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1999 年第 2 期 ECONOM IC　REV IEW　No. 2 1999

论英国、法国工业化期间

农业部门就业与产值比重的变化及其影响

石景云

　　目前, 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 出

现了二元经济的情况。所谓二元经济是指, 一国在推行工业化与

现代化的过程中, 工业等部门已逐步地基本地转到运用现代机

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的基础上,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 工业产值在

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逐步增大; 而农业生产则仍停留在基

本上使用手工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的情况下, 在农业生产一定的

增长速度下, 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下降, 然而,

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则下降得不大, 城乡间的

差距缩小得很缓慢。这种情况成了有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与

现代化过程期间经济发展中需要很好处理的一个很棘手的问

题。

为了扩大了解, 现对英、法两国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期间农业

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和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两者的变化进行一些分析。

一、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产值比例的变化

所谓工业化就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

业等) 中逐步以现代机器劳动工具替代原先的手工劳动工具以

进行它们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英国是在 1780ö89 年间开始其工

业化与现代化到 1850ö60 年间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 而后继续

向前发展。法国是在 1830ö40 年间开始其工业化与现代化到

1880ö90 年间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 而后继续向前发展。

　　从表 1、表 2 的材料中可以看到, 英国在工业化过程期

间, 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和农业产值在国内生

产净值占的比例两者的变化, 基本上是同步地下降的。

现再看看法国的情况。

在 1835ö44 年间, 即法国刚进入工业化时, 农业产值占国民

产值的 61% , 而到 1905ö13 年间, 即法国刚实现了基本的工业

化后不久, 农业产值占国民产值的比例降为只占 40%。①

那末, 在法国工业化期间,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

的变化又为何呢? 表 3 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

现在先看看英国工业化期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

的比例和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例的变化 (参见表 1、

表 2)。

表 1 英国 1801- 1861 年农业劳动力和工业

(制造业、矿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 (% )

1801 1831 1861

农、林、渔 3519 2416 1817

制造业、矿业 2917 4018 4316

　　资料来源: 菲利斯·迪恩和W ·A ·科尔:《英国经济增长 1688-

1959, 趋势与结构》, 142 页, 英国, 伦敦, 剑桥大学出版

社, 1969。

　表 2　大不列颠农业、工业在国内生产净值中占的比例 (% )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份额)

1801ö11 1851ö61

农业 3411 1915

工业 2211 3613

　　资料来源: 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文版, 151 页,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1985。

表 3　 　法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 (% )

1830 1851 1856 1866 1881 1891

农、林、渔 70- 73 6414 5113 4918 4717 45

　　资料来源: 罗杰·普赖斯:《现代法国经济史, 1730- 1914》, 英文版,

麦克米伦出版社, 168、169、225 页,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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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材料表明, 法国在工业化过程期间 (1830ö40- 1880ö90) , 农

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的下降情况和农业产值在国

民产值中占的比例的下降情况, 两者基本上是同步的, 没有出现

二元经济的情况。

那末, 英、法两国在工业化期间何以能这样呢? 其重要原因

是, 他们在工业化开始时, 大、中型农场在农业生产中已占有相

当大的比例。因此, 农业生产能随着工业化的整个进程也逐渐地

以机械劳动工具来替代手工劳动工具, 从而在保证农业生产一

定的增长速度下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可相对地大为减少, 使

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有较大的下降。

英国在 1830 年后, 英格兰农业生产中相当一大部分是由占

地 100 至 500 英亩的大租地农场主生产的。在 1830 年左右, 大、

中型农场拥有的土地面积占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可耕地一半以

上②。全国的大部分农产品是由中型农场生产的。

英国在 1830 年后, 就有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用于农业生

产, 到 1860ö70 年间, 农业部门已普遍以蒸汽作为动力③, 也就

是说, 到此时农业部门已初步实现了机械劳动工具取代手工劳

动工具的过程。

正是由于英国在进入工业化时, 中型和大型农场已是农业

生产中的主导力量, 因而农业就能与工业一样逐步地用机械劳

动工具来替代手工劳动工具, 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基本上实

现了这个替代过程, 几乎是与工业生产上的替代过程同步地完

成。因此, 英国在工业化过程期间就没有出现过二元经济的情

况。

那末, 法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法国在进入工业化的前夕, 拥有相当数量土地的中型农场

