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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杨　杰

【内容提要】　英国农村工业化的开始也在于对农本经济中“织”的突破 ,但在生产原料来源、国内市场的开拓和农

业剩余劳动力的利用等三方面较早地为乡村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英国的乡村工业化以毛纺织业为龙头 ,将农民家庭

经济纳入英国独特的“家内制”乡村工业体系之中 ,并逐步扩大到其他工业部门。农村的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协调发

展 ,成为各地区工业化的核心 ,形成一个个经济生活圈 ,逐渐带领农村步入经济一体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进程 ,很有特色。了解这一过程 ,对后工业化国家的农村

社会改造不乏借鉴的意义。

一、英国农本经济的特点

16 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非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 ,英国却率先开始由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 ,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英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工业

化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为其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石。

英国工业化前的农业经济结构是一种农本经济 ,它与其他各国的经济一样有两大共同的特征。

第一 ,这种经济也是以一家一户的农民构成其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 ,即经济运行的主体。农民经济

为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 ,其生产目的及经济运行目标 ,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以维

持一家的温饱。在农本经济中 ,就大多数小农而言 ,都摆脱不了这个格局。只是由于生产发展水平

不同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会有不同的温饱水平。农民家庭为了实现上述生产目的 ,一方面要进行

自给性生产 ,以直接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另一方面 ,又要进行

商品性生产 ,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 ,以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

此 ,农民家庭内部要实现的生产和消费平衡中 ,不仅有实物平衡 ,而且有价值平衡。其再生产过程

中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补偿要经过市场 ,实物交换也有一部分要经过市场。由于大多数市

场的座落地就是一个市镇发展的地方 ,因之 ,小市镇的发展是农民经济再生产实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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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农本经济的最基本因素是耕与织。耕 ,以谷物生产的种植业为主 ,其特点是从播种到收

获的各个生产阶段 ,在空间上不能位移 ,时间上不能中断 ,因此 ,其生产过程难以分割成各种工序来

分工管理。这就决定了农耕业不利于社会分工 ,对机械化的需求并不迫切。织就不同 ,它是靠机械

来运行的 ,各道工序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可分割 ,可形成专业化生产。因此 ,织有利于分工并与机械

化有缘。同时 ,纺织业内部的分工使各工序的半成品之间产生交换的必要 ,这就等于自己创造了市

场 ,扩大了商品经济的范围。也正是这些原因 ,织成为几乎所有农本经济解体、工业化发展的历史

起点。在这一点上英国没有例外 ,其工业化也是从织开始的。

然而 ,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 ,要突破农本经济 ,使“织”与“耕”分离 ,并把一家一户的农民家庭

经济纳入工业化体系 ,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首先是要有充沛的原料来源 ;第二是有较大的国

内外市场需求 ;第三 ,农业本身有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英国较欧洲其他国家更早

地具备和创造了上述条件。

从中世纪到工业化时期 ,养羊业在英国农业经济结构中占居重要地位 ,而且是以获取羊毛为主

要目的。据记载 ,17 世纪英国有 1200 万只产毛羊 ,是其他欧洲国家的 3 至 4 倍① ,可见其羊毛资源

的丰富。同时 ,英国农业地理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 ,形成了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英国农业

史家瑟斯克告诉我们 ,英国的农业类型有三种 :畜牧型、林牧型和混合型 ,而养羊业则是出现在所有

类型农业中的一种生产②。结果 ,同是产毛地区 ,羊毛的品种却呈现多样化。社会产品的多样性必

然促成不同地区和产品之间的交换。纺织业内部的多层次分工 ,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强化了这种

交换。此外 ,欧洲对英国羊毛和毛织品的需求也很大 ,17 世纪英国的毛织品有 50 %进入了欧洲市

场③。

与此同时 ,在英国农村出现的“农业革命”将土地以资本的形式投入市场 ,还将大批附着于土地

的农民“解放”出来 ,使之成为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④。根据笔者对 1524 年至 1525

