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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嚣，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11对政治史、患

想史、黯级斗争史等上层建筑方富的研究较为重视，商对经济史

方面的研究员4显得比较薄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

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人如逐渐认识

到，对经济史尤其是对近代经济史的学习研究显得十分迫切了，随

之，在近十多年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出现了令人段

喜的局菌。

经济史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政治史等其它的专门学

科史结合非常萦密的一门学科。中国的近代史兴衰曲茶，被捕壮

阔，内容极为丰富。要真正要在悉这一段历史，仅但局限于一般地

了解一些政权的更替、重大事件发生发展的梗概、以及重要人物

的思想程事迹等，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从中探寻和总结

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运屠这些规律去~w.察现实，预克未来。商

要敛到这一点，还必须深入研究运代经济史。

就一般壁而言"因为物屡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所以"在历史上出王军的一切社

会关系，一坊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

每一个与之梧应的时代的物贵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

被引神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J'①恩格新的这段精辟论述，深刻j

一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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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告诉我们要深入地研究历史，必须认真地研究特定时代生产力

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生产关系变动状况的必要性。就特殊性商言，

中层是一个幅员辽离、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雷家，各地的情况，

包括社会发展程度、生产力发震水平、自然条件以及历史、文化

背景等千差万别。具体研究这种差别性，可为我fìJ深却理解吕前

我雷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拚段提供丰富的实证材料。同时，在进

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深入了解各地的省情、区错，

是无法创造性地执有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更不可能靠i订

出本地区科学的发展方路。而要深刻了解省情，只知其理状是不

够的，还必须了解其历史，因为历史的经疆的确是十分宝贵的。历

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已经死亡的过去，币是一条无法割断的长河，

今 B 的青海是历史青海的继承和发展。青海经济史即是对历史上

当地各民族群众从事经济活动进程的忠实而全面的记录。

〈二〉

一部地区性的经济史，自然要求作者按照经济事件发生的一

定时闰、一定空间和历史黯序，分阶段地进行记述。一般认为，中

国近代史在从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算起，到中华人员共蒋国

建立之前的公元 1949 年为止，青海近代经济史的起止时酿，自然

也应如此。关于中雷近代经济史阶段的划分，有人主张分为三个

阱段，有人主张分为五个除段，也有人主张分为八个阶段，假‘乎

各有各的根据，可留持今后在继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取得共

识，这里毋须评说。不过仔细对比分析，上述刻分者都有一个共

同点，即都是屑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阶段的主要标志，这

种结分方法也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按照 60 年代一些教科书的定

义"国民经济史是关于一国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发展

的科学，它从历史上揭示一个富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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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演变的规定性J'①那么，是什么菌素引发和决定中国近代经

