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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２００９年初，开始撰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中国企业

发展历史的著述，在国外，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有一本美国企业发展史。现在，
尽管有了几本关于企业发展历史的著述，但是，仍然缺乏反映企业组织本身
发展历史的著述。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企业本身认识的不足和企业理论研究
的不足，在国外，人们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视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细胞
的企业的研究，企业理论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 “暗箱”，对于社会微观
经济组织本身的研究，同样也是国外经济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在中国，大
大小小的、各色各样的经济组织存在了几千年，我们也发展了几百年的近代
企业，而我们也同样忽视了对于企业的研究。以前，基本上没有关于微观经
济组织的理论和企业理论，这种理论上的滞后，不仅使人们不能客观地分析
社会经济组织的发展历史和企业的发展历史，也不能客观合理地分析各种经
济组织和各种企业的利弊得失，它成为经济实践中饱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２０世纪末，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给人们提供了从各
个方面观察和认识企业的条件和机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企业的
观点和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在某一个方面对现代社会经济组
织的特征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些理论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经济组
织进行观察得出的结果，很少有反映社会经济组织内在联系和企业内在联系
的理论，因此，他们对于分析和研究社会经济组织以及企业本身，分析和研
究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的利弊得失，分析和研究社会经济组织和
企业成败兴衰的内在原因的作用非常有限。

本书的一位作者前期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企业理论的著作 《企业运行
论》，在此书中，作者对企业的本质、企业内在联系以及由这种内在联系所决
定的企业社会特征和行为倾向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现在就试图用这种理
论来分析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与演进历程，主要基于如下三点：其一，这套
理论对于研究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内在的优缺点及其兴衰的原因比较适
用；其二，中国的企业走过了太长和过于曲折的发展道路，有必要进行历史
经验的总结；其三，当时还没有系统研究中国企业发展历史的著作。

企业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组织呢？在近代社会，由于人类在经济方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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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对在这种成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社会经济组织，即
企业也备加关注。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对企业下了许多大同小异的定义，这
些定义都是人们站在社会的角度，对企业组织的外部特征进行的描述，它们
突出了经济组织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特点和盈利性特点，有一定的根据，
也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被称为
企业的社会经济组织有着旺盛的内在生命力，只要社会给它生存权，就可以
不依赖任何外来支撑和扶持就可以比较兴旺地生存和发展？为什么有的也被
称为企业的社会经济组织，则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它们只有依赖另一个社会
组织，在这个社会组织的扶持和支撑下才能勉强地生存和发展？它们也无法
解释为什么有的被称为企业的社会经济组织，能通过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增
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为什么有的也被称为企业的社
会经济组织，则只会吞噬社会财富，成为社会的包袱？它们更无法解释为什
么有的被称为企业的社会经济组织能在经济竞争中越战越强？为什么有的也
被称为企业的社会经济组织则根本无法面对真正的竞争，离开了人为的垄断
地位，它就无法生存……在这一切问题上，除过经营者本身的原因之外，存
在不存在经济组织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告诉我们应该发展什么
样的社会经济组织？应该怎么样来发展社会的经济组织，怎么样来组建和发
展社会的企业？

我们对企业的分析是从经济组织内在联系入手的：任何社会经济组织，
只要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它就必然有劳动者；而任何劳动者的劳动，客观上
都需要指挥和协调，一个劳动者独自进行劳动，他是由自己对自己的劳动行
为进行指挥和协调，多个劳动者进行共同劳动和协作劳动，客观上就需要有
专门的指挥协调者，这个指挥协调者就是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者；并且，任
何社会经济组织，只要存在和使用生产资料，客观上就有生产资料所有者。
在社会经济组织中，这三者的存在，有的表现的直接一些，有的表现的曲折
一些，但是，他们的存在则是客观的。

