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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

第一章导 -'-‘ 

口

江苏地处中国东部，东临黄海，海岸线长达 1000 多公里。长

江东西横贯江苏境内 400 公哩，大运河纵贯南北 500 余公里。自

古以来.江苏人文奎萃、经济发达‘是中医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近

代以来，江苏又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较早且较为发达的地区

之一。因此，研究江苏这种具有区域姓特征的工业发展史，对整个

中国近代工业史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工业化"虽然不

能包捂"现代化"的全部内涵. [EJ 它是瑰代化研究领域中一个十分

重要的组或部分，同时工业化程度也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一项重

要指挥。因此，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史的研究，时整个中国现我化研

究这一宏大课题来说，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O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史上是我们

在系统考察了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加以分析和

客现评价后撰写出来的一部学术专著。在此，有必要首先阐明我

们对考寨研究对象的界定和一些理论问题的基本斑点。

一、对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界定

江苏近代民族工业是我们的考察和研究对象。由于近百年来

江苏有政区划的变更，以及人们对→些术语的不同理解，使"江苏

近代民族工业"的含义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其进仔科学

的界定。

关于"近代工业"的基本定义。"近代"→岗居然是 4个史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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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它与"古1t" 、"现代"、"当代"等具有特定历史时期概念的术语

一样，以此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罚史时期。因此J近代工业"

具有"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这一层含义 c 就"近代工业"的"特定

历史时期"这一层含义来说，它基本上与中自近代史的主F眼相一

致。中国近代史始于 1840 年，止于 1949 年。但是，当 1840 年鸦

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尚未发初，雨中国近代民族工

业真正开始兴起，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就全国范围而言，江

苏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是比较早的，因此，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史的

主酿应当为 19 世纪 70 年代，其 F限与中国近代史一样，为 1949

年 3

"近代工业"固然有"近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含义，但还有

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人类还没有发明动力

凯器，一切生产洁动均由于工操作，即使使用了一些工具，也是以

人力或畜力为动力的。 18 由纪，人类发明 F蒸汽机、葫力纺纱就

等机器，睦后，各种工业发明层出不穷。与前工业化得代和比，人

类的生产方式出现了题时代意义的变革。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

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化不是-个静止的人类文明影态，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

进程，是一个当今世界仍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台为了和工业革命

以前的生产方式梧区别，我的将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方式称为前

工业先时代或子工工场时代， /在l将工业革命以后的生产方式称为

工业化时代。与此梧对应'我{古们i门1将前工1业i生tf化七臼对才代的工业j崭称奇东;为"工场

子王业

"机器工1业i吕监}主γ牛「♂"二C 由 i址吃可见‘"‘近{代t工业"还有人类特定生产方式的含

义O 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标志，就是以机器代替子工、以凯器动力

代替人力。理此，我幻的考察研究琦象是茹 19 壁纪 70 年代至

1949 年期间江苏的民族机器工业c

关于"民族工业"的基本定义。由谓"民族"系指"人们在历史



第一章导言 3 

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

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提据这一基本定

义"民族工鱼"应为人类某一民族自身的工业。然而，几十年来，

人fì1将"民族工业"与"民营工业"等括起来，将"民族资本"与"私人

资本"等同起来，这就造成了掩念的混乱，费"民族工鱼"的、涵义模

糊不清。尽管人fì1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且沿用至今，但这种随意的

等同是不科学、不严谨的。

"民营工业"是相对于"官营工业"丽言的"在人资本"是梧对

于"公营资本"商言的。与此梧对应，中国的"民族工盘"就应该是

梧对于"外国王业"而言的。

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中国有

56 个民族，1ft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已经形成了→个统→的中华民

族。因此，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捂中华民族自己的工业 O 我们认

为，凡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工业，无论是商办的或是官办的，无论

是民营的或是公营的，培属于中国"民族工业"的革畴。同时，中外

合资偌办的工业，只要中方股价占 51 %以上，或虽不及 51 % ， {8 由

中方控股者，同样属于中国"自族工业"的范畴c

关于江苏的行政区划问题。江苏自建省以来，行政区戈4日才有

变动，尤其是在民自时期，这种变动更为频繁。例如， 1927 年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以前，上梅市隶属于江苏省，离京市为江苏省省会。

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苔者~，并从江苏省揭

出，成立南京特别市，同时上海市也从江苏省划出，或立上海特黠

市。上海市从江苏划出后，其周围的崇明、松江、宝山、嘉定等县仍

然隶属于江苏省 C 此外，卖国时期，安徽的萧县、扇山县亦属于江

苏省。这种行政区割的变更，给我幻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c

为方便起见，我音]基本上按照现行的行政区划来界定江苏省的地

⑦ 〈斯大林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段，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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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范围，只是在个躬地方，由于资料的原理，仍然涉及上海等地在。

