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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论文集共收十五篇论文，按内容区分大体可划为五个部分：民族资本航运业部分收
入四篇，按时间顺序排列，从轮船航运业诞生一直到1937年为止，勾画出这期间中国民
族资本轮船航运业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其次是外国在华轮船航运业部分收入三篇，主
要叙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轮船航运业的发展演变状况，以及日本轮船航运
势力在中国的崛起；第三部分收入三篇，主要从轮船航运业的角度考察经营管理在近代
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从企业内部与国家政权的角度进行考察；收入第四部分的三
篇文章集中分析中国*早产生同时也是规模**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后部分是近代交
通运输业与经济发展的两篇论文。 

内容简介

本书是研究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论文集。论文按中国民族资本航运业、外国在华航运
业、轮船航运业的经营管理、轮船招商局和轮船与近代中国经济等五类内容收录。通过
收录的15篇论文，重点体现作为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轮船航运业在近代中国出现后的发
展演变状况，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些探讨，对于深化中国近代轮船航运
业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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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从轮船航运业的兴办看中日早期近代化的异同
19世纪中叶开始，中日两国都迎来一个严峻的时代。这时，英美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
强，以“坚船利炮”和“黑船来航”强行叩开了中日两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
签订，中断了两国原来的发展道路，使之不仅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更面
临着沦为殖民地的现实危险。外在的强力欺压和内在的民族危机，促使两国随之兴起了
“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明治维新运动。由此
，中日两国迈出了通向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近代化的第一步。
本文以中日两国最早的近代民用产业部门——轮船航运业的兴办为中心，具体考察和比
较两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客观环境和政府的应变措施，揭示两国政府在兴办近代产业
上由于认识不同，实行的措施和追求的目标不同，致使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结局也迥
然有异，并成为此后两国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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