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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传统农村经济开始逐步解体 , 与此同时,

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某种新的变化, 集中表现在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 (即纺与织的分离 )、小农业与

家庭手工业的解体 (即耕与织的分离 ) 和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这说明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轨

道, 从而导致被迫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研究这一问题, 对于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均有理论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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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方面, 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 当欧洲走出黑暗的

中世纪, 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等相继开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步入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时代后, 古老的中国面临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0, 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必然要寻求海外市场, 以暴力手段占领并掠夺殖民地, 以

建立起它们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口中的一块肥肉。在英国远

征军的坚船利炮、不法商人的鸦片输入和商品贸易以及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冲击下, 中国这座古老而

腐朽的大厦岌岌可危,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已经濒临解体的边缘。

一、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结构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经济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体, 农村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

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 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使农

产品实现商品化, 进入商品市场。只有当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候, 才被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 以换回

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资料。这种经济结构在中国的广大农村, 主要表现为男耕女织、

自给自足, 即 /耕与织0、 /农业与副业0 的两个紧密结合。

清代中期以后, 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运行模式, 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 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现象十分严重。嘉庆十七年 ( 1812), 全国耕地面积大约有 8亿亩, ¹ 绝大

部分掌握在地主、皇族、寺院和各级官僚手中。道光年间 ( 1821) 1850) 的大学士琦善竟然拥有土

地 256万多亩。º 土地的高度集中, 迫使农民失去土地, 转而向地主佃耕, 他们除了必须向地主缴纳

收获物一半以上的地租以外, 还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这种经济压迫促使小农业

与小手工业进一步密切结合。农民们必须在农业生产的同时, 从事家庭手工业劳动, 以满足菲薄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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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所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严重阻碍社会分工、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当时清王

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这便使沿海地区已经产生

的市场经济因素, 尽管仍在继续成长, 却没有条件实现从手工业向社会化大工业的转化。所以, 直至

鸦片战争以前, 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封建自然经济。

从清朝末期广大地区传统农业的发展情况看, 仍未见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即没有出现经营地主

和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 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出售以谋取利殖, 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十分低

下, 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并不紧密。就是说, 内陆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处于传统自给自足的状态下, 这种

情形一直到辛亥革命前未见有明显改观。

二、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结构的初步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入侵, 在客观上必然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 导致

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经过两个主要过程: 首先是机制品 (洋纱 ) 的输入, 洋

纱代替土纱, 使纺与织逐步分离,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首先开始了解体的过程; 其

次是洋布输入以后, 由于其物美价廉, 质量远远高于中国的土布, 受到人们的喜爱, 购买者逐渐增

多, 土布也相应地退出了市场, 于是耕与织相分离, 也就是使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小生产发生分离。

洋纱代替土纱的过程, 首先是在沿海通商口岸及附近的农村中开始的。手工纺纱与手工织布的分

离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 进口洋纱价格低、质量高, 土纱价格高、质量低, 因而不堪一击。鸦

片战争以后的 20年,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飞速发展, 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近代化大规模的

机器生产使得洋纱产量大幅度增加, 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洋纱的成品价格逐年降低。从资料看, 1872

年到 1890年间, 洋纱的价格最低时曾下跌 1 /3左右, 远远低于土纱的价格。如 1887年牛庄市场上每

包洋纱大约售银 57两, 而同等数量的土纱却要售银 87两左右, ¹ 两种棉纱的价格差高达 30两之多。

同类商品的竞争有两个主要手段, 一是商品价格的竞争, 二是商品质量的竞争。洋纱和土纱之间明显

的价格差距, 尤其是土纱的质量远不及洋纱, 二者市场竞争力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此外, 从纺织布

匹的操作过程看, 洋纱更大大简便于土纱, 这又是不可忽视的一种优势, 此时作为商品购买者的织

户, 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质高价低的洋纱, 而不会购买质次价高的土纱。这样, 土纱被洋纱所取代就

