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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从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将近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
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具体而言，“高阳模式”是一种以大
城市为依托，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
步，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动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的乡村工业化模式。
它对于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阳模式  乡村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并
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典型发展模式。而在近代中国农村，也有少
数区域曾经踏上工业化历程，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总结和提炼这些模式，
不仅是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可以为今天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提供借鉴。笔者
要研究的高阳织布区便是近代乡村工业化最为典型的区域之一。 
    高阳织布区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它兴起于高阳县城及其周边区域，以后逐渐扩
展至高阳县全境和蠡县、清苑、安新、任邱等县的一部分。据吴知统计，1932年高
阳织布区东西长90余华里，南北宽50余华里，包括村庄414个，人口434 510人。①
因为高阳县城为该区域的纱、布集散中心，所以习惯上称之为高阳织布区，所产布
匹通称高阳土布。 

20世纪初，从引进铁轮机和机纱开始，高阳织布业踏上工业化历程，②以后虽历
经挫折与反复，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到l928年，高阳织布区成为拥有铁
轮机25 575台、提花机4 056台，年产改良土布500余万匹的巨大的乡村工业区。③
自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将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
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②工业化的根本特征是由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笔者把高阳织布业中铁轮机
和新型提花机替代传统手工织机的过程作为工业化历程，是吸收了史建云的研究成
果(见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 
    ③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页。 
    ④费孝通认为发展模式的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
的经济发展路子”(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4页)。
以此意义衡量，高阳织布业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构成一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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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天津直隶工艺总局对先进织布工艺的倡导，为高阳织布业的兴起提供了契

机。1903年，直督袁世凯委周学熙在天津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从日本引进各种织
机，并聘日本技师为教习，传习先进织布技艺。高阳旅津人士李长生等人从家乡选
出3名擅织土布的农民来津学习，并从天津日商洋行购买数台铁轮机，在高阳县城创
办了一家小型织布厂。后来，由于织布厂不景气，“遂决定遣散工徒，各回本村，
自相传习”。①高阳商会在1908年前后也派人往天津学习铁轮机的织造技术，并
“购买数架(铁轮机)，劝导织户均改用铁轮机，研究添织各样土布”。②《周止庵
先生别传》中称：“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厂实习机织……返乡之后逐年推广，
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县之巨大工业”。③ 
    其次，高阳织布业所用棉纱和人造丝都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机器纺纱业或进口，
原料产地以日本和本国的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为主，购买地主要在天津。所用机
器设备最初购自于天津的田村、佐佐木等日商洋行，后来，天津三条石的民族机器
制造业兴起，郭天成、郭天利等民族机器制造厂都以出产织机而著称，由于其物美
价廉，高阳客商就多转向这些民族机器制造厂购买织机。 
    再次，大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为高阳布线商人提供了周转资金。美国经济学家
纳克斯认为资本稀缺是影响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④高阳的钱粮业在清光绪
后半期(约1890—1908年)虽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66家商号经营的借贷资本额达18
万余元，每家的流动资金自12 500元至75 000元不等，⑤但是这与织布业迅速发展
所需的巨额资金仍相去甚远。高阳的布线商人有时也得到本地“堂子号款”的接
济，⑥但该款的数量一般较少，只能用来应急。高阳的几十家布线庄以少至几千
元，多不过数万元的资本，经营十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布线生意，究其根底，在
他们最耗资金购买原料的环节上多得天津棉纱商号和银号相助。1921年以前，国内
纱厂勃兴，买卖棉纱获利优厚。天津的棉纱商号多从各纱厂赊购棉纱，再赊售给高
阳布线庄，而且赊售时不计利息。待布线生意周转一个循环后，高阳商人再将售布
所得现款汇往天津偿欠。当时高阳土布销路极佳，且利润丰厚，高阳商人偿欠的信
誉很好。即便是一时难以归还欠款，天津棉纱商也多不追究。只要能在年底结清欠
款，高阳布线庄就可以在下一年继续赊购棉纱。因此，这一时期高阳商人实质上等
于借着天津商业界的巨款来周转。1921年以后，纱价步跌，买卖棉纱每包不过获薄
利数元。天津的棉纱商号不再赊帐售纱。是时，高阳布线庄又逐渐与天津的银号建
立了借贷关系。他们在天津购买棉纱时，由银号垫付一部分或全部货款，待其在外
埠售布得款后，再汇往天津还贷。因此，这一时期高阳商人是靠天津金融界的贷款
来周转。可以说，天津商业界和金融界的这种支持是高阳织布业起步并持续发展的
关键。 

