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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

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主要内容：通过对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历史的观察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传统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的主要标志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亦即依靠习
惯或指令分配资源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完成。这两个过程虽然互相联系且同步进行，但
在理论范畴上又处于两个不同层次。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只有后者的
实现才真正标志这一转化过程的完成。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是多方面、多视角的，而且反映这一历
史进程的发展程度，即对市场化程度的测度，一个核心指标就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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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茹，1954年9月生，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77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1994年获得经济学博
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人民政府
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组）成员。曾先后在日本上智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一桥大学经
济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参与和主持完成国家、教育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十余项。以运用经济学理论
和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史为特色，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增长与发展、企业史、中外
比较经济发展史等，在国内外用中、英、日文发表列研究成果。应邀出席第12届、第13届世界经济史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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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近代中国城市物价的变动　　价格运动是市场机制的核心，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一定时期
的物价水平，是研究该国家或地区相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1994年，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就选
择了近代中国的价格结构变动为研究对象，题为“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笔者的
博士论文中分别引用了唐启宇和沃尔塞姆编制的批发物价指数，相接作为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分析
中国物价变动总水平的变动。但是，这两个指数都是用对外贸易物价资料，而不是根据中国市场上实
际的批发价格编制的，而且依据的资料和方法在当时均无从考证。当时笔者也曾经试图寻找批发物价
指数调查资料，重新编制一个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但是，因为受到经费、时间等限制，无法详细考证
资料的可靠性，重新推算也就无法进行，因此就留下了一个遗憾。此后，编制一个以近代中国市场物
价原始资料为基础的、新的批发物价指数，成为笔者一个亟待解决的研究任务。1998年9月，笔者结束
在目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之前，应邀参加了日本文部省的重点研究项目“亚洲历史统计
”的研究，承担中国近代物价指数的推算工作，这个机会使笔者通过资源共享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信息
，使重新编制中国近代批发物价指数成为可能。　　第一节 近代中国城市物价资料的考察　　一、近
代中国物价指数编制的历史回溯　　旧中国的物价指数编制始于19世纪末，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即1805～1919年，外国人编制中国物价指数阶段。最初于1895年刊发在Commission（英国皇家殖
民委员会）1894～1895年报告书中，由英国人W.C.Wetmore根据海关报告编制的1873～1892年中国批发
物价指数，以及日本币制调查委员会（Japanese Monetary Commission）编制的1874—1893年的批发物价
指数，但是该物价指数的资料和计算方法来源不详。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10年代末的1919年，即中国
人编制中国的物价指数开始的阶段，国民政府为修改关税税则，由财政部设立驻沪调查货价局，调查
进出口货价之变迁。从该局调查的物价资料中选择150种，编制出上海物价指数。同期，金陵大
学J.L.Buck教授带领学生开始对河北盐山和山西武乡两处农村八九种物价进行搜集，据此编制物价指数
，发表于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第三阶段即1926年以后，中国物价指数的编制
比较活跃的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学者个人竞相编制物价指数的局
面。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有唐启宇博士以进出口物价编制的批发物价指
数，政府和民间研究机构和个人编制的部分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零售物价和生活费指数，进出口物
价指数，外汇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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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完第2遍想打3分, 这理论水平七拉八扯夹带私货真是糟蹋了一手好牌.
2、老爸工作需要买的。    里面有大量的数据，表格，统计图，计算公式，但是规律总结是相当不错的
，对老爸很有帮助~
3、经济学者做的经济史。
4、王玉茹教授的书，经济史研究的好书
5、dscsdacsdafcsdafcsda
6、数据太旧了，不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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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内容简介通过对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历史的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传统社会过
渡到近代社会的主要标志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亦即依靠习惯或指令分配资源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
济转化过程的完成。这两个过程虽然互相联系且同步进行，但在理论范畴上又处于两个不同层次。可
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只有后者的实现才真正标志这一转化过程的完成。
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是多方面、多视角的，而且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程度，即对市场化程度的
测度，一个核心指标就是价格。本书的研究目标就是通过价格变动与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的相互关系
，从更深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层面探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目录总序导论
一、本书的研究框架二、生活水平的测度说明三、资料的使用和研究途径第一章 近代中国城市物价的
变动第一节 近代中国城市物价资料的考察第二节 近代中国城市批发物价指数的编制第三节 近代中国
城市批发物价变动趋势分析第二章 近代中国农村物价的变动第一节 近代中国农村物价资料及其相关
研究的考察第二节 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的编制第三节 近代中国农村物价变动趋势分析附录第三章 
近代中国工资水平的变动第一节 近代中国城市工资指数的编制第二节 近代中国城市工资指数变动趋
势分析第三节 近代中国农村工资指数变动分析附录第四章 近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第一节 城市
生活费用指数的编制第二节 近代中国城市工人的收支状况第三节 近代中国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附录
第五章 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第一节 近代中国农民的收入状况第二节 近代中国农民的支出状况第
三节 近代中国农村生活水平变动趋势分析附录第六章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和分析第一节 近
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二节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附录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王玉茹，1954年9月
生，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77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1994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南开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第二届
学科评议组（经济学组）成员。曾先后在日本上智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作访问学
者。参与和主持完成国家、教育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十余项。以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理分析方法研
究经济史为特色，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增长与发展、企业史、中外比较经济发展史等
，在国内外用中、英、日文发表列研究成果。应邀出席第12届、第13届世界经济史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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