在所难免。其次, 纺与织相分离还有棉花价格上涨的原因。具体而言, 在 19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

号称 /世界工厂 0 的英国继续引领世界棉纺织业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棉花作为原料, 除美国棉花、

印度棉花以外, 也从中国进口一定数量的棉花。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纺织业获得较快发展, 也需要中国

棉花作为原料, 于是中国棉花出口量不断增加。据资料统计, 1868年中国棉花出口总量为 38 141担,

1888年增加到 202 546担, 1892年增加到 576 155担, 1895年出口总量就增加到 896 096担。º 在不

到 30年的时间里, 棉花出口量翻了 24倍, 导致棉花价格持续上涨。这就使手工棉纺出现了难以克服

的困难, 一方面, 作为原料的棉花价格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 手工生产出来的土纱相对进口的洋纱价

格更是居高不下, 反而是洋纱的价格一路下跌, 一是棉花价格高, 二是洋纱质量高价格低, 三是土纱

质量低价格高。在这种情况下, 手工纺纱迅速走向衰落, 手织业者选择购买洋纱织布, 与机织业进行

艰难的抗争, 纺业与织业发生分离初见端倪, 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同时, 洋布也开始在中国销售, 这个过程稍晚一些, 洋布排挤并最终代替土布的关键所在, 仍然

是物美价廉。洋布最初只是 /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 也不是

因为洋布好, 而是因为作起所需衣服来, 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0»。洋布幅宽、质细、好染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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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光艳、便于裁剪衣服等优点成为富人们购买的另一原因。由于洋布价格十分低廉, 不仅仅是有一

定经济实力的富裕者, 就是生活比较拮据的城市居民, 甚至广大农民也不愿意再穿用那种价格高质量

差的土布。例如 1871年中部地区的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洋布比他们自己织造的土布便宜得多, 在

某种程度内, 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贸易的普遍恢复和扩张, 洋布价格的低廉,

国内情况的改善, 使得中国农民能够购买得起洋布, 其结果, 就是贸易的增加。¹ 到 19世纪 90年

代, 则 /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 衣土布者十之二三, 衣洋布者十之八九0º。可见, 作为农

业副业的手工棉纺织业已走上没落之路, 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开始分离, 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由于中国土地面积十分辽阔, 各地区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非常大, 经济发展很不平

衡。所以, 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中, 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也相应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

性, 形成这样四个层次: 一是在东南沿海地区, 自然经济的解体速度较快、范围较大, 社会各阶层对

洋纱和洋布的认可度比较高, 许多地方的纺车和织机基本被闲置, 农业生产与市场发生了更多的联

系, 以至出现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二是中部沿江地区, 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较高, 仅次

于沿海地区, 购买洋纱和洋布的农民不在少数,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沿江的几个大中城市被

开放为商埠, 外国商品输入该地区的数量大增, 土布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 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

进一步加快。三是在内地的广大城乡, 自然经济的解体在时间上要晚得多, 大约到 19世纪 80年代,

洋纱洋布仅有少量输入到内地, 并没有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四是边远、偏远的地区或山区, 外国商品

的输入就更少, 仅是少数富裕阶层得到少量洋布等外国商品并作为奢侈品, 自然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受

到任何冲击。但从总体上看, 自然经济解体的趋势依然不可阻挡地在中国农村发展着。

三、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 5南京条约 6、 5天津条约 6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打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 也获得了倾销商品的各种特权。于是, 外国势力从沿海深入到沿江和内地,

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各地城乡。到 19世纪 90年代, 传统农业和手

工业均遭到严重摧残, 沿海沿江地区较之内地情况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 外国进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大幅度增加, 倾销地区的范围更加扩大, 同时中国丝、茶

等大宗商品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也不断增加, 由于英人赫德、李泰国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

职, 致使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不断下跌,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开始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某些地

区,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 城乡各地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 许多手工业工人和部

