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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早尝试阶段。
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些现代性因素：在军事方面，引进和生产新式军火装备，开展了新
式军事训练，建立了新式海军；在外交方面，开始建立新式的外交制度，派遣驻外公使和领事；在经
济方面，开始创办包括航运、保险、采矿、通信、纺织、造船、冶炼等行业的新式工厂和企业，并采
用了官商合作的&ldquo;官督商办&rdquo;制度和股份制形式；在科学技术方面，开展了一些学习外国
先进科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活动，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的科技书籍；在
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外国侵略的军事和外交较量；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现了一
些早期的维新（改良）思想家，提出了诸如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和主张。
　　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三大主体内容来看，洋务运动时期的尝试主要表现为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工
业化方面，其他两个方面或显得软弱无力，或处于思想萌芽阶段，无所建树。
因此，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现代化尝试，主要是早期工业化的尝试，或称为早期工业化的开端，而且
是一种缺乏前提条件的工业化尝试，是一种局部的、初步的和畸形的早期现代化尝试。
　　洋务运动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而告终。
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则证明洋务运动的&ldquo;自强&rdquo;目的不仅没有实现，甚至使中国更
加贫弱，更加遭到列强的侵略和掠夺。
　　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积累和教训意义的。
洋务运动中所创造和产生的一些现代性因素，为后来的历史继承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不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不取得民族的独立，单纯靠引进
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的。
此后，中国进入了以变革政治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为主流的早期现代化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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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实行税收分成制度。
所谓税收分成，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就某一税收按一定比例分割，这一办法当时仅采用于海关税
。
税收分成起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对英、法的战争赔款，根据《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需向英
、法两国各赔款800万两，各在通商口岸海关税收中扣二成按期交付，合计四成，即史称的&ldquo;四
成洋税&rdquo;。
由此，清朝中央政府从已被地方截留的海关税中间收回了四成税收的支配权，到1866年（同治五年）
赔款清偿以后，这四成海关税就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
到1873年，清廷作出明文规定，每年将这四成海关税&ldquo;解交部库，另款存储&rdquo;，作
为&ldquo;的款&rdquo;，&ldquo;一概不准擅动&rdquo;，&ldquo;专备总理衙门及海防统帅大员会商拨
用&rdquo;。
②但地方督抚们不甘心失去这四成税收，仍想方设法截留。
如江苏巡抚李鸿章奏准朝廷，自1867年起酌留二成，其中一成作为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经费。
福州船政局因原有的闽海关六成洋税不敷使用，从1876年起再从闽海关四成洋税中每月拨用2万两。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只得通过增加上述专项经费的指拨，以扩大对海关四成洋税的支配份额
。
　  第三，隐匿厘金收入。
地方政府还采用隐匿厘金实收数额的手法与中央政府争夺利益，如1880年户部在奏报整顿厘金办法时
抱怨说：&ldquo;近年以来，核计抽收数目递形短绌，虽子口税单不无侵占，而此项款目本无定额，承
办官员恃无考成，隐匿挪移，在所不免。
&rdquo;③光绪时期不断有人指出：&ldquo;度支告匮&hellip;&hellip;外省入款，报部者十只五六，其余
外销之款，未闻数十年间二十二行省将军督抚，有一和盘托出者。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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