二、自然经济与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内在联系

江苏近代民族工业，是在西方列强火与剑的武力霞略剌激下，

由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有识之士棋极倡导和努

力F兴起的 C 既然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暂不是人类生产方式正

常、自然演进的结果，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前，也就是前工业化时代，

江苏自然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的兴起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在前工业住时代，江苏的手工业t'!ll 十分发达。早在 2000 多年

前的战国时代，江苏就有了手工丝织业，在江苏吴兴钱三摄薪石器

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摇中即发现家蚕丝纺织品的建片，这充分说明

江苏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ε 明清以来，江苏的手工业又有了进

一步发展，有些行业己与农业分离，于工工场也相当发达。如清)I~

i台十一年(1654 年〉设于南京的"织造衙署" (后更名为"江宁织

造")，有厂房 152 间，至乾嘉年前发展到据有织提 3 万余张，织工

约 20 万人 c①虽然"江宁主只造"艇模庞大，组其产品只是作为宫廷

用品，不进入流通领域，因此它钙然属于封建生产方式的革畴，并

不具备资本主义的性盾。就手工棉纺织业商言，江苏的手工棉纺

织业向来发达，但是这一行业始终没有从农盘中分离出来，一直是

作为农村爵王在西存在的。它掖黝于农业，形成于千万万个分散的

家庭小生产单位，自主而也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贯。

当然，明清时期，江苏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特征的

手工工场。如清康熙年间，苏州即有染坊 64 家，踹布工多达 1 万

余人。这一时期的染坊大多采用自由雇工方式，其产品也进入了

①李蔚然:(试论南京地区的丝织业发展)，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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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领域。尽管这些作坊仍采用于工生产方式，但其中所蕴含前

资本主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O

在 19 世纪以前，江苏一些行业虽然已经出现了具有某些资本

主义特征的子工工场生产方式，{B是从整体而言，这些手工工场与

江苏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我们考察江苏

近代工业兴起她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从原来具有一定资本主义萌

芽特征的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业的典型实倒。

如果我们撒开具体的于工工场租生产方式，而从江苏社会经

济的宏现环境来考察，就会发现，明洁以来江苏的商品经济己相当

发达。商品经济的繁荣表现在农黠产品和子工产品离品位不断扩

大等方面。清代以来，江苏的提食、棉花、蚕丝等农副产品的单位

面积产量己相当高，几乎达到了自然经济条件F的极限。对衣户

来说，农副产品的产量已大大超出了自身的需要，于是，农户出售

多余产品的现象吕趋普遍。农醋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娓道了海通

环节的扩张和发展。在江苏，尤其是在苏南地区，己培育出一批集

贸市场，这些集贸市场的发展租成熟反过来又提进了农产品和手

工产品的进→步商品化。江苏的手工产品以土布、丝绸为大宗。

农户在农闲之时纺纱织布，除满足自身的需要外，还将产品拿到市

场出售，以换取其地日用生活品。江苏的布市主要集中在苏南的

松江、苏州、常熟、太仓、无锡、南京等地。据史料记载，常熟的土

布用之邑者有段，而掘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者常十六，彼氓

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①。明清以来，随着农产品和子工产品商

品化趋势的扩大，商品的流通区域也不仅仅限于黑产地。例如无

锡所产之土布"摆载丽贸于、准、挠、高、宝等处，→岁厨交易，不下

数十百万"②。商品流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那些从农业生产中分

①嘉靖〈常熟县志〉卷囚食货志

(辛黄印:(锡金识/1、录}卷一备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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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来专门从事商品贩运的商人势力进一步如强。商人势力的加

强，一方面便进了离品的流通，另一方面，这些商人在商业贸易中

已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直接投资于近代工

业，转雨成为近代工业企业的业主。

农itl产品、于工产品商品化的扩大，不仅使进了商品的流通和

交接，剌激了市镇集市的发展和繁荣，市且直接影嘀着人们的生

产、生活方式和骨值观念，促使人幻的思维模式出封闭型向开放型

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出小农经济南商品经济转型。以往人们在

论述萌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将吕党

集中在一些具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方面，部忽略了人们头胞

中的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货值现念对整个社会经

济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口商。近代工业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与商

品经济的份值班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那望商品经济原本发

达的堆区，当近代工业开始兴起的时候，无论是人们的观念或是外

在的环境，都容易接受这一全新的生产方式。中国近代的历史也

充分说晓了这一点 O 江苏的苏南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

时又是中医工业化起步较早且较为发达的地区，就是一个被好的

实证。

三、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启动模式

当古老的中国跨入近代的门槛后，其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美国学者布莱克(c. E. Black) 曾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演进

中，发生了二次革命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 100 万年前，原

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第二次转变，是人类从原

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市第三次革命性的转变别是近几个世纪正

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罢家从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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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明或带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①人类社会第二次革命