济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阶段呢7"决定中昌近代社会形成半疆民

地的这个主要矛盾一一-帝国主义景略势力在中罩的加强、激化和

暂时的疆和减弱，使中吕近代经济史的发展过程显出除段性来。由

此可以看出 z 处于主要矛盾地位的帝国主义最略势力的发展和变

化，影响中E社会经济所呈现的变化和特点，是中匮近代经济史

内部~J分阶段的标准〈或标主)0"②但是，作为边区壁的经济史，

是否也要完全依黑全国的~J分标准和方法来划分斡段呢?这还存

在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主导怪的意见是，应该坚持从实际出

发 s 因为，就以青海的情况来说，由子这里所处区位偏僻，交通、

信息十分隔塞，在近代史上，帝吕主义侵珞势力在这一地区所带

来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地区来道要数弱得多:全国有些重大的历史

事件，对青海地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影璃，市

有些赔影响不大 z 有时全国的经济生活呈王军出辑盖的椅段笆，霞

在青海却没有这种反映。再联系青海具体的产业部门的情况来看，

有的其斡段姓和全国的重大页史事件梧吻合，多数则差别甚大，载

本无法裙互对应。且各个产韭部门所表现的阶段佳，也带有自身

很强的特殊住。倒如，商韭、金戴业、公路交通等部门，其发展

轨迹和变化呈现为三个阶段，而在种植业、畜牧业、手工鱼和工

业、邮电遥信业、财政税收等部门，其发展轨迹和变化则呈现为

两个阶茬，另在个别产业部门甚至没有呈震出境显的前段性。黯

且，每一阶段的起止时间也大都和全嚣的情况不甚一致。

鉴于上述理由，如要划分近代青海的经济发展阶段，客观遥

判断，主导分为三个斡段可能是较为合适的。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若

① 兑《中思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中宙人民大学居民经济史教研室编，上册，第
3 页.

②魏永理<<中厘近代经济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上卷，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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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依阶段性顺序安撑，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在每

个阶段里，只能记述一些经济关系变迁的背景、结果、特征，较

大经济事掉的演变过程，以及有伏表性的产业部门相关的状况，虽

然每一!lf1段的黠络呈得十分清畴，然而其余摄多有份值的史料却

无法编推进去，定会给人造成一种消瘟、单薄的感觉。忠来悲去，

最后决定，采取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方法， l!P先厚一章篇幅，从

纵的方面将青海经济史的各个段段及主要特征加以摄述，之后再

将各个产韭部门分割设章进行注述，最后再作一结合，以突出反

秧各大产业部门所呈现的特点，而没有采取E前大家较习惯的以

纵为主的模式。直王军看，这样编排的好处是，纯经济的色彩显得

故厚一些，每一产业部门可给入留下一种较为系统、完整的印象，

商不是将这些材料分割到各个拚段中去诠述，从而为翻拥查找某

些资料提织了方便。自然，这样的编排，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从

大部分专章看，和各产业史发生某些重复，从全书看，基本或为

各部门产业史的综合。当然，如果换个角度去理解，一个地区的

经济发展史，理应包括本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史，再者，近

代史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阶段。作为编写藩后地区经济史的一种尝

试，究竟效果如何，留待广大读者评说和时间去检验。

〈三)

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济理论界就曾有人提出，鉴于

青海省情非常特殊，在尽快编写L部青海经济发展史，以满足各

方面的需要。笔者也曾多次萌发过类似的念头，但每摆一想，要

完成这么一项填补空白的繁重任务，谈得容易!首先碰到的撞碍

是，当时在客理上尚不具备条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缺乏必要的

资料。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有省政梅文史资料委员

会按集整理，并内部出版了 10 多本《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50 年

代末和 60 年代初，当时参与编写省志的自志，曾进有了部分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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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调研工作，并于 1987 年出援了《青海省志》第一卷，即《青海'

历史纪要)); 1982 年以来，陆续出援了一扯研究青海经济史方面的

著作和诠文，其中较重要的有: ((青海畜牧经济发展史弘《青海畜

牧》、《青海公路交通史》等。诸多同仁的研究成果，为撰写青海

近代经济史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从恙体上看，许多珍贵资

料还傍锻或散杂在其它文献中，有些材料黯过于分散、零碎，未

加核实和整理，很不成形，不便直接应用。在这种情况下，仅靠

几佳作者，要完成经济领域大量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显然是

十分匪难的。 1992 年，又重提18事，并经省社科巍划办公室立项，

从这时起，撰写《青海经济史》的工作才正式得以起步。同时，虽

青海省志编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多部经济类专韭志陆臻出握了。

在这些专业志书的编写过程中，相关的厅、局、委专门组织IR伍，

广泛征集资料，反复进仔去伪存真的加工，传出了辛勤的劳动。史

志一家。这些专业志书，为编写青海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卷，给了

很大的帮助，本书的商业、部电、金融、财政、1;，(及林业、公路

交通等章节中，就直接引用了其中的部分辑或材料，笔者只是根

据自己的需要，有的进行节录，有的进行改写，略加整合，用震

成的材科营造了一直新的建筑物商己。应当肯定撞说，要是没有

以往方方面雷所从事的大量有益的工作， ((青海经济史》近代卷是

绝难完或的。今 E 得以成书和广大读者见菌，在兴奋之余，笔者

绝不敢妄自尊大，贪他人之功为己有。

为边接大规模开发西部、开发青海热攘的到来，作为一种必

要的历史资料和思想准备，撰写了此作，谨献给那些可敬的开拓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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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海近代经济发展的