单纯的经营管理者和单纯的一般劳动者进行劳动，是为了得到劳动报酬，
得到他们自己和自己家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消费资料。单纯的生产资料所有
者提供资金和财产，是为了自己提供的财产能保值增值，并带来资金收益。
这三者都希望在经济组织中尽可能充分地实现自身利益。为了维护和实现自
身利益，这三者的任何一方都需要其他两方的存在和合作，为了充分实现自
身利益，他们又需要对其他两方的利益和要求进行一定的抑制。他们之间的
这种互相依赖又互相争夺、互相作用的关系和联系，构成经济组织的内在机
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决定着经济组织的方方面面。生产资料所有者、经营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者和一般劳动者互相依赖、互相争夺和互相作用的关系和联系的正常有序的
进行，是经济组织内在生命力的源泉，是经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的源
泉，是经济组织内在约束体系作用的表现，是经济组织合理处理内外一切事
务的根据。如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不能正常有效地进行，任何一方的
利益和要求被忽视，不仅上述一切都要出问题，而且经济组织本身的生命力
也会受到挑战。

我们根据生产资料所有者、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是否
直接在具体经济组织内部完成为根据，把社会的经济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
经济组织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和联系直接在具体的
经济组织内部完成，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类经济组织是独立的经济组织，
它不需要依属其他任何社会组织而独立存在；另一类是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
所有者是通过另一个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发生关系和
联系，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组织就是这个社会组织的内部组织、下属组
织，充其量也只是对这个社会组织具有依属性，但同时又保持一定独立性的
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在独立的经济组织中，生产资料所有者、经营者和一
般劳动者直接发生关系和联系，经济组织内在机制出问题的可能性小一些。
在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中，生产资料所有者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与经济组织
的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发生关系和联系，这种关系和联系在实际上被扭曲的
可能性大一些，因此经济组织内在机制出现缺陷的可能性也就大一些。

那么，企业又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组织呢？从广义上来说，企业是指近
代社会的规模比较大的社会经济组织。从狭义上来说，在自然形态上，企业
是采用近代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经营的规模比较大的社会经济组织；在社会形
态上，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之所以我们说狭义上的企业在社会形态上是
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是因为这类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经营者和一
般劳动者的关系和联系直接在经济组织内部完成，从而决定了这类经济组织
真正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社会特征，而人们把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看成是企业的社会特征。

在近代社会的，同样是采用近代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经营的，规模比较大
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它们属于企业的范围，从
狭义的角度来看，它们不是真正的企业。之所以说它们不是真正的企业，是
因为经济组织生产资料所有者通过其他社会组织迂回曲折地与经济组织经营
者和一般劳动者发生关系和联系，而任何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权本质上属于
生产资料所有者，经济组织盈亏后果责任最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承担，经
济组织的内在约束体系必须在存在生产资料所有者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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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成立，经济组织的发展也只能在生产资料所有者直接或间接作用下才能
实现，于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类经济组织的经营权来自于它依属的那
个社会组织的授予，经营权的范围一般是很有限的，经营权的行使不能不受
到它所依属的那个社会组织的约束，经济组织盈亏后果责任的承担关系也要
向它所依属的那个社会组织延伸，经济组织的内在约束和经济组织的发展也
要依赖它所依属的那个社会组织来实现，于是，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不可能
真正表现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社会特征。作为依
属于另一个社会组织而存在的经济组织，它充其量只能构成某企业的一个组
成部分，诸如分公司，它本身不构成完整的企业。

作为中国企业发展史，首先，它要叙述的仍然是广义的企业的发展史，
这是因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近代社会的规模较大的独立的经济组织与相对
独立的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许多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往往是独立
的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诸如，企业和它的分支机构，总公司和分公司。在
经济活动中，一些独立的经济组织被其他社会组织所兼并，作为这个社会组
织的下属经济组织存在，它就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而
一些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通过产权制度改造和重组，则有可能成为独立的经
济组织。并且，在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发挥着不容忽
视的作用，在我们中国尤其如此，它们一度是社会上绝大多数经济组织的组
织形式，离开了对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的反映，中国企业的发展进程就会显
得残缺不全，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片空白。但是，明确狭义上的企业的规定
性也是必要的，它对我们分析中国企业的兴衰原因非常有用。