在农业生产已居于重要地位。在 1826 年, 占农户 10% 的中等土

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占总耕地的 4614% , 每户平均拥有土地 23

公顷, 占农户 016% 的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占总耕地的

2018% , 每户平均拥有土地 273 公顷④。这就是说, 法国在进入

工业化的前夕的 1826 年, 6712% (4614% + 2018% = 6712% ) 的

耕地是中等和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顺便指出, 大土地所有者一

般自己并不直接经营农业, 而是将土地租给租地农场主从事农

业经营。例如, 在阿基坦大地产以谷物分成制为基础, 划分成 25

- 40 公顷大小的出租田, 租给租地农场主从事农业经营。

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法国农业生产的技术也逐步进

行改进。

在 1840- 1870 年期间, 农业生产的某种专业化出现了。在

此同时, 使用的劳动工具的改进也发展了。在 1852 年和 1862 年

间, 马拉犁的播种机及第一批马拉脱粒机开始在卢瓦尔——歇

尔流行。1873- 1882 年间摊晒机、收割机、经过改良的割草机和

脱粒机出现了。在 1887 年, 法国有 35000 台收割机。此外, 矿物

肥料的应用在 1850 年后也逐渐普遍了。

由于机械化和矿物肥料的应用要求资本, 这要在较大规模

的农场下应用才较有利, 这就促使农场规模的扩大。法国在实现

基本工业化的 1892 年, 拥有土地 40 公顷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占

总耕地面积的 47% , 有 10 - 40 公顷的农户占耕地面积的

30% ⑤。这就是说, 法国到实现基本的工业化时, 农业生产已完

全是由面向市场有着一定的机械化程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大、

中型农场所主宰了。

由于法国从进入工业化之始, 农业生产就主要由中型土地

所有者的农场起着主导作用, 因而他们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

就较易于顺利地采用当时出现的农业机械, 这样就使法国的农

业在生产足够的农产品满足整个人口需要的同时, 可以有相当

数量的农业劳动力移出农村到城市从事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的工

作。这样就使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与农业产值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基本上同步地下降, 因而未出现二

元经济的情况。

二、英、法在进入工业化时大、中型农场的发展

英、法两国在进入工业化发展以前曾有一个相当长的工场

手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在这个发展时期, 以租地农场主为代

表的占有颇多土地、面向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

也获得相当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法国重农学派就

是法国租地农场主资本主义经营的理论代言人。这就是说, 在

英、法两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前, 土地已有一定的集中, 许多农场

已有一定的规模,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已有一定的

下降。如英国在 1750 年, 农业劳动力已只占全部劳动力的

45% ⑥, 法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已由 1700 年的

80% , 降为 1790 - 1815 年的 75% , 再降为 1830 年的 70～

73%。⑦

自然, 英、法两国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的下

降, 这是个很长的发展过程的结果。

现对英、法两国分别地进行些分析。

到 14 世纪末时, 英国当时仍纯粹地是个农业国, 在 15 世纪

过程中, 英国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并成了制造产品的重要出

口者, 由主要出口羊毛变成主要出口羊毛织成的布。 1450-

1547ö53 年期间布的出口增长了三倍。

为了满足纺织厂对羊毛的需要, 就出现了圈地运动以发展

养羊业。1450- 1520 期间为发展养羊业的圈地运动, 在整个十

六世纪一直继续着, 到十七世纪初 (1607)达到最高点。据估计在

1455 至 1607 年间共圈了 50 万英亩土地。

由于继续进行圈地把一部分农民赶出土地和由于城市中工

业生产的比例增加, 在伊丽莎的女王统治时期 (1558- 1603) , 乡

村人口下降了。

一方面养羊的牧场需较多的土地, 同时城市发展对农产品

需要的增加, 这就促使了租地农场主由小农场变为较大的农场。

在 16 世纪 40 年代后出现了土地市场的繁荣, 相当大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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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了手。在 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 失去土地的是许多小农场主,

