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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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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二周目：经典的作品就是耐读。经济发展、自身组织的扩大和阶级意识的形成再到参与政治。最
终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自身的先天不足还是外国竞争的压制?
2、翻过。
3、《剑桥中华民国史》多所引用
4、: �
D693.71/7852
5、　　上个月初的时候我和几位朋友在法拉盛的巴蜀火锅吃饭。那天一起吃饭的人比较杂，有学生
物的，也有学会计的，我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加了进去之后，就应了一个朋友的一句话，“这真是
什么专业的都有。”吃饭的时候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国内历史书上写的有关中国
近代的那些大家族资本家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我只好说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一来我不知道他看过国内的哪些
历史书。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这方面的书接触是比较少的。另外是我对于这个时间段的东西有过一
定了解，但是不透彻。如果简单讲讲很容易误导大众。
　　
　　其实我想说的是故事基本上都是真的，也段然不会编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段子给大家。所以这个
方面，我是同意的。但是让我具体讲讲，我还真是不敢说。
　　
　　白吉尔这本书出来帮我解决了部分问题。
　　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产生并不让人奇怪，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发展，买办阶级开始出现在近
代社会中，并且起了不小的作用。买办的营生和地区精英相互合作发展，最后逐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
的道路上不断发展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可以说在这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多数国家在资本主义的
发展初期都或多或少接受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和鼓励。但是这个情况在清朝的中国没有发生，在清末，
固有的社会形态和行政体系让国外资本主义影响力的渗透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清政府倒台之后的
二十年给了中国本地资本家以很大的发展机会。行政体系遭到破坏，给资本主义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北洋政府对于资本主义相对宽容自由的政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争斗，给了中
国资本主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这个时代也被称为“黄金时代。”
　　
　　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太长，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原有的相对宽松自然的投资环境遭到
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官僚主义的重新出现和巩固。从此，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到此为止
，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形势开始出现并完全占据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的江山。
　　
　　回到那个同学的问题，我觉得官僚资本主义本身就没有办法通过经济和金融的方法来解释他们资
本的积累，所以那些所谓的大家族，有的成长于清朝的官僚系统内部，比方说清末状元张謇，到了民
国时期也不得不面临产品销量下降、竞争力减弱的问题。而在民国的黄金时期富起来的四大家族，其
奋斗史也全然不能给大家以任何资本家的范式，因为他们的发展也全然不在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所
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大家族基本上是官商合一，而纯粹的资本家即便出现，也转瞬即逝。
　　
6、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 诸多引用出处在此, 包括跌宕一百年
7、近年來做對策性研究時引用得最頻繁的一本書
8、白吉尔在书中使用的是“市民社会”框架，认为清末新政之后，上海形成了一个由各团体基于各
种关系组合而成的城市精英阶层，资产阶级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白吉尔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即国家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相反她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基于这种观点，她认为资产阶
级对国民党政权的靠拢，并非由于对共产革命的恐惧，而是出于对强大国家的追求。而南京国民政府
建立后，资产阶级的“灾难”也就来了。在南京政府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被剥夺了原有的大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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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成为附属于官僚机器的零件。读完此书，我觉得白吉尔最突出的观点是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她认
为阻碍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并不是官僚化进程，而是中国这个国家的虚弱！
9、法国科学院的一位老太太所写，但在学术界，可称之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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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上个月初的时候我和几位朋友在法拉盛的巴蜀火锅吃饭。那天一起吃饭的人比较杂，有学生物的
，也有学会计的，我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加了进去之后，就应了一个朋友的一句话，“这真是什么
专业的都有。”吃饭的时候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国内历史书上写的有关中国近代
的那些大家族资本家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其实我想说的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产生并不让人奇怪
，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发展，买办阶级开始出现在近代社会中，并且起了不小的作用。买办的营
生和地区精英相互合作发展，最后逐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发展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力量。政府可以说在这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多数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
初期都或多或少接受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和鼓励。但是这个情况在清朝的中国没有发生，在清末，固有
的社会形态和行政体系让国外资本主义影响力的渗透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清政府倒台之后的二十
年给了中国本地资本家以很大的发展机会。行政体系遭到破坏，给资本主义的渗透创造了条件。北洋
政府对于资本主义相对宽容自由的政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争斗，给了中国资
本主义，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这个时代也被称为“黄金时代。”所以，这个
资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的相对宽松政策所造成的。这个放在现代来说，算是一个创业的黄金期。
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太长，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原有的相对宽松自然的投资环境遭到破坏
，取而代之的是官僚主义的重新出现和巩固。从此，所谓的中国小资产阶级“黄金时代”到此为止，
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形势开始出现并完全占据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的江山。大资本家就在这个
节骨眼上出现了。回到那个同学的问题，我觉得官僚资本主义本身就没有办法通过经济和金融的方法
来解释他们资本的积累，所以那些所谓的大家族，有的成长于清朝的官僚系统内部，比方说清末状元
张謇，到了民国时期也不得不面临产品销量下降、竞争力减弱的问题。而在民国的黄金时期富起来的
四大家族，其奋斗史也全然不能给大家以任何资本家的范式，因为他们的发展也全然不在资产阶级的
黄金时代。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大家族基本上是官商合一，而纯粹的资本家即便出现，也转瞬即
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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