其次，企业是社会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组织的存在没有行业的限制，企
业史涉及的范围也就没有行业的限制。尽管近代企业最早是从工业领域产生
的，企业的发展也以在工业领域的企业的发展最为显著，但是，随着工业企
业的产生和发展，它的产品把近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带到了各行各业，工业企
业的组织形式也影响了各行各业的经济组织，在各行各业中都存在着采用近
代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经营的规模较大的经济组织，于是，社会就不仅有工业
企业，还有商业企业、金融企业、运输企业、建筑企业甚至农业企业等等，
于是，对于企业史的叙述，就不仅要反映工业企业，还要兼顾其他行业
的企业。

再次，中国企业发展史不仅要涉及在中国国土上存在的使用中国籍资本
的企业的发展历史，而且，也应该包括在中国国土上存在的使用外籍资本的
企业的发展历史，这些企业，我们现在称它们是外资企业，在以前，中国人
称它们是外国企业。可是，存在于中国境内的这些所谓的外国企业，它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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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资本并不一定全部是外国国民的资本，许多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国人
的资本，它们使用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和管理人员，有的企业中，甚至高层管
理人员中也有一些中国人。这些企业的原材料来源和产成品销售也主要依赖
中国市场，它们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款，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对纯粹使
用中国资本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必要性和
巨大的好处，我们称其为外国企业是极不恰当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发展
历史，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中不能不占有一定的位置。

复次，就是作为展示企业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发展历史的著作，它侧重于
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共性的展示和分析。不论在封建主义，或者在资本主义
及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不论是什么性质的，被人们称之为企业的社会经
济组织，它们的自然形态都是极相似的，都是利用近代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经
营的规模较大的经济组织，在内部存在着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在外部存在着
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且，它们的社会形态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都存在生产
资料所有者、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三者的对立和联系，都存在如何解决和处
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问题，处理得好，企业就兴旺，处理不好，企
业就不容易合理地生存和发展，这一切，就是它们的共性。当然，它们也有
个性，它们的个性仅仅只是，在处理生产资料所有者、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
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企业所面临的社会条件有所差别，
对于这些属于个性方面的问题，在企业发展史中，也要实事求是地展示其利
弊得失。

最后，现在的社会，相对于历史上的社会，存在着继承性，现代社会的
被我们称之为企业的社会经济组织，相对于历史上的近类经济组织，在组织
特点和面临的社会条件等各方面也存在着继承性。为了展示今天的企业在组
织特点以及面临的社会条件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对历史上近类经济组织的发
展历史进行一定的追溯。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
始终存在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与近代企业类似的经济组织：它们拥有一定数量
的资金和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并且，广泛地使用着雇佣劳动；它们的内部存
在着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它们集中地进行着某种产品或某几种产品的生产和
经营；它们有的是按照政府的指令，为满足政府的需要而生产，有的则是为
了追求利润，根据社会需要而进行生产和经营，是典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
它们与我们现在的被称为企业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区别，可能主要是生产力水
平方面的区别，一个使用手工生产技术，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另一个使用近
代科学技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它们身上的某些特点在今天的企业身上依
然存在，它们在当时所面临的社会条件的某些方面，今天也在一定程度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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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以，以研究社会经济组织的发展演变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企业发展史，
非常有必要对近代企业产生以前的近类社会经济组织的发展历史进行一定的
追溯。