总之，大城市不仅为高阳织布业提供了发展契机以及原料、设备，而且提供了必
要的周转资金。如果没有天津这样一个通商大埠作为依托，高阳织布业恐怕不会如
此顺利而迅速地踏上工业化道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李长生：《论中国宜用人力机器纺纱》，《大公报》(天津)1910年5月24日。 
②《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l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

页。 
③《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④刘再兴等编：《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第46
页。 
    ⑤毕相辉：《高阳及宝坻两个棉织区在河北乡村棉织工业上之地位》，方显廷
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长沙)1938年版，第671页。 
    ⑥“堂子号款”是高阳织布区的一种定期信用借款，多来源于乡间的地主和富
农。 
 

二、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 
 

    在当时国内外已有大机器进入纺织业的情况下，高阳人改造传统织布业时，却
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不是直接引进
最先进的动力机器，而是首先引进以人工为动力的铁轮机和提花机；其二，在生产
组织形式上，不是采用机器大工厂的形式，而是对应于所引进的不同种类的机器分



别采用包买制和小工厂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高阳人之所以采用这种特殊方
式，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高阳的传统织布业相当发达，农民对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掌握得很熟练。
铁轮机的操作方法与高阳原来所用投梭机相类似，因此，当地农民对于使用洋纱和
铁轮机引起的技术革新能迅速适应。 
    第二，引进动力机器以及建立大工厂须有电力设施做能源基础，而当时的农村
能源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若现建火力发电厂，不仅需时久，与高阳新兴商业资本迅
速发展织布业的要求相背，而且耗资巨大，回报期长，按效益最大化原则，商人一
般是不会予以投资的。而当时的政府财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应付日常开支尚且
左支右绌，更遑论投资建发电厂了。因此，在当时的农村，普及动力织机和建立机
器大工业有其不现实之处。 
    第三，对铁轮机和机纱，高阳商人广泛采用“撒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
种形式下，商人把铁轮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
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从实质上看，“撒机制”是一种典
型的包买主制度。“撒机制”的兴起，是由于它被当地商会及其商人作为迅速推广
铁轮机和机纱的一种手段。当时每台铁轮机售价约银洋50元，每机正常运转至少需
经、纬线各3捆，每捆重10磅，按平均价格计算，约需制钱1万文。①普通农民无力
负担。为迅速推广铁轮机和机纱，高阳商会及其商人乃采取“撒机制”的生产组织
形式。 

后来“撒机制”在高阳织布区的长期流行则由于它是在以铁轮机为主要生产设备
的条件下，能够与国内外大机器织布业相抗衡的最佳组织形式。当时一台普通动力
织机售价约630元，一台铁轮机售价约50元，二者的资本投入比为13：1。而以普通
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8小时可出布125尺，以铁轮机织造l4磅粗布，
平均每机每11小时可出布120尺，②二者的产出比为1．33：1。因此，在当时的技术
和市场条件下，相比较而言，铁轮机对于资金短缺的高阳商人来说具有更大的资本
边际效应，包买制是实现这种较大资本边际效应的最佳组织形式。因为农村劳动力
的价格偏低，包买制下的家庭劳动根本不计劳动力成本，其边际报酬甚至可以降到
必要劳动价值以下。1932年织8斤白布(宽2尺5寸，长100尺)的平均工资为每匹0．
819元，③假定一家织户只有一台织机，每天可出布100尺，这0．819元便是该织户
一天的平均工资。而织布工序，除一人专事上机织布外，其余家人须分担浆纱、络
经、络纬、整经等工作。如果一家有四、五口人，则几乎每人都需要参加机房里的
工作。将这0．819元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所得就极其微薄了。因为机会成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政治经济学报》第3

卷第4期，l935年7月，第755页。 
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l955年版，第267页。 
③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27页。 

 
几乎等于零，所以对于织户来说，挣多挣少无所谓，能挣总比不挣强。布线庄正是
利用农村织户的这种心理，尽可能地压低织布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从
而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1911年前后，高阳土布之所以能够在华北市场上战胜英国
粗布，就是由于其售价每匹低于英国布0．9两银。① 
    第四，对提花机和人造丝，高阳人主要采取小工厂的生产组织形式。l914年前
后，新型提花机被引入高阳，但直到1926年，天津纺织界发明的人造丝浆经法传入
高阳后才得以迅速普及。提花机和人造丝的推广，使高阳土布在产品形态上又增加
了明华葛、绸、缎、罗、纺、绨、麻纱等畅销一时的新品种。提花机的生产效率比
铁轮机还要低(提花机每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提花布30尺；铁轮机每机每11小时工
作日可出布80到120尺)，按常理推论，本不该出现小工厂的组织形式。但是，提花
机的操作和维修技术较为复杂，对织工的要求较高，比较适宜于集中进行经营管
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高阳琳琅满目的人造丝提花布在全国罕有其匹，多数产品属
于首创，初兴之时，获利极其丰厚，而且供不应求。所以，提花布的生产主要考虑
的不是降低成本，而是如何提高效率。小工厂的组织形式使各个工序之间初步实现
了分工合作，生产效率比家庭生产提高了很多，因而成为对应于提花机的主要生产
组织形式。 