他们拥有的土地太少不能依靠利用市场来获利, 同时又没有资

金来增加拥有的土地数量。这些人失去土地后成为农场佣工或

去城市谋生。

16- 17 世纪初, 租地农场主的耕地, 可能从 30 英亩到 200

英亩, 而牧场可能有几百英亩。在 1645 年, 累斯特郡的典型农场

占地达 100 至 200 英亩⑧。从 16 世纪后半叶起, 经济力量的作用

已使英格兰的某些部分, 从事农业的目的在逐渐改变, 为市场进

行生产取代了主要为本人家庭消费的生产。

到 17 世纪末, 租地农场主和农场主在农户中已占了相当大

的比例。比如, 在 1688 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户总计为

730 000户, 其中租地农场主和农场主为330 000⑨户, 后者占前

者的 45% 多一些。这表明, 到 17 世纪末, 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将

近有一半的农户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在 1688 年, 英格兰与威尔

士的总人口为5 500 520人, 而农业人口为3 030 000βκ人, 后者占

前者的 5513%。在 1688 年的国民收入中, 农业生产的占 40% ,

工业生产的占 21% βλ。这些都说明了, 英国在 17 世纪末, 农业劳

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就已有相当大的下降, 农民生产

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也已有相当大的下降。

为了有利于为市场生产的农场扩大规模以便更有效率地进

行耕种, 在 18 世纪 19 世纪 40 年代, 英国又进行了许多次的圈

地运动。1700- 1760 年, 圈地 237 845 英亩; 1761—1801 年, 圈

地2 428 721英亩; 1802- 1844 年, 圈地1 610 302英亩, 总共达

4 276 868英亩βµ。圈地的结果是, 到 19 世纪中叶敞地和公地已

完全消失。这使小屋农和无地农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他们中的

许多人不是沦为农业工人就是离开土地到别处去谋生。

经过 16、17 世纪的发展, 在 18 世纪, 英国农业生产的实际

控制权越来越集中到富裕的租地农场主手中。到 18 世纪中叶,

这一制度已根深蒂固, 许多英国人已把这一现象视为正常的社

会秩序。

同时, 在 1650- 1750 年期间, 农场和地产的规模也增大了。

例如, 在斯塔福德郡, 在 1724- 1764 年期间, 超过 100 英亩的农

场, 增加了 44% βν。

到 1750 年, 在英国, 农业劳动力已只占全部劳动力的

45% βο。约在 1770 年, 农业生产了国民收入的 45% , 制造业、矿

业、建筑业生产了国民收入的 24% βπ (英国在 1770 年农业生产

的国民收入占的比例大于 1688 年的, 其原因可能因苏格兰在

1707 年后与英格兰合并, 而苏格兰生产中农业占的比例大于英

格兰的, 因而合计后在 1770 年农业生产的国民收入占的比例大

于 1688 年所占的)。

可见, 在 18 世纪末, 也就是英国在进入工业化时, 已是占地

较多规模较大面向市场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农场, 为商品农产品

市场生产了最多的农产品。

现再对法国的情况进行些分析。

法国的农业大约在 1720 年至 1756 年期间在大多数地区才

开始有较快的变化。在 1726ö41 至 1777ö89 年期间, 由于需求的

增加和巴西与墨西哥黄金的流入, 小麦价格上升了 50- 60% βθ。

小麦价格的上升刺激了农场主的生产面向市场, 鼓励了他们更

广泛的参予为市场的生产。

通货膨胀和对奢侈品的爱好的增加两者连在一起, 使许多

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通过有效率的种植和管理他们的地产以便

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经营收入, 这些也刺激了土地所有者不是

为了个人和家庭消费而是为了面向市场进行生产。

肉类价格的上升在许多易于进入城市市场的地区鼓励了牧

业农场的发展, 这就促使了扩大农场规模, 因为只有较大规模的

农场才能饲养商业化的奶牛群。

农场主面向市场进行生产, 在把产品销售出去以后经常可

获得一定的利润, 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鼓励了农场主商业

的习惯并刺激了经营的更有效率的组织。同时, 加上当时的自由

思想家的影响, 到十八世纪中叶法国面向市场商业化的农业就

大为发展。

要从事为市场的商业化的农业生产, 农场的规模就需扩大。

为满足这一要求在大革命前法国在许多地方都被授权进行了圈

地活动。例如, 1760 年在洛林等地, 1767 年在上诺曼底等地,

1769 年在鲁西茶, 1770 年在朗格德克βρ。类似地, 把公有地分

掉, 清理荒地以及汲干沼泽也受到了鼓励。这些都便利了商业化

农场的耕地的扩大, 有利于了他们面向市场进行资本主义方式

的经营。

1789 年大革命后, 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 土地买卖

的自由, 更方便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

从 18 世纪 20 年代至 19 世纪 20 年代, 随着面向市场按资

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商业化农场的发展, 法国农业劳动力在全部

劳动力中占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由 1700 年的 80% 降为 1790-

1815 年的 75% , 到 1830 年再降为占 70～ 73% βσ。在这个发展过

程中, 有一定规模面向市场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农场, 就成为法国

农业生产中提供商品农产品的主要力量。在法国进入工业化前

夕的 1826 年, 中等土地所有者计663 300户 (为土地所有者总户

数的 10% ) , 拥有总耕地的 4614% , 平均每户拥有土地 23 公

顷。βτ 这就是说, 法国在进入工业化时, 差不多有一半的耕地是

集中在面向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农场主手中。这样的情况, 就

便利了农业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场规模的继续扩大并随着工

业化的前进农业也逐渐地实现初步的机械化, 同时生产出能满

足全社会所需要的农产品。这样就使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

中占的比例的下降和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的下