性的转变，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窟动类望各不梧同。西

方国家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较旱地进入了工业化时

代，而世界广大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别较晚。有些学者将工业

化的起步分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商种模式。中医工业

化的起步显然属于后者O

近代工业的生产方式，对其自身有着内在的要求，即不新扩大

生产主E模，以及将离品市场扩展到全世界。工业化的这种内在特

质，以及知识的更新、科技的交流与进步，使得工业化具有世界性

的传播和扩张性厦c 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

占 O

作为"后发外生型"工业化自动类型的中国，其近代工业正是

在西方列强m火与剑打开了古老而封翔的大门后，髓着外型商品

和资本的大量涌入而兴起的。有些学者将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诠释

为"冲击一回应"过程。所谓"冲击"即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和外

国商品、资本的大量涌入:所谓"回应"即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生

存挑战，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求强"、

"求富"为自韵，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

创办自己的民族工业，从而开始了中型工业化韵历史进程。

江苏是中嚣近代畏族工业起步较旱的地区之一。旱在 19 进

纪 60 年代，准军将领、江苏巡提李鸿章即在苏州创办了洋娃局c

后来，随着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洋姐局又迁至南京，

并易名为金鼓制造局。虽然金陵制造局尚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

近代工业企业，但它采用了先进的凯器设备，已具有一些近代工业

的特缸。因此，可以说金陵制造高的创办，揭开了江苏近代民族工

(1)(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版，第 1-4 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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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序幕。

与中居其他地区一样，江苏的近代工鱼也是由官办开始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早期的近找工业大多数是由官府创办的呢?这

是由当对特定的罚史条件府决定的。首先，洋务时期创舟的官办

工业大多为军事工业，其产品并不是一般的民用离品，也不进入捷

通领域，而是由政府直接调拨给清帝国军队的军需用品。这种军

工产品的进贡就决定了这些工业必须由宫前来创办。其次，在中

国工业化兴起之前，中国并没有经历过西方匮家普遍经历过的资

本军始积累过程。当时以士地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掠的地主，由于

受到自然经济条件的制约，不可能获取巨大的收益，更谈不上挂资

于近代工业。即使→些商贾，也无力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创办近代

工业。司各地宫府手中部掌握着较多的军费，加上清廷在财力上

的支持，使他们有实力投入巨额资金，创办近代工业。再次，官商

的信息较为灵通，旦与外人保持着联系，有条件与西方各国接治，

掏买机器设备和聘请洋技师等等，而一般离民当时并不具备这些

有利的条件。

甲午战争后，江苏近代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冉，部民

营工业的迅速兴起。这一时期民营工业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

面:其→，甲午战争的失散，极大地剌激了中国民众，中国的一些有

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拯救中国的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满

政租经济的落后是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战争失败的主因，从而提出

了"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①的主张，积极倡导走实业救

国的道路，其代表人物是中国著名的实盘家张春。其二，甲午战争

的战敢，对清政府也是一个极大的敏动，清政府开始认识到欲"图

自强商贾祸患.，就必须"揭除积习，力行实政" "以筹饷练兵为急

CD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 2，中华书局 1931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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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谊商惠工为本摸"①。同时‘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的

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人超的状态，大量的白银濡漂不断地流出国门，

这使清政府在财政主感到巨大的压力 c 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意

识到要扭转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局面，以及增加政府的财政技人，

就必须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于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一改

过去"重农掬离"的一贯政策，转市积极倡导发展实业。为此，清政

府发布上谕指出..叠据中外臣工条捺时务，详却被茧，如修铁路、

铸钞币、造就器、开各矿、折离?曹、减兵额、制邮政、练陆军、整海军、

立学堂"等等，并要求"各地方官悉心妥筹，酌度办法，跟文到一月

均分雕覆奏吻。清政府政策始这→变化为民营工业的兴起创造

了条件。其三，甲午战争前，外国商品部大量涌入中国。这些质地

优度的商品，如棉纱等，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造成了亘大的冲

击。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华

资本辑出，在中国的各通离口岸开办工厂，利店中国熏价的劳动力

和丰富的原料，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这种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

战，一方面冲击着中国的传统经济，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示

起效应"。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工业化"最

初的诱发和黯激因素主要摞于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

范效应"③。

四、江苏近代民族工业与政府的关系

当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幢幕拉开以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

担当什么样前焦色，这是人们常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市场提髓尚不健全，市

①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4) ，中华书局 1958 年版，总 3631 页。

③ 孙主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上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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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一"无形之手"并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嚣此，政府

