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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
工作已持续了12年。
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
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
，很有意义。
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
支持文库的出版。
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
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
，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化起点论>>

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两国不同的朝贡贸易、海禁与锁国、四口通商与平户商馆时代、广州一口通商与长崎贸易等历
史事实的研究，及时相关制度、贸易政策与对国内商人、国外商人、侨民等的管理政策的对比研究，
揭示了中日两国近代化不同结果的深层历史根源。
发现中国清朝虽有对外通商的形式，但本质上却是闭关自守的，因而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而日本的锁
国政策的形式下，实际上奉行的却是对外开放的政策，由此培育了近代化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虽然形
式上看似相同，实际上却有着本质的差别。
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中日两国近代化起点的不同，从而导致两国近代化结果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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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淑娟，女，1955年生，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后入工厂。
1977年考入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河北师范学院任教十余年，期间师从张恒寿先生并做其助手6年
。
1993年晋升副教授，定为硕士生导师。
199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君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8年毕业后到清华大学
任教至今。

    长期从事哲学、中日文化、中日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合译与合著学术著作多部，有《中日对外经济
政策比较史纲》、《日货冲击波——中国民族工业的忧患》、《当代中国改革大辞典》、《现代西方
企业规范管理集成》等；发表论文有《日本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及启示》、《多元价值观与日本战后经
济发展》、《朝贡贸易与亚洲早期区域经济雏型》、《日本入关的国际因素及过程》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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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对外经济政策史：分析的角度  第一节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  第二节  中日经济史比
较研究的思考第二章  从相对开放走向封闭的政策变迁  第一节  相对开放时期的贸易政策  第二节  从相
对开放到封闭的政策变迁第三章  “一口通商”时期的政策比较  第一节  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分析  第二
节  人力管理政策分析比较第四章  两种“闭关锁国”政策再评论  第一节  关于“闭关锁国”历史的评
价问题  第二节  两国“闭关锁国”政策的再认识第五章  对外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比较  第一节  社会经
济结构比较  第二节  商品经济发展形态比较  第三节  民族价值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余论主要征引、参
考书目大事年表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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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外经济政策史：分析的角度　　有着內在差异的封建中国与封建日本，都在19世纪发生
了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重大调整，走到了近代化的门槛之前。
这当然不能仅仅用时间上的巧合来解释，正像《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所云：“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
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
但外来因素更与其他现代化后来者的模式相似，而本土模式则反映着一个国家独具的历史背景”，可
以将这两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为考察的“重要论题之一”。
中曰两国与西方列强直接交锋的前近代时期形成的对外经济政策，就可以成为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切
入点。
　　第一节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　　对外经济政策是观察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窗口。
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内经济政策一起构成国家指导经济活动的完整政策体
系，成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
研究对外经济政策史，就是要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弄清楚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政
策与国内、国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互关系，探索其规律性，并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描述和科学的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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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勇于探索，论文选题有其创新，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有
其意义。
⋯⋯作者对比中日对外经济政策差异，由此得出结论，这是两国近代化不同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从
而导致了中国的落后，颇有学术见地。
本文资料翔实，论述清晰，不乏精辟之处。
作者具有较好综合材料、阐明己见的研究能力。
　　——王思治 经君健 高增杰 瞿宁武 江泰新　　论文的重要特点在于能够较好地处理史论关系，理
论联系实际，材料与观点并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全文阐述基本观点正确，对问题的分析特别是对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所作的比较，议论精辟，有理有据
，有较强的说服力。
论文在表述方面也颇见功力，通篇叙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文笔简明流畅。
　　——朱克烺　　论文不仅丰富了我国中日经济史的比较研究，而且从对外经济政策史的角度提出
了一个新的研究方面。
论文结构合理，逻辑性强，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研究水平。
论文利用了大量文献资料，选题新颖，结论可信。
　　——田万苍　　从一个日本研究学者的角度来看，该课题在广泛搜索和挖掘日本前近代末期文献
的基础上，清晰地梳理了日本自17世纪以后德川幕府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实施“锁国”过程的线索，
特别需要指出，课题利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分析了日本前近代幕府锁国而地方政权依然开展对外贸易的
实质，揭示了历史本来面貌，是本课题在这一领域提出的机关报观点，构成本课题的新贡献。
⋯⋯本课题对中日两国海禁与锁国的历史进行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开放
与封闭的实质应予相对参照判断的论点。
剥开表面现象，挖掘那些貌似相似而实质却因条件不同而相异之处，是本课题在中日前近代末期对外
闭锁经济政策研究领域中的新贡献。
　　——高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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