历史阶段及主要特征

1840 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逐步枪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历史转拣点，是中嚣近代历史的开端。其后，中国社会

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逐渐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

参照学术界关于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段段tJ分的几种现点，并

依据青海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青海的

近代经济发展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840 年一1894 年为第一阶

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z 外医商品进入青海市场，提使这里

的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发生分解。从总体看，全省经济发展极为缓

慢，基本停留在清朝中叶的水平上。 1895 年一1928 年〈建省前〉

为第二除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z 在中国"洋务运动"和民

族资本近代工业产生的影响下，青海的农业、手工业等有明显发

展，近代交通业、部电通信鱼、金融业涯生，私营商贸企业中的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出现。 1929 年一1949 年为第三斡段。这一拚段

的主要特征是 z 地方官镣垄断资本彭成，控制了青海霞民经济的

主要部门，近代机器工盘出现，经济生活中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彰。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被褥起伏 e 这

些事件给青海经济领域带来的影响，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有的

较为直接，有的赔较为闰接，有时甚至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

生"。总之，租内地省区相比，呈摆出摄大的差异壁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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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外冒商品进入青海市场，吉

然经济结持开始逐步分解
0840 年-1894 年〉

从 1840 年至 1894 年的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和青海历史上

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主要有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 1851 

年一1864 年的太平天昌在民革命运动 1852 年-1868 年的撞军

起义 ;1860 年一1873 年西北吕民举行反清起义 ;1861 年一1894 年

的"洋务运动" 1894 年中 E 甲午战争爆发等。

一、夜村牧区的土培(草原〉制度及封建剥黯关系

在封建社会，封建土地震有制是其生产关系的基础。在这一

历史时摆，土地所有制可分为封建国家所有、地主在人所有、自

耕袁个人新有三种影式，其中，地主私人占有的影式居绝对支配

地位。在青海在业区，只有地主和自耕农占有两种影式。当时，广

大农民房受的剥酣是十分沉重的。首先是地程剥韵，地坦率倍的

要占到收获量的 50% ，畜的要达收获量的 80% 。其次要受商韭资

本、高利贷资本的剥酣和雇工剥醋。其三是宫府的戴辑和其它差

派。土地划分为"科田"、"屯田"、"番 ffj" 等数件，分到按不同

标准桂收正挠藉。无绪元年〈公元 1875 年) ，鉴于各地土地稳税

不清，赋额不均的渥乱状况，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奏准朝廷，重

新语丈土地，请整粮税标准。屯地每亩征粮，上等 8 升一1 斗，中
等 5 升，下等 3 升〈仓斗，下窍);科地每亩征粮，上等 7 升，中

等 4 升.~等 2 升;番地每亩征粮 4 合至 3 升。电地每征正粮 1 石，

毛并征小草 25 束 7 分 1 厘;科培每征王粮 1 石，并征小草 40 束 2 分

8 厘。除征收正魏稳草外，还要加在E各种杂项税收。

较业区的草场占有形式，基本实行带有部落社会残余的封建

占有制，大体上也有三种:一是名义上为部落公有，实挥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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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部落头人庚占有，这是草累占有中的主要形式 z 二是寺院占有，