往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l?Á弥补市场的缺陷。

晚清时期，清政府中的一些封疆大吏首先创办了一批近代军

事工业和民用工鱼，从而开始了中国工盘化的历史进程。此后，虽

然清政府对现代经济学并没有一种理性的认识，但仍试图充当工

业化领导者的角色。

19 盎纪末，当清政府由于克大的军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

无力自行创办近代工业时，它使试图错勤民间的力量发展近代工

业。为了鼓励民闰投资办厂，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给予若

干年强家经营权，奖予各种头街等等，以剌激昂营工业的发展c①

如果说清朝中央政蔚只是在政策是面鼓励民营工业发展的话，那

么两江总督等地方宫员到对江苏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具

体帮助。张睿刨办大生纱厂就得到了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授

意。当张春在资金上遇到国难时，两江总督又将官方的一拉纺织

设备作为官殷投入到大生纱厂，使大生纱厂得 i之o颐利开工生产。

清政府在实衍"薪政"时采取的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以及两江总督衙门等地方官府对民族工业的棋极倡导和帮助，撞

动了江苏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并影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第一

个高潮。

:it京政府时期，虽然政局动荡不止，军阀?冕战不钵，但政府却

任用了张春等具有改革偿新精神的人捏任政府经济部门的首癌。

这→时期北京政府直接投资创办的工矿企业虽然很少，{B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和政策措施，推动了江苏民族工业的发展。

1915-1921 年江苏民族工业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这固然与第

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旦与北京政府采取的鼓励民族工商韭发

①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宫离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1-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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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政策靖施不无关系。

1927 年南京国员政府建立后，政府任用了一批曾在西方接受

过理代教育的人担任政府经济部门的苔脑。这些人对现代经济学

已有了理性的认识，并运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调控手段

来干颈经济的发展，使资渥配置朝着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这

一时期，南京居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法规和政策措施，试图

使工商盘的发展步入"法制化"的轨道O 为了创造工商业发展的良

好环境，政府废除了实行凡十年的厘金制度，较吕了关程的自主

权，并对奢侈品的进口征以高额的关挠。在金融方面，政府实行了

"襄两改元'\进行了币制改革，统一了货币等等，在宏观经济层面

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中央政商宏现调控手段不同，这一时期江苏地方政府则采

取一些具体的帮助和指导措施，白挺进江苏民族工业的发展。以

蚕丝业为剖，20 年代以来，由于劣质蚕种充斥于市，接江苏蚕茧的

质量下降，进而导致江苏生丝出口不畅。为了绽进江苏蚕丝业的

健康发展，打击不法商贩坑在害畏的不法行为，江苏省政府对蚕

静、茧行实有了统制。与此同时，江苏省政府还设立了蚕种试验

场、蚕业指导所等机构，权极推广优质蚕种，并捂导农民改进桑蚕

技术，试00从原料抓起，以提高江苏生丝的质量。①

五、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

区域性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形成自身的特色。江苏近代

工业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鲜睫的特点。

从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仔业结构看，轻纺工盘占主导地位。

① 参见离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上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

出版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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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这种行业结构影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O

第一，江苏近代工业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前工业化时代的那些传统

行业结构特征。棉纺织、攥丝、面粉、碾米、榨油等仔鱼早在明清时

期就是江苏的传统于工行业，且具有相当的规模，并造就出一定的

市场环境。在这些仔业创办近代工业，在该说是轻车熟路，事半丽

功倍。同时，轻纺工业的投资扭对较少，且虱效较快，适合于员闰

投资。第二，江苏是中国著名的产棉区，再对又是著名的桑蚕产

区，丰富的原料供应，也为江苏轻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第二，江苏的矿产资摞相对贫乏，除徐州有一定的煤炭储量以

外，其他地区只有少量的矿产资琼，其中有些提本没有开采价值。

这种自然条件，制约了江苏基础工矿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基础工

矿业技资多、风险大、见效慢，一般私人不敢问津。因此，以棉纺

织、维丝、通褂三大行业为支柱的轻纺工盘在江苏蓬勃发展，形成

了具有江苏地方特色的行业格局O

从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地区结构来看，南北发展不平衡，

呈现出"南3虽::lt弱"的特征。

江苏这种工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从 19 世纪后半时江苏近

代工业的兴起时起，保持了 100 多年，直到 20 世纪末，臼没有从根

本上改变。那么，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究竟是如

前彭成的呢?

江苏的苏南地区土地把沃，河网密布，气候适宜。位越的地理

条件使苏南地区或为中国著名的产棉区和桑蚕产区。早在前工业

化时代，苏南地区的农业和子工业就相当发达，商品经济也较为繁

荣，这就为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自然及人文条件。苏南

地区交通较为发达，长江东西横贯，是在路交通的大动脉。 20 t!t 
纪韧，沪宁铁路的通车，进一步改善了苏南地区的交通条件。这种

便捷的交通，为商品的流通创造了佳越的条件。苏南地区，特别是

苏州、无锡等地邻近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许多商品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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