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丰富研究内容，增强 “问题意识”，而不是

要取代其他的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

中，根本的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

法。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全面的、历史的、辩证

地看问题，这一点永远也不会过时。

( 本文作 者 清 华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教授 北京 10008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王 昌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和

趋势，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巨大发展，不但

体现了这种特征和趋势，而且参与了这一进程。
从字面上看， “改革”与 “开 放”密 不 可 分，

而其中的 “开放”与中国海外市场的发展有着

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的海外市场发展史是改

革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总结改革开放的

历史经验，就不能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的海外市场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者应当

充分地认识到，没有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在政治、
经济、外交方面的总体设计，中国海外市场就

不可能取得如此发展; 没有中国经济的海外市

场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

成就。在此背景下，推动和加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的研究，加强对中国海外

市场发展内涵、地位、路径及其特征的历史研

究，便显得尤为必要。加强中国海外市场发展

的历史研究，可进一步丰富改革开放的历史内

涵，既是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

是构建中国自身海外市场发展话语体系的基础。
本文拟对此提出几点思考意见。

第一，明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

展史的研究对象。
作为客观的历史实存，时间性和空间性是

其存在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就已明确

了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的时间性。就中国海外

市场发展史而言，作为空间指向的 “海外”，当

然特指的就是中国之外的国际经济市场。不过，

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经济市场的中国商

品的相当部分生产于国内，走向海外的中国企

业也与国内经济组织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因

此，海外市场发展与国内的涉外经济组织、企

业及群体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显然，研究海

外市场发展史，应当在国内外的双重经济发展

空间中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的所谓 “海外市场”
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经济市场。

一般来说，对 “市场”的定义有广狭两方

面。狭义而言，一指商品交易的场所，二指商

品行销的区域①。但作为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及经

济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市场”有更丰富、复

杂的含义。各类经济学词典特别是于光远主编

的 《经济大辞典》作如此定义: “商品交换关

系的总和。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以及

同一生产资料所有者内部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

者之间经济关系的体现。它反映社会生产和社

会需要之间、商品可供量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买方和卖方之间、国

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② 依此而

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可包含生产资料、
生产者、消费者、商品、社会生产、社会需求、
支付能力、国民经济各部门等要素。 “海外市

场”跨越国界，因此包含中国企业、商人、经

济组织与不同国家的经济组织、消费群体、社

会生产和 社 会 需 求 以 及 其 中 复 杂 的 相 互 关 系。
“国民经济部门”关系现代国家政治制度设计，

事实上也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可见，市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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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内容，政治的、社

会的因素也深刻地影响着 “市场”。如此，海外

市场发展史在狭义上可视为中国商品在境外的

交易场所、行销区域不断发展的历史，广义上

则是以中国涉外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的、整

体的当代世界经济史。所谓 “论从史出”，一部

以中国涉外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展开的世界经济

史，乃是构建中国改革开放海外市场发展史理

论的前提条件。
第二，打开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市场发展史

的研究视野，应注重横向历史与纵向历史的有

机联系研究。
海外市场发展的横向历史，主要是改革开

放 40 年以来海外市场所涉及的各类因素之间复

杂关系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史关系既涉及中

国商品海外销售场所、海外需求拓展领域，中

国经济、贸易相关部门与世界各地区经济部门、
消费群体之间的关系; 也涉及中国商品在具体

地区的具体市场发展，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市场

活动、中国经贸活动与当地群体之间的互动关

系; 还涉及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在世界各地

建立生产基地、分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国企业

与世界各地区经济部门的联系，以及中国政府

与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的贸易协定等内容及其变

迁的历史过程。以上种种内容都应当纳入改革

开放以来海外市场发展史的实证研究视野。
海外市场发展的纵向历史视野是以相对长

时段的历史发展与趋势来看待中国海外市场的

发展历程。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历

史事件，其发展过程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海

外市场发展过程有着不同的特征。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海外市场的迅速拓展、企业的海外活动、
经济文化交流等与改革开放前 30 年相比，在深

度和广度上无疑都大大向前推进了。然而，仅

仅以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并不能完全体现

中国海外市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传统的海

上丝绸 之 路，就 是 中 国 海 外 市 场 发 展 的 前 史。
海洋史家杨国桢曾指出: “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