实际上主要为宗教上崖人士所占有 z 三是牧主占有，凡水草丰美

的草场，几乎全部为这些统浩阶级所占有，广大的贫苦牧民只能

作为部落的属民，在很少的劣等草场上放牧。牲畜的占有状况基

本费草场的占有状况梧类似。 。

牧民遭受的羁割更甚于在民。一要按期完纳宫府的税贱。告

清朝中叶至清末，朝廷在青海蒙藏地区实行以"贡马铃银"为主

要形式的黯魏制度，娓定大小 40 族中〈含玉树 25 族) .除其中 4

族专司其住地河岸济壤之差和传递官方会盟文件外，其余各地不

计地之羡产，只按部落大小，每 100 户纳马 1 匹，拆银 8 商，不

足 100 户者，每户照马货交纳白银 8 分，西宁府每年实征贡马价

镶 664 商 3 镜 2 分，同时，在东部农业区的藏民 6 族中，也征收

贡马价锢. 1840 年后，每年盔收 173 离 6 钱。自治十二年(1873

年〉后，奉命减盔一半。二要负捏牧主、头人和寺院的各种杂差'

劳蟹。这种劳役，既完全无偿，又没有定数，依其需要而使。三

要承受银高的畜程剥豁。租放牧主或寺挠的 1 头牛，每年收取畜

程憬的地方为酥油 15 汗，高的地方为 25 斤，这凡乎等于每头程

牛全年的酥油产量，牧虽不过仅获得一点"盎拉"等黯产品而已。

此外，连同样无法摆肆离和贷羁割和雇工羁割等。

辑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国偿付巨额赔款，财政图璀加露，遂

再三加重劳动人民的程赋，加之银贵粮践陌题目甚，使许多农民

和手工韭者饭，寒交迫，插入破产或半破产境地，摄迫锤百走险，走

上反抗清政蔚统治的道路。 1860 年爆发的青海回族、撤拉族抗清

斗争 .1867 年爆发的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给清朝政蔚以沉重打击。

在乎息这些斗争的过程中，费政蔚也采取了一些安抚性的减税撞

施。在 1873 年后，青海东部边区农民的粮程负担一度较轻，约占

每年农产量的 10%左右 z 牧业区更低些，每百户纳马 1 Ilf.;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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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年产量的 3.3%①。这是靠斗争迫使统治黯级作出让步的结

果。

二、外国离品进入青海市场，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发生分解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雷小农业和手工盘相结合，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井菌商品进行了颈强的抵抗，第二次鸦

片战争之后， í!P开始逐步退却，并进入白身分解的过程。由于青

海处于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外罢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较晚，影

璃也较轻，但并未逃藏自然经济结梅分解的命运。这种分解过程

大体也和全国一样，分为两个步粟，先是洋纱代替主纱，使纺与

织相分离，继后是洋布代替土布， ~吏耕与织相分离，其结果，无

影中黯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同时起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

表现在四个方面 z 一是外医商品一一主要是日患消费品，大量输

入市场，对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影成强大的冲击 z 二是商品性农业

发展，种植烟草、嚣粟之风日璧;三是农民阶级的分住加快，不

窜出理失去土地的劳动力出卖者Irn是货吊地程扩大。当然，劳

庸讳言，其中有些是由封建社会内部的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

直接引发的，领i如农民阶级的分化，开始即是困地主阶级等对土

地的兼井商造成的 z 种植嬉革和收取货币撞程的事，在鸦片战争

爆发前就己出现， 18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之后，加速了这

种分解过程，这也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三、手工业、交通、通雷、商业、金融业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手工业。己翠成今西宁、涅蝶、鲁抄东等凡个巍模较大的集
镇，产品的生产、经茸茸围涉及冶铁、制盐、纺织、皮革皮毛、农

牧副产品船工、短(水烟〉酒制造、五金、建材等行业。从组织

方式和生产手段看，大体为本省手工韭生产的需单#}f字形式出现

和发展的时期。

① 在青海省志、粮食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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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业。交通运输方式以单一的黯路交通为主体，商放军行

