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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
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
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
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
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
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
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
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面貌。
作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脉络的研究角度、资料采用的丰富程度，以及从时代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
与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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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滨下武志，日本著名汉学家。
1943年11月20日出生于日本静冈市。
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1974年硕士毕业。
并攻读博士学位。
1979年到一桥大学经济学部任教，先后担任专任讲师、助教授。
1982年转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任助教授、教授、所长、东大评议员、东洋学文献中心长等
。
2000年又被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聘为教授，成为日本汉学界中第一位在东大、京大这两所日本最
高学府中同时任职的双聘教授。
此外，先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学府任客座研究员、客座
教授。
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国际学术合作研究计划，并且是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理事、《社会经济史学》编辑
委员，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East A sian Studies主编、日本亚洲政经学会理事等，在国际学界中具有
很高的地位。
他与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也有着密切的交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兼职教授，其许多
著作已被译为中文在我国出版。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
著述宏富，独立著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1989年)；《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香港：亚洲的网络城
市》(筑摩书房，1996年)；《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香港大视野：亚洲的网络
中心》(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冲绳入门》(筑摩书房。
2000年)。
此外还有合著和主编的专著6种、资料集3种，独著日、英、中文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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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凡例序——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角度与方法第一章 清末财政与海关  第一节 清末之时代    一 时代的
目录学    二 中外交涉论    三 海防自强论    四 西洋、日本对于清末的认识  第二节 清末财政论    一 财政
运营    二 中央与地方——关税、厘金、币制  第三节 海关与清末财政    一 经费增大与海关税收    二 借
款政策与清末财政    三 财政整理与海关税第二章 马士与中国海关  第一节 马士与中国    一 与中国的关
系    二 轮船招商局时期(1886年4月一1887年8月)    三 淡水税关时期(1892年5月一1895年6月)    四 龙州、
北海、岳州时期(1896年6月一1900年3月)  第二节 马士与上海统计局    一 上海时代(1903—1907年)    二 
海关贸易报告与H．B．马士  第三节 马士与中国国际收支问题    一 国际收支表与华侨汇款    二 围绕国
际收支的论议  第四节 马士的贸易报告——开放口岸与内地市场的关系    一 借款返还与金融市场    二 
开放口岸与内地市场  补论 中国海关时代以后的马士第三章 海关与贸易统计  第一节 海关的设立与运
营    一 海关的位置    二 围绕海关设立的诸问题  第二节 海关统计与统计方法的变迁    一 统计方法    二 
统计项目的变迁    三 与统计相关联的项目  第三节 亚洲区域内贸易与中国    一 朝贡、帆船贸易    二 厦
门贸易网  第四节 香港与新加坡    一 作为转口港的香港、新加坡    二 香港、新加坡与移民问题第四章 
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  第一节 亚洲内部市场与中国    一 近代亚洲区域内贸易    二 进出口额停滞与国内
条件  第二节 海关和常关——地域市场和地域间关系    一 常关和海关  第三节 常关、海关与通货、金融
问题    一 厦门常关与通货、金融问题    二 海关银号与海关两  第四节 海关与地域市场    一 税则改订与
内地贸易    二 通商口岸与镇江贸易结论——厘金、地域市场、金融网络圈附：地图  中国海关史资料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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