年英国政府课税表的分析 ,16 世纪中叶英国的工资劳动者占总人口的 36 %⑤;到 17 世纪 ,格利戈

里·金估计工资劳动者已占了总人口的 47 % ,约为 57 万人⑥。

加上人口增长 ,英国农村业已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这批农业人口既然不能依靠土地维持生

计 ,就只有在工商业寻求出路。正是这批人构成了乡村工业化的主要劳动大军。

二、英国的乡村工业化 (1550 - 1750)

16 世纪到 18 世纪是英国的乡村工业化时代。乡村的工商业在上述的客观条件下 ,以空前的

速度在全国乡村地区发展。其地理分布与全国的工业中心的分布几乎一致 ,凡是乡村工业化最发

达的地方就是民族工业中心。乡村工业涉及毛纺织、棉麻纺织、长袜编织、皮革、玻璃、造纸、建材、

制陶、冶炼、金属制造和矿藏开采等。当时英国各地都有乡村工业 ,只是发展水平不尽一致而已。

英国的乡村工业化始于商人资本对乡村羊毛纺织工业的渗透。最先 ,商人是乡村毛纺业原料

和产品的包买主 ,他们只介入生产过程的两头 ,与生产者只发生一般的商品买卖关系 ,相互依赖 ,互

有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 ,商人逐渐控制整个毛纺工业 ,转化为商人资本家。在他们的支配下 ,英

国乡村逐渐出现三种生产组织形式 :初级家内制、典型家内制和“原始工厂”制。这三种生产组织形

式是渐进发展的 ,分别表明商人资本渗透乡村工业的不同程度。

初级家内制在约克郡西部地区最为普遍 ,是该地区乡村毛纺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这里的呢绒

生产者是独立的 ,完全自主安排和完成本色呢绒生产的过程。每个呢绒生产者的家即是一个作坊 ,

劳动力主要由其家庭成员组成。他们的资金短缺、处境艰难 ,不借贷就很难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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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从两头遭到商人资本的侵入。一头是羊毛商。由于约克本地羊毛劣质 ,该郡的出口呢绒所需羊

毛大多来自米德兰中部。小生产者既无财力远程跋涉 ,更无资金一次备足全年所需羊毛 ,这样 ,羊

毛转运商便乘虚而入 ,控制货源 ,加之欺诈 ,小生产者手中的点滴流动资金最后也被商人所掌握。

另一头是呢绒商。生产品的运输和出售也是小生产者的难题 ,商人又在这一头介入 ,专事转运销

售。他们在地方市场低价收购 ,集中运至伦敦 ,再高价出卖 ,从中牟利。在这种初级家内制下 ,商人

资本已接触生产领域的边缘 ,对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产生一定的制约 ,但他们对生产过程尚不干预 ,

所以商人资本没有转变为工业资本。

16 世纪以后出现典型家内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生产组织形式虽然还是商人资本介入的

形式 ,但已经发展成为分散手工工场的完成形式。商人与生产者已形成比较固定的主雇关系 ,即一

批生产者已经长年累月为某一商人工作。这种典型家内制遍布整个英格兰的乡村各地 ,而且开始

渗透到皮革、金属制造、陶瓷等其他手工业部门⑦。

值得注意的是 17 世纪到 18 世纪初 ,英国乡村工业出现了一种具有某些现代工厂特征的“原始

工厂”(proto2factory) 。这种“原始工厂”先在英国传统的民族工业毛纺织工业中出现。在著名的三

大纺织工业中心北部地区 (约克和兰开夏) 、西南地区 (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多塞特郡、德文郡和

牛津郡)和东部地区 (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肯特等) ,传统的毛纺织业以分散的家庭工场为主