西方资本 主 义 世 界 体 系 出 现 的 海 洋 世 界 体 系。
这个世界 体 系 以 海 洋 亚 洲 各 地 的 海 港 为 节 点，

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

包容了 各 地 形 态 各 异 的 海 洋 文 化，形 成 和 平、
和谐的海洋秩序。”① 这是对宋元至明清时期数

百年间 中 国 海 外 市 场 发 展 史 的 总 体 描 述。明、
清王朝时断时续的海禁政策，从未中断华人与

海外的联系，也从未中断中国海外市场发展的

历史。因此，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清末至新中

国建立之间海外市场的百余年顿挫，并非中国

海外市场发展的主流。事实上，即便在这一时

期，中国海外市场也并非一蹶不振。以东南亚

地区为例，由于躲避战乱或西方殖民者的掠夺

等诸多原因，大量华人迁居东南亚地区，其中

多数华人保持着与国内族群的各种联系。而这

一趋势显然延续了明清时期东南亚华人贸易网

络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历史因素无疑也为改革

开放以 来 海 外 市 场 的 复 兴 奠 定 了 基 础。因 此，

从长时段的纵向历史视野来考察，才能理解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的历史脉络，才

能理解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对于改革开放是如此

重要，才能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

展在历史中的地位。
总之，只有将横向历史与纵向历史的研究

视野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海外

市场发展史的内涵及历史意义。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

应当同时研究国际关系史特别是研究中国与世

界相关国家的经贸互惠关系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的国际背

景是 “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融入国际社会

的现实”②。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价

值观念、规范、制度、规则与权力等方面的关

系，既是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直

接影响到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海 外 市 场 的 发 展 走 向。
而中国海外市场在世界相关国家的不断发展及

与之在经济领域交流上的不断深化，通过相关

国家民众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切身体验，也必然

反作用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及双方在

国际社会中的联系互动。经贸上的互惠共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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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和谐发展不可分割。 “经贸互惠关系

史”作为中国海外市场发 展 史 中 的 一 个 切 面，

聚焦海外市场发展中的国家之间政治与经济因

素的互惠互动关系，是研究中国海外市场发展

路径及其特征的重要视角。因此，对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的研究，应当在国际

关系的整体视野下，对中国海外市场发展进程

中与各国的经贸互惠关系加以深入研究，这是

深化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的必然需要。
第四，应加强分析方法的研究和 “海外市

场”史料的收集。
“海外市场 发 展 史”既 然 是 一 项 “史”的

研究，其研究理路和学术规范应严格遵循中共

历史学的学术规范。确切来说，“海外市场发展

史”应属于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作为一项经济

史的研究，研究者至少应具备历史学与经济学

的相关素养。一方面，中共历史学的旨趣是对

具体的、细致的、复杂的、变迁的历史进程进

行梳理与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历史发展

脉络进 行 总 结。因 此，对 材 料 的 收 集、考 证、
梳理，对事件因果关系、历史逻辑研究描述的

能力，都是研究者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另一方

面，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研究的专门化程度不断

提高，海外市场所包括的金融市场如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等，都涉及众

多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专门化知识。没有这些方

面的知识储备，是无法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的。经济史家吴承明指出:

“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

史的 研 究 中，一 切 经 济 学 理 论 都 应 视 为 方 法

论。”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的历史

研究，更可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提供新的学术

增长点。
此外，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

展史研究，应该观照海洋史学研究。在海洋史

学中，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

向。杨国桢教授指出: “海洋贸易史研究，包括

近海贸 易 与 远 洋 贸 易，国 内 贸 易 与 海 外 贸 易，

海洋经济圈内相关国家或区域的贸易互动，商

品流通与管理，等等。”② 这些领域与 “海外市

场发展史”的研究范畴有着相当的交集。海洋

史学的研究是将海洋社会经济本身作为研究的

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与 “海外市场发展史”建

构中国海外市场发展理论具有内在联系。依此

论之，“海外市场”与国内经济主体并非简单的

依附关系，海外市场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新

的文化因素极可能对 “改革”本身产生深刻影

响，“开放”将反作用于 “改革”而形成复杂

的辩证关系，如此则可进一步充实 “改革开放”
的理论内涵。

在研究方法上，学界还应该加强海外市场

发展所涉及的大量经济数据研究，充分利用计

量史学的方法; 对于海外商人与各国当地族群

之间的互动关系，可采取历史人类学方法加以

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的研究，

是改革开放史总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

相关史料的收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

究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

空间的 广 阔 性，决 定 了 相 关 史 料 收 集 的 难 度。
首先是史料牵涉范围极广。除了国内涉外经济

组织的原料采集、生产加工、运输出口等方面

的史料外，海 外 市 场 的 企 业 组 织、产 品 流 通、
人力管理以及企业与当地政府、社群的关系等

各方面信息特别是各类报告、数据、文字资料

等，均是海外市场研究必须观照的史料。其次

是史料所涉及的语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海外

市场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及全世界。“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涉及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亚 11 国、西亚 18
国、南亚 8 国、中亚 5 国、中东欧 23 国，涉及

的语言达数十种。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

虽然加快了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但由

于语言障碍，国内历史学界还较少观照西方大

国以外的 所 谓 “小 语 种”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历 史。
由于当前国内学者的教育背景限制，熟悉一两

门外语已属难得。懂语言的翻译家的注意力又

不在历史研究，因此出现研究历史的不懂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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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外语的不研究历史的状况。研究海外市场需

要涉及双方乃至多方史料，仅凭汉语史料必然

无法取得全面、客观的研究成果。如何利用当

前发达的信息交流系统，多方挖掘、解读、比

对史料，是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史研究者需要解

决的难题。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市场发

展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仍是一个几近全新的课

题。这项研究是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伟大成就的

经验总结，还应当纳入全球史的研究范畴，成

为党史国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副教授 福州 350001)

深化中国发展奇迹原因实证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郑 有 贵

“中 国 之 谜”是 既 “李 约 瑟 之 谜”之 后，

又一个引 起 国 内 外 广 泛 而 又 热 烈 讨 论 的 问 题。
与 “李约瑟之谜”讨论中国为什么不能的问题

相反，“中国之谜”讨论的是中国为什么能的

问题。
中国发 展 奇 迹 原 因 这 一 研 究 热 点 的 形 成，

最初是由国外学者引发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

发展奇迹令全世界瞩目，影响着全球发展及结

构的重构，但目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仍未能有

效解释中国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国内学者

也从多学科、多视角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进行

了研究，给出了一些解释。由于研究的立场和

范式不同，学科和视角的不同，对中国发展奇

迹原因的分析可谓众说纷纭，存在较大分歧。
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研究，理应是推动

党史国史 研 究 继 续 深 入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选 题。
其一，相对而言，党史国史学界有洞察这一发

展进程的优势，开展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实

证研究，可以基于当时的历史场景作出更加客

观的分析，避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

科的理论视野分析的局限，在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能

否科学分析和认识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关系

到能否厘清和客观再现改革开放史的主题以及

主线、主流和本质。其三，中国发展奇迹原因

的研究，是 一 个 实 践 问 题 导 向 性 很 强 的 选 题，

有助于促进党史国史学界深化实证研究，破解

思想发展、理论创新、政策演变、制度变迁等

过程记述中文山会海现象和领导人思想观点的

简单再阐述等问题。相对于现实问题研究而言，

党史国史学界在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实证性研

究方面成果相对较少，有影响力的成果更少。
对于中国发展奇迹原因这样一个实践问题

导向极强的重大选题，相关研究也会由于研究

维度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在实证性的历史

研究中，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在还原历史

场景的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避免短时段分析验证不充分的缺陷，

善于从长时段因素变化的比较中洞悉中国发展

奇迹的原因。社会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

样可以反复实验，但长时段的实践实际上也是

一种实验验证的过程。在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

分析方面，基于短时段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

会遇到难以通过长时段检验的问题。例如，中

国发展奇迹原因有 “后发优势说” “人口红利

说” “结构效应说”等，若把这些观点纳入长

时段考 察，就 会 发 现 也 有 需 要 修 订 完 善 之 处。
的确，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水

平相比有较大差距，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

和管理等，引进先进设备和资本，是中国发展

奇迹的原因之一，即 “后发优势说”无可非议。
中国可以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价格低廉的劳动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

研究” ( 2015MZD009 )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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