是商业研究的关

键词，是我们厘清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相关问题的问题意识链。就华中地区而言，以

长江为主干的流域是我们考察近代商路的主要对象（铁路、公路、航空的影响力相

当微弱），徽商、晋商、粤商等是我们重点考察的近代商人群体，茶叶、粮食、桐油等

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大宗商品。

在近代性的呈现上，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领域格外明显。它是近代性在经

济层面最早萌发之域，也是近代性生长最快、效应最为持久之域。与工业化相比，

近代商业的进步在规模及影响力方面更为突出。以华中地区为例，商业化的“汉口

模式”比工业化的“湖北新政”不仅更具扎实的历史基础，而且泛文化效应更为长

久。放之于全国，类似于“汉口模式”的近代经济成长模式所在多有。在某种程度

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发生于商业领域的变革，或可称为中国式

“商业革命”。这就不难理解，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构成中，为什么商人（加上金

融家）是中坚力量？不过，这种商业主导型的近代化道路，既没有促成工业化的全

面展开，也没有促进工业化成果转变为农业生产力，从而造成农业、工业、商业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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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组织、制度诸层面缺乏互动和激励机制，形成农业长期落后、工业缺乏动力、商

业病态繁荣的经济格局，不利于近代化的推进。

金融业是近代经济构成中新旧杂糅的一个行业。新式银行与传统的金融组织

（钱庄、票号等）长期并存，在经济领域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是外国银行的进入

（在中国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然后是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渐次出现。在此过程中，

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一方面维持旧有的融资业务，另一方面尝试新的资本活

动。如同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的关系一样，近代银行与传统金融不存在谁取代

谁的问题，既有竞争，也有协作。从华中地区看，直至抗战前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

代），传统金融组织仍然大量存在，且相当活跃。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可对近代经

济的发展妄下断言，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客观论述各类经济现象，并分析背后的成

因。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无论是近代银行还是传统金融，均集中于通商口岸，此

乃时势使然，非人力之所为。这一方面强化了通商口岸的经济统摄力，另一方面拉

大了中心与边缘的经济差距，使市场层级的结构趋于固化。

交通运输业是谈论经济地理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华中地区而言，传统时代经

济要素的分布主要依据水运条件的优劣，那些拥有良好水运条件的地方（平原湖

区）往往保持经济发展的较强势头，反之，缺乏良好水运条件的地方（丘陵山区），其

经济成长步履迟缓。令人惊讶的是，在近代时期，这一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水

运条件仍然是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要因。具体地讲，长江航路由下游向中游

拓展是清代以降的事情，由中游向上游的拓展则是近代以降的事情。确切地说，轮

船的出现导致现长江航路的全面拓展，导致航运格局的实质性改观。西方资本主

义最早进入中国的交通工具，就是轮船。轮运业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型产业

之一，它提升了长江航运的整体水平，也改变了包括华中地区在内的中国许多地区

的经济形态。尽管后来中国人投资轮运业，但在资金、技术、规模、效率等方面，尚

不能与西方相抗衡。近代时期的华中轮运业，基本上是外人独大。张之洞的“湖北

新政”就没有制造轮船的项目。清末民国，铁路（卢汉铁路、粤汉铁路等）交通的出

现，并没有改变轮运业在商品流通（尤其是进出口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公路的修筑

对商品流通的影响更形微弱。不可忽略的是，传统的木船业并未在轮船来临之际

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木船业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是包括华中地区在内

的中国许多地区商品流通所依赖的交通工具。套用上面的话讲，机器工业与手工

业、银行与钱庄（票号）、轮船（铁路）与木船并存不悖，形成二元结构的经济格局，形

成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常态。

在梳理上述各类经济地理之后，近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布局大体可以了然于心。

通商口岸（汉口、九江等）是中心议题，它是近代经济成长的引擎；对外贸易是重要

内容，它是衡量近代性的关键指标；工业化（钢铁业、纺织业、矿业等）是重点考察对

象，它是近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容；洋行、银行、海关、轮船、铁路等亦须分别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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