要的生产组织形式 ,但集中的手工场业已出现 ,18 世纪初从集中的手工工场中发展出“原始工厂”。

“原始工厂”具有以下一些特性而使之与家庭工场和“现代工厂”区别开来 :第一 ,“原始工厂”是商业

资本转为工业资本的经济实体。这类工厂主多系包买商 ,如纽伯里的温切康布、曼彻斯特的布赖

恩、哈利法克斯的霍奇金斯等 ;第二 ,工厂使用半机械的机器 ,如脚蹬式纺车、起毛机和针织机 ,但手

工劳动仍占主导 ;第三 ,形成初具规模的工厂制度 ,雇佣工人达到数百人。以温比康的毛纺织工厂

为例 ,它拥有 1000 多名手工工人 :梳毛女工 200 人、清毛童工 150 人、起绒工 80 人、剪切工 50 人、

染色工 40 人、漂洗工 20 人等 ;使用机器的纺纱女工 (200 人) 和织布工 (200 人) 约占 40 %。原始工

厂在英国东部地区较多 ,其次在西南地区 ,而在北部尚少⑧。

17 世纪末纺织业在英国工业中所占比重为 30 % ;18 世纪中叶上升到 50 % ;以后基本保持在这

个水平上发展 ,而产值也从 17 世纪末的 700 万英镑上升到 18 世纪的 1300 万英镑。据克拉夫兹最

新估计 ,1700 年至 1831 年间纺织业的实际产量增长率从 0191 %上涨到 2103 %⑨。

到 19 世纪初 ,乡村工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农业史学家认为 ,全英国

的一半农业人口在农闲时参与了工业生产。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已基本完

成 ,几乎每个农民家庭都与工商业生成了关系。农村出现了一批亦工亦农的工资劳动者。因此 ,英

国乡村“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 ,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 ,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17 世纪的兰开

夏正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郡变成以纺织业人口为主的郡。18 世纪初格拉斯特郡的非农业人口已

占 51 % ,具有类似职业结构的郡有十几个 ,说明英国乡村工业化的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

三、英国农村小市镇的协调发展

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农民家庭被纳入早期工业化体系 ,农民的集市和小城镇在经济结构和

职能上出现了协调性的发展。1500 年至 1640 年间 ,英格兰地区的集市和小镇共计 780 个 ,其中三

分之二为农村的集镇⑩。到 18 世纪初 ,根据格里戈利·金的统计 ,这样的小市镇在英格兰就多达七

百个。

这些小市镇最初都是为农民家庭经济服务的 ,它们是农民家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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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网络。这些集市和小镇的分布特点完全与农民的日常交换相联系。为了保证各农户能够进行

日常的剩余农产品交换 ,各镇的集市日子都彼此叉开、互不重叠。而且 ,集市之间的距离颇近 ,农民

可以就近赶集 ,一天来回。这就出现了各郡集市繁多 ,相距很近的状况。如伍斯特郡在 16 世纪至

17 世纪共有 32 个小镇集市相距平均 12 英里 ;从整个英格兰来看 ,这一时期农民赶集的平均距离

只有 7 英里。诚然 ,农民也会长途跋涉去一些城镇的专业市场和年度集会。譬如 ,威尔士的农民必

须以百津汉郡的各镇为中转站把肉牛运送到伦敦 ;海里福德郡各镇的年度羊市集会吸引 70 英里外

的农民来赶集�λϖ 。集市和小镇是农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能是为本城辐射区域的

农村提供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交换市场。因此 ,这种以“保障供给”为主的小市镇 ,是属于农村小市

镇中发展层次较低的类型。

但是 ,由于英国乡村工业化的扩展 ,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易已逐

渐缩小 ,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正在日益扩大 ,同时小城镇的经济结构和功能也出现协调性的

变化。

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兴起一批工业集镇 ,它们是介于村庄集市和大城市之间的过渡形式。它

们一般出现在以下三类地区 :一是集市或港口所在地 ,如利兹和利物浦等原都属于此类集镇。二是

水流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水力漂洗坊所在地往往形成纺织业集镇 ,如肯塔尔、利兹华尔德、

毕斯理等等。三是矿产资源地区。如伯明翰、谢菲尔德均属此类 ,是采矿和冶金等工业使它们发展

成为工业集镇。它们的经济以一项或多项手工业长足的专业发展为特色 ,同时又对乡村工业的初

级产品进行高级和最后的加工。原来作为本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交换市场的职能 ,在这些小