中国社会具有非常好的发展近代企业的条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有着比较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历来都比较发达，中国的社会经
济水平和商品经济水平在历史上也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
就出现了商业城市，而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出现近代企业的欧洲到公元９世
纪才有了商业城市；中国的小手工业生产技术也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许多小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采用，中国比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发展近代企业的英国早
几百年，有的早一千多年；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一直拥有自己人身的自
由支配权，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最早进行了工业革命、出现
了近代企业的欧洲则在距今八九百年以前，才开始逐渐地让农奴赎买封建义
务，获得人身自由，成为自由劳动力；中国社会也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内部
实行着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进行商品生产和经营的规模比较大的经济组织。
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组织则没有率先过渡为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的经济水
平和科技水平也因此在近代逐渐落在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后面。这个历史的经
验教训到底是什么？

在近代，当中国人意识到了落后，从国外引进技术，学习国外企业的外
在形式，创办起近代企业，试图奋起直追时，中国人的努力数度事倍功半，
中国人的奋斗数度遭到严重挫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才逐渐走
向繁荣，中国的企业才逐渐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又是
什么？

中国企业发展史，就是要通过对于中国企业的这一曲折发展历程的展示，
客观地反映中国企业在这个历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过去，以
利于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涉猎面有限，在内容
体系方面，有的地方可只算是搭起了一个框架，有的地方甚至连框架都存在
缺陷，在引用史料和思想观点方面，难免有不足和谬误之处，敬请读者对书
中的缺点和错误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正。

江西平　朱七光

２０１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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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历史上规模较大的经济组织的发展

（１８６０年以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除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外，超越家
庭界限的规模比较大的社会经济组织也大量存在，主要集中于小手
工业和商业领域，这些经济组织有国有官营的经济组织，也有民有
民营的经济组织。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出自于政治和经
济方面的需要，基本上都在断断续续地用行政权力支持和保护国有
官营经济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用行政权力打击和限制民有民营经济
组织。这种一保一打，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异常缓慢，使中国的
科技水平发展也异常缓慢，最终丧失了在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建
立在小手工业生产技术基础上的这些规模较大的经济组织向近代企
业的演变道路也显得异常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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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较大的经济
组织发展概况

　　自从原始社会没落，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
经济组织，主要从事农牧业经济活动，有一些也附带地从事一些手工业和商
业方面的经济活动，经济组织的成员一般是家庭成员，规模极其有限。同时，
在手工业、商业以及其他部门中，也存在着一些突破家庭界限的、规模比较
大的经济组织，这些经济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组织的生产资
料属于国家，由政府官员以政府的名义直接进行经营管理，这一类经济组织
在习惯上被称为官营经济组织，实质上是国有官营经济组织；另一类，经济
组织的生产资料属于某个家庭，由家长进行经营管理，实质上是民有民营经
济组织，那些由官僚们个人出资，由官僚们自己直接经营的经济组织，在组
织形态上也属于后一类经济组织。在中国历史上的突破家庭界限的、有一定
规模的社会经济组织，主要是国有官营经济组织和民有民营经济组织。

　　第一节　秦汉时期以前的小手工业和商业
经济组织

　　大约五千年以前，古人就开始进行陶器与铜器的制造。河南偃师县二里
头出土的青铜铸造的工具反映了公元前两千年的夏朝人已经掌握了一定水平
的铸造工艺技术。

到了商朝，已经有了铸铜、陶器、刻骨、纺织、木器等小手工业。殷是
商代后期的青铜制造中心，在安阳小屯发现的铸铜遗址，总面积至少在一万
平方米以上，出土的陶范达三四千块①。当时，已能铸造巨型青铜器，如安
阳武官村出土的商朝司母戊鼎，通耳高１３３厘米，横长１１０厘米，宽７８厘
米，重达８７５千克，乃世界古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宝。晚商陶瓷工艺水平也有
提高，纺织技术亦有进步。

到了周朝，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青铜工业和初步发展的兵器工业。到春

２

① 《考古》，１９６１年第２期。



秋晚期，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冶炼纯铁的技术，开始制造和使用铁制工具。
战国时期，仅有记载的已经开发的铁矿就有三十六处，史籍中对铁的记载比
较多，《管子·海王篇》中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
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
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国语·齐语》
中记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属，试诸址土。”