分农民破产失业, 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外资企业和洋务企业的雇佣工人。

外国商品主要是轻工业产品在中国大肆倾销, 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 在自然经济轨道

上正常运行的社会生活发生变故, 新旧经济因素在对抗中发生关系, 这就为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空间。导致在国内沿海地区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 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加快。自然经济

的解体促成近代商品市场的形成, 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定条件。

自然经济的解体必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 尤其是 19世纪 60年代之后, 随着

自然经济的解体, 中国商品性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在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 大

量掠夺中国的农产品, 使中国农业生产开始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轨道, 农产品的出口量也相应迅

速增加。如蚕丝、棉花、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的出口量在鸦片战争以后逐年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 反过来又促进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19世纪 40年代以后,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了船舶修造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和食品等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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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这些工厂的建立, 一是吸纳了部分破产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民, 二是为当地农副产品的商品

化提供了市场, 三是向中国传入了近代企业的生产方式。从此, 伴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 机器生

产在中国露出了端倪。到 19世纪 70年代, 中国民族资本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开始经营机器生产企业,

也有民族企业从事纺织业和食品业, 这些工厂的建立增加了对棉花、粮食、烟草等农副产品的需求

量,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商品性农副作物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由于家庭手工业的破产, 农民不得不与市场发生更多更直接的关系, 他们出卖部分农产品, 到市

场上购买那些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满足生产和生活所需。商品性农业进一步获得发

展, 农民无论愿意与否都必然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体系之中, 这是近代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

标志。当然, 中国是一个土地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并

没有从整体上彻底摧毁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 事实上在广大内地农村经济仍然按照过去的轨

道运行着, 自然经济的根基并没有被彻底动摇。

四、中国近代农村市场化的进一步加深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260余年的专制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 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

松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

策法令, 刺激了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热情, 使 /振兴实业0 与民主共和一样, 成为一股社会潮流。

从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在近代的演变看, 它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逻辑结果, 而是

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背景下实现的。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被卷入外国资本主义市场

体系之中, 农民和农业生产与市场发生了更多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就会无形地利用自身具有

的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反过来对农民和农业经济的结构与发展趋势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直接表现为农

民们对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自觉调整。中国自先秦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村经济发生了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变化, 尽管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局限, 但这毕竟反映了传统自然经济下的农民和农业生产, 改

变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情绪。

在这样的情形下, 农民和农村经济对商品市场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当时农产品的商品化, 首先

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而引起的, 它取决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变化, 其次

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农业原料的需求, 它又取决于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

发育程度。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主要是农产品的商品化, 因而带有半殖民地经济因素的显著特征。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步, 国际市场

和国内市场对作为主要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此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市场利益成为农民以及农村经济选择的主要驱动力。只要能够赚钱, 农民就会作出相应的利益选

择。例如种植鸦片可以谋取巨额收益, 农民们争相种植。1860年以后, 陕西开始征收鸦片税, 罂粟

的种植取得合法地位, 西安府及陕南陕北各县广泛种植罂粟。各地 /烟苗广植, 无地无之, 惟其处

处繁滋, 遂至人人癖嗜0¹。广植罂粟, 必然占据良田沃土, 侵夺农田, 造成粮食生产的锐减。清朝

地方官府执行清廷 /寓禁于征 0 的政策, 其目的是想以生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 结果不仅未能抵制

住 /洋烟0 的大量进口, 反而促使更多的人吸食鸦片, 从而成为瘾君子。在 /洋烟0 的带动下, 西

安府土产鸦片竟猛增至洋烟的 10倍以上。

农民追求单位劳动时间和单位种植面积收益的最大化, 这无可非议。市场需要什么, 他们就会种

植或者养殖什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他们只能顺应潮流。关键问题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能

力。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变化需要耕作技术的进步, 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广种薄收, 只为了能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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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的温饱。当农民和农村经济与市场发生了比较紧密的联系以后, 农作物的产量及其经济收入的多