市镇里已降到次要地位。

其次是小市镇成为全国商业市场网点。与乡村工业发展相协调 ,小市镇发展成为适应乡村工

业需要的商业中心 ,承担起向外输出本地产品和调进原材料的职能。这些小市镇的商业职能不仅

仅是面向农村 ,而是成为本地区与外界经济联系的商业网点。

例一 ,图克斯里伯原是粮食贸易中心 ,17 世纪又发展为本地针织产品的集中地 ,并将工业产品

沿塞文河运到布里斯脱尔出口。

例二 ,萨默塞特郡东部的布鲁顿和温坎顿两个小镇 ,负责向四周从事毛纺织业的近七千农村人

口提供粮食 ,这些粮食多是从外地运进的�λω。

例三 ,兰开夏鲁齐代尔镇的商人鲁笛家庭从事呢绒产品的运输 ,从中牟利。1644 年至 1650

年 ,鲁笛家庭从该镇发往伦敦的呢绒共计 5119 匹 ,同时又从伦敦和其他市调进大批羊毛。

在这些市镇里 ,店铺零售商业也随之兴旺 ,成为小市镇商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以往的交易市场

发展为各种专业市场 ,是国内市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工业革命前夕 ,这些城镇都拥有农副产

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专市 ,如粮食市场有九十六个之多 ,纺织原料及产品的专市有五十多个�λξ。

第三种协调性发展表现为新兴城镇取代古老城镇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由于乡村工业

的发展 ,许多古老城镇面临新兴城镇的挑战。如诺里奇原是英国一大地方纺织工业城市 ,却因大批

城市纺织工人向城郊和外地转移而衰败。考文垂、温切斯特、南安普顿、埃克塞特、赫尔福德等城镇

的情况都一样萧条凋零。故亨利八世政府的档案记载 :“王土之上 ,大小城镇 ,乃至属地 ,皆已败

微。”�λψ与此同时 ,一批新的工商业城镇却在农村崛起 ,取代老城镇的经济职能 ,成为现代工业和商

业城镇。如利兹、伯明翰、曼切斯特、歇非尔德就是乡村工业化中涌现出来的新兴工业城镇。它们

一开始就是手工业城镇 ,又成为该地区对外联系的中心 ,当然同时也具有为本地农村服务的工商业

职能。

英国小市镇的发展无疑加速了早期英国现代化的经济一体化过程。这些小城镇都具有双重特

点 :一方面 ,小城镇的工商业职能主要面向周围乡村 ,就必然由农民社团构成经济生活圈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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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小城镇具有工商业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职能 ,故在本质上又是工商业实体。这种双重特点决定小

城镇是连接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最主要桥梁 ,也是两种社会的交汇点。小城镇的吸引区域较小 ,

与乡村发生直接联系。早期现代化中经济一体化过程需要这些城镇作为城市商品经济的触角 ,把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乡村的每个角落。更重要的是 ,小城镇与乡村所构成的经济生活圈具有

一定的整体性。小城镇是这个经济生活圈的核心 ,它的繁荣和变化对周围乡村发生直接影响 ,把农

民家庭经济纳入工业化的进程。

英国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过程 ,给后起工业化国家提供了借鉴的经验。第一 ,由小

城镇为核心而形成的经济生活圈有一定的封闭性 ,其工商业经济关系对乡村农本经济渗透极为缓

慢 ,往往需要外部的刺激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活力。一旦接受了外部的刺激 ,小城镇便能引发乡村地

区的社会经济革命 ,从而出现乡村工业化、农村农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部门的商品经济化。第

二 ,乡村工业化要体现特色 ,农民经济要向农场经济发展 ,就必须依赖小市镇这一工商业网络点 ,不

断发展同外部的联系。因为只有小城镇作为乡村经济生活圈的核心地位 ,能使其带领这个经济圈

改变乡村社会的性质 ,参与现代工业化社会。最后一点 ,英国工业革命前 ,乡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 ,乡村经济仍居主要地位 ,其城镇的工商业发展水平远不如欧洲大陆主要国家 ,然而 ,17

世纪以后英国一跃成为欧洲工商业强国 ,全靠乡村工业化与小市镇的协调发展 ,把整个农村经济逐

渐纳入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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