完全俄靠传统的毒路和享骑驮道 z 道路、桥梁的维楼，也沿袭由

官唐、乡绅资助，就地在E派差役进行的慢倒，加上原始的运输工

具和民闰运输方式，构或此一时期交通运输业的雪架。

通信业。细活用古时的事李跑制或以辑路为依托的酶驿髓，官

方、民题来往的文书、信函，均通过驿站来传递.光绪末年，青

海境内设立的驿站共有 20 处，穰定驿马 208 匹，罪夫 103λ 。

离韭.以官方和半宫方经营鸪茶叶贸易为代表的传统民族贸

易为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民间的私蕾商业出现，井有一定程度

的发展。在广大农村牧区，普遍保留着以货易货的简单贸易方式.

金黯业e 当时吊髓，通行的等价物为银药和制钱〈辑钱).1884

年前二金融扭梅仅有民 i司经营的主铺，这是一种目实物作抵挥进

行结贷活动的组织，也是高辛苦贷资本运动的完一种形式，当铺的

经营者涂富裕商人外，还有乡绅富豪和官僚。为了商品买卖中的

交辑、结算方便， 1884 年又出现了自大商号经营的拨兑银〈汇〉票，

这种票据后在市富有少量流通、直至 1931 年. 1887 年后，自官方

经营的甘肃省"宫银钱局"创办，贷放银、钱，发行镀票，在市

场窥通。

总之，这一时期青海经济的发展十分缓漫，从整体看，十分

落后，基本上停留在清朝中叶的水平上。

第二节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深入青海，羊

毛贸易繁荣苦具有近代意义的公路交通

业、通信韭、商韭、金融业出现
0895 年-1928 年〉

自 1895 年至 1928 年，在中国棋青海发生的重大事件有 :1895

-5 一



年中臼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

朝的封建统治; 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窃翠了国家

政权 1928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 153 次会议决定，划西

宁道各县、青海蒙古各旗、藏族各部落为青海省等。

-、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和封建剥削能加重

在自然经济结挎逐步分解的过程中，大量种植嚣粟是促使农

业向商品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自 19 堂纪 80 年代开始到 1915

年前，西宁(含今之温中、平安、互助、建掠诸县〉、碾18 (含今

之臣和)各县，水撞多种罄粟，每年产娼土约 700 余万窝，征收

姻苗程银 20 万商以上。当时亘宁地区吸娼(鸦片〉成风，使穰多

人为此而结入贫圈。 1915 年，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和蒙番宣慰使

的马草草，于令全省禁种鸦片，改种粮食、蔬菜。经过数年的坚持

查禁，到 1918 年、 1919 年，各县嬉苗己基本禁绝，人露西宁为

"一片干净土飞之后，粮食、撞料产量逐渐提高，除自食自用外，

还有部分费余，销往本省城镇敦区有甘肃兰州等地。每年旺季时

节销量达 120 大石左右(每大石 1 500 斤) ，淡季时节约有 45 大石

上下。错往兰州一苦的模食，每年约有五、六千石(每石 600

JT-) ，青抽约三、四千担〈每担 100 斤〉。

在这个阶段，农村牧区仍保留着放厚的封建性生产关系，农

枝民所受羁削和压迫的方式，虽基本和第一阶在相缸，但却呈现

出逐步加重的趋势。 1894 年一1911 年前，农回稳税的征收办法和

标准未变， 1912 年后，把南农户提佳的屯、番模和宫地出租的技
入统草草为"田贼"，在E枝的标准也屡有变更。以从各县征校的宅、

番粮〈税〉数为链， 1915 年为 10 667.02 石， 1916 年为 13278.08

石， 1917 年为 25 359.66 石，至号 1928 年前，一直维持在这个高线

上。在牧业区， 1915 年前钙沿18 制， 1916 年改征收"贡马价银"

最j为盔收"草头程"剖，其意是捕以草场医积的大小为计税依据，

后因不便执行，乃改为以牲畜头数为计程放据，征收标准踵之大

-6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