陶器、铜铁工具以及兵器的制造，需要若干人的分工协作，共同劳动，
因此从事生产的经济组织一般来说是突破了家庭界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经
济组织。古籍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载：“使童女
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并且，从技术经济方面来
说，规模越大，效率越高，效益越好。

商业方面，自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开始，独立的商业活动实乃
必然。到春秋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也开始活跃起
来，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以便实行霸业，便推
行了一些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使商业活动空前活跃，有学者认
为当时的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齐国本为斥卤之地，人口又少，但自太公劝 “女功”，通渔盐，则 “人物
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服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①；郑国地
处东西交会之地，以善商闻名；东南越国，勾践用计然、范蠡之计，实行
“农末俱利”政策，鼓励商业、手工业，越国因此富强。一些城市也由于商业
活动的频繁而颇为繁荣，诸如 “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中原商业都会洛阳，
“车罄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
扬”②。临淄，以及邯郸、陶等著名的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的出现，比欧
洲早了一千多年。

小手工业中，规模较大的经济组织可能主要是官营的。战国时期，各诸
侯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县，基本上都设有管理手工业经济组织的机构，即
所谓的 “工商食官”，之所以说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经济组织主要是官营的，原
因有二：其一，从生产角度看，当时规模比较大的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铁、
铜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及加工行业，当时已有人提出 “官山海”的主张，即把
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政府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具有便利条件，政
府也有条件调集技术力量，集中人力和物力来从事比较集中的生产，齐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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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说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就是政府
集中大量的手工业者进行集中生产的真实写照；其二，从商品需求角度看，
铜、铁以及由此而生产出的礼器、兵器的主要用户是政府、王室和诸侯；其
三，当时社会是自然经济社会，一方面，人们主要依靠自己的生产来满足自
己需要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欠发达，也缺乏通过市场满足政府
需要的社会条件，更何况，对于兵器等军需产品的生产，对于王室专用产品
的生产，政府出自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一般不允许民间经济组织染指，政府
大量的进行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就是必然的。政府举办的从事小手工业生产
的经济组织，一般都突破了家庭界限的经济组织。

在民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手工业较多，行业分布较广，但突破家庭界
限的、规模较大的经济组织也大量并存，赵国卓氏 “用铁冶富”、宛孔氏梁人
“用铁冶为生”，① 其余没有记载的分布于冶炼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民营经济组
织为数也不少。

在商业部门，官营商业也是存在的。在西周，有地官质人主持市上的交
易。春秋时的 “工商食官”说明政府不仅征收商税，也经营商业，赚取商业
利润。官办小手工业经济组织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以及由于征收实物租税而
带来的必须在市场上解决实物租税结构和政府需求结构之间矛盾的现实需要，
都要求政府经营商业。魏国李悝根据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负担及开支的分
析，认为农民在一般年景都在亏损，还不包括 “不幸疾病死伤之弗”和额外
赋敛，为了防止农民破产，稳定农业生产，李悝提出 “平籴法”，即丰年由政
府大量收购粮食，灾年由政府平价大量出售粮食，“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
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②。这种主张和实践，
成为平仓制度的依据，说明当时政府也在从事粮食的买卖。

民营商业当时要发达得多，但大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商业经济组织，
也有一些拥有规模比较大的商业经济组织从而较有名气的大商人。郑国商人
弘高，因犒赏秦师，以便拖延时间，传递秦兵入侵消息的故事而闻名，弘高
绝不是一个小打小闹的小商人。范蠡在政治上功成名就以后，离开越国，到
“陶”这个商业城市经商，成为这个城市的著名富商，被称为陶朱公。孔子的
弟子子贡，善于经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
庭与之抗礼”③，这些商人经营的商业经济组织肯定都是有一定规模的。

４

①
②
③

《汉书》卷９１，货殖列传。
《汉书》卷２４，食货志。
《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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