少, 就成为农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传入中国, 在沿海

沿江的农村陆续传播开来, 农作物品种得以改良、农业耕作技术得以改进, 其总的发展趋势就是农村

经济更加适应工业生产的要求, 因而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加。

戊戌变法期间, 一部分知识分子关心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京师和各地相继组建了农学会或

类似团体, 成立农学堂、建立农事试验场, 专门从事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活动。他们积极宣传介绍西

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 翻译相关书籍, 试图通过对西方农业科技的传播, 改变中国农业经济的落后面

貌。以棉纺织业的发展为例, 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兴起以后, 急需大量优质原棉为纺织原料, 而中国种

植的亚洲棉质量差、纤维短, 不能适应机纺要求, 因而每年必须进口大批美国棉。不仅价格高而且受

制于外人。在这种情况下, 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引进美国陆地棉, 以供纱厂纺织原料之需。清政府农工

商部也从美国引进大批陆地棉品种, 分发给各地试种, 美棉的种植在中国各地出现了明显增长的势

头。以陕西为例, 西安地区的棉花种植开始普及是在左宗棠督陕期间。当时他要求修通西安至潼关的

大路, 两侧植种棉花, 提倡民间植棉, 实现以棉代烟的目的。他主持编印的 5种棉十要 6 及 5棉

书 6, 对棉花的广泛种植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到 19世纪末, 外国棉种渐次传入西安地区, 俗称

/洋花0。洋花产量较高, 很受农家欢迎, 故而逐渐在西安地区普及。到宣统年间, 洋棉的种植比乡

棉的面积有较快增加。由于引进外国棉花良种, 加上官方督导鼓励, 西安地区的户县、长安等县棉花

产量逐年上升, 并远销外地。由于棉花产量的增加及中国棉业市场受外国资本的控制, 棉花价格极不

稳定, 而且整体价格呈下跌趋势, 严重影响了西安地区棉花的生产及棉农的生计。在广植棉花的同

时, 西安地区还提倡蚕桑事业。 1890年, 陕西布政使颁布 5蚕桑简编 6, 令乡民如法栽种。由此, 丝

绸纺织业随之兴盛。缫丝、纺织业的兴起, 反过来又促进了桑蚕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发展, 一方面增强了农民和农村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依赖。另一方面, 使与

市场化相联系的市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一批近代商业城市随之兴起, 城市的商业中心地位进一步增

强, 尤其是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 一些地域性工商城镇得以迅速崛起, 并形成区域性市场网络。以陕

西为例, 首先城镇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如陕西渭南, 明代嘉靖年间有市镇 16个, 到雍正十二年

( 1734) 市镇增加至 30个, ¹ 到光绪十八年 ( 1892) 市镇又增加到 36个。º 其次, 市镇的经济职能

进一步强化, 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城镇大量出现。如昔日的粮食集散地三原县鲁桥镇, 发展成

为有 20多条街巷, 居民商店 500余户的渭北闻名的粮食市场, 渭北、耀县、富平、三原的小麦多集

于此交易; » 长安的引镇, 周至的终南、马召等因地处终南山山口而发展成为著名木材市场。有的地

方还出现了商业市镇集群化的趋势, 南郑县第一大镇铺镇就是一个代表。¼ 铺镇南临汉江, 距汉中水

运码头 /麻柳湾 0 仅有 7里之遥, 因交通便利而发展为商业市镇。但是, 铺镇并非一个孤立的商业

市镇, 在其东、南、北三方有几个大镇环卫: 东面有新浦、柳村镇; 东南有上元观; 南面有山口子;

它们与二里坝北面的武乡、文川等一起构成铺镇的卫星集镇,成为近代农村城镇活动的典范。作为近代

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陕西尚且如此, 全国尤其是沿海沿江等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可见一斑。

但是, 总体来看, 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是极其缓慢的, 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性质决定的, 它不是仅仅通过经济方式就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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