降两者基本上能同步, 没有出现二元经济的问题。

三、由小商品生产的农户转为面向市场进行

商业化生产的农户的社会经济影响

　　由仅拥有或使用不多的土地生产主要为了家庭的消费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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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向拥有或使用较多土地生产是面向市场从事商业化经营以

获取利润的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场, 就会有一定数量的小农

被迫离开土地。这些被迫离开土地的小农, 在资本主义经济下,

有的沦为大、中型农场的仅能获得很微薄工资的农业工人, 有的

则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 有的则不得不移居到国外去谋生。

不列颠的小佃农和农业工人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付出

了代价。他们陷入了贫困, 且贫困有增无减, 在英国资本主义农

业发展过程中, 为数众多的小农和农业工人怀着对地主、教区牧

师的憎恶和憎恨不得不离开了农村。虽然在 18 世纪后半叶至

19 世纪上半叶, 英、法两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都超过了人口增

长率, (当时两国的人口增长率不高, 英国约在年均增长 1% 左

右而法国只有年均增长 015% ) , 即使如此, 两国的工业生产增

长及别的部门的发展, 仍无法把从农业中移出来的人全部吸收

来参加工作。从农村流入城市又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就业的人,

就成了城市中的赤贫阶级。这些人就成了城市激进主义的一个

因素。

在此同时, 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展开, 机器劳动工具代替手工

工具的发展, 使城市中许多手工业破产而成为企业的赤贫者, 从

农村流到城市找不到工作的赤贫者和城市破产的手工业者的赤

贫者, 这两类人合在一起, 就成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 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出现了许多社会改良

和社会革命思想的种种流派, 为空想社会主义等。

由拥有或使用不多土地的小农转变为拥有或使用较多土地

的面向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农场, 除会有许多农民需离开土

地到别的行业进行就业这个问题外, 还对一国现代经济的发展

有着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随着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的形成与发展, 该

国就逐步地形成真正的全国性的商品化的统一大市场。广大的

农村不仅是工业生产的消费品的市场, 而且是工业生产的生产

资料 (农业机械、石油、化肥等)的重要市场。

同时, 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化经营的农场, 方便了现代农业

科学与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因为有许多现代农业科学与

技术要运用于农业生产上, 需要有一定的投资, 需要有较大的载

体, 因此, 有着一定经营规模的农场, 这样的投资所取得成果, 才

能易于在补偿成本下并获得一定的赢利。这样, 农场经营者才会

乐于使用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来进行生产。

再者, 对于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场, 管理情况如何对其经

营成果也将是很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样, 他

们也将需要学习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知识与技能以便把他们的

农场经营管理好, 使其既能生产好又能经济效益好。

此外, 原先在小农生产下形成的有些思想, 如有的地方的重

男轻女思想, 由于在运用现代农业机械生产时, 女劳力与男劳力

可取得同样的效率与成果, 因此重男轻女这种思想也将在现代

化农场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地淡化, 以至最终地改变。

一国在由使用手工劳动工具为主的小农向使用现代劳动工

具为主的大农的转变过程中, 不论其经济制度如何, 都会发生要

把相当数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其它产业部门进行就业的问题。

这是个每个国家在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认真将其处理

好的问题, 以避免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 各个国家在

处理这个问题时一定要有远见, 必须认识到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需要经历好几代人的时间方能完成, 因而一定要逐步地渐进地

来推进。为了有利于处理这一问题, 该国得控制人口增长, 使人

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 在必要时甚至要使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

负增长。由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效果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才能

较明显的表现出来, 因此, 就以这个原因来说, 一国农业现代化

的进程也不能太急, 而应将其时间规划得长一些, 这样就有利于

在较少和较小的波动下来处理好逐渐地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使

其脱离农业转到其它产业部门, 最终地达到整个国民经济现代

化的顺利实现。

农业生产现代化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

生产的逐步现代化, 就会使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

中出现的二元经济情况逐步地得到解决。农村地区对比城市不

够富裕的情况, 才能逐步地根本地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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