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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谜：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
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
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的中国发生？ 

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 



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
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 

货币财政、基层组织、世界大势 

明清的兴衰 

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能力 



“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持续下降 

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 



1、封建势力变本加厉。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官以科举出身，所长经史辞章，不习财税经
济司法，只能委之于吏。 
 
官有升迁、调防，吏永不升迁、无调防。 
 
近代意义上“国家命脉”操之于吏。 
 
国家的财政税收改革首先触及吏的利益，却
又要借助于吏去推行。 
 
初衷好的改革却最终引发社会矛盾。 



2、儒学蜕化为道学。 
 
八股取士，儒生雕琢章句辞赋，不懂经济财
政司法军事。一无所长，大话空言，耻于言
利。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王安石说：“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
下国家，小则不足为天下国家用。……及使
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张居正：“国家以高官厚禄养畜此辈，真犬
马不如也。” 
 
曾国藩更痛斥士大夫道：“国家以此等人为
官，与以牧猪奴为官何异？” 



3、豪门巨富兼并土地不止，生产
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
幅度下降。 
 

4、小农丧失土地，国家丧失劳动
力，税收不稳，从而无钱养兵，武
备废弛，不堪一击。 
 



5、金融业委之于国外。 
 

铜币、布帛、谷  
 
宋代以后市场逐渐用银。 
 
国内银矿资源紧张。 
 
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矛盾。明朝“宝钞”发
行失败。 
 
1530年，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
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到中国。 
 
1567年，白银成为合法货币。同时，解除海
禁，大规模进口白银。 



 
 
依靠外部货币供血而自身缺乏造血机能。 
 
没有独立自主和稳定的财政-税收-货币管理制度
。 
 
1630年代，白银危机，进口白银锐减。1644年
明朝灭亡。 
 
清朝依然依靠进口白银，“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以借款和贷款控制中国。 
 
财政经济不能独立自主，工农业也就不能独立
自主，国防则根本谈不上。 



 
 
1960年中苏分裂 
 
意识形态、卫星国、人民币与卢布挂钩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
员机制与社会组织结构。 
 
建立起了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
体系。 
 
将十分有限的生产盈余，最为有效地利用到国
家发展上去。 
 
  



新中国 

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
动员机制与社会组织结构。 
 
建立起了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
付体系。 



五百年来谁著史 

持续的改革与革命，是阻止人类世界衰老和
退化的唯一方式，离开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反
抗不公正世界的意志，“历史的进步”就是
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世界的常态并不是进步
，而是不可抑止的退化。 
 
历史并非宿命，它取决于我们改造世界、改
造自我和创造历史的意志与奋斗，更取决于
我们对旧世界的组织结构的透彻了解，这种
分析和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去改造旧世界。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它指示着现在，昭示着
未来。 
 



青年毛泽东这样说：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
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
奋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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