总而言之，这种特殊方式既便于改造后的织布业在农村扎根，又有可观的经济效



益，因而是一种适合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的产业改造方案。但这不等于说高阳人习于
落后。这种特殊的改造方式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而已。到抗战前夕，同和、永升、福
利永等几家工厂已开始使用最先进的动力织机，并且其生产组织形式具备了机器大
工业的特征。一如果按正常轨道发展下去，高阳织布区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纺织工
业中心之一，如今天的高阳县使然。只可惜高阳织布业正常的发展道路被日本侵华
战争所打断。 

 
三、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发展的动力 

 
    新型工商人才的培养，既是高阳织布业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
工商业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高阳商会的建立者们认识到“商业人才之培养尤不可缓”，②因此，在商会成
立后不久即创立商业夜校。夜校“以各商家学徒为学生，聘公正士绅为教习”，③
属短期培训性质。1907年，商会集资“修建讲堂五间，教习宿舍三间”，④将夜校
正式改为初等预科学校。 
    商会对商学极为重视，1908—1909年间就扩充商学事六次开会集议。1909年2
月，全体会员议准：“商业学校，原本商家随时捐助，由义务而成，自应竭力提
倡，培养人才。凡肄业学生，概不收学费，以资鼓舞”。⑤这项免费就读的决议，
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拓宽了学校的招生范围。 

初等预科学校学制本为四年，到1910年，40名学生修业已逾三年，考其成绩，多
达高等小学程度，“殊多可造之才”，⑥并且年龄正合上中等学校。于是，庆丰义
领事杨焕文等联名向商会投递说帖，倡议仿照京师第一中学之成例，将原校扩展为
中等商业学堂。商会议决后呈文天津商务总会并上呈农工商部，1910年2月得部批
准。新校正式定名为高阳甲种商业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本调查局编：《通商汇编纂》第45号，明治44年(1911年)。转引自顾琳
(日)《技术转让与晚清河北的农村工业》，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
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1页。 

②李晓冷等编：《高阳县志》第2卷，l933年。 
③李晓冷等编：《高阳县志》第2卷，1933年。 
④《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20页。 
⑤《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22页。 
⑥《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31页。 

 
    新校被批准成立后，准备在原有学员的基础上“添招商界子弟，足额百名”。
①这样以来，原有校舍已不敷使用。商会便购得位于县城东街的冯家大院，建筑新
校舍。修建新校所需巨款由各商号随时捐助。为解决学校的日常经费，商会开会议
决，各商家所收布匹“每土布一匹，认捐京钱六文”，②即以此款项作为学校的日
常经费。 
    甲种商业学校订有完备的章程，管理较为正规。学校设监督一员，总理全校事
物；设监学两员，由教师兼任，负责学生纪律；设庶务及会计各一员，主管后勤及
财务工作。学生分预科和本科两种，学制均为三年。所设课程包括商品学、经济
学、商业簿记、商事法规、中国文学、外国语、商业道德、商业实践、体操等，既
突出商学特点，又兼顾基础知识，并且德、智、体、用全面考虑，充分体现了经济
发展对新型工商人才的要求。 
    民国以后，因招生规模扩大，商会又在县城南门外选定新址，对学校再次进行
扩建。后因连年战争，“校内驻兵，学生星散，门窗什器悉付军人焚火，商教遂以
中缀”。③1928年初，商会对学校进行了修复和整顿，并改校名为私立职业学校。
时值高阳织布业第二次高潮期，条格布、麻布盛极一时，印染业方兴未艾，织染方
面的专业人才缺乏，因此，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调整，在删减原科目的同时，
又增加了提花机操作与维修、印花、染轧等应用学科。此外，学校还自行编印了有
关高阳织布业发展演变历史的讲义。 
    从1907年到抗战前夕，高阳商会办学前后共计20余年，培养人才数百名。另
外，还有不少有志青年到外地更高级的学校去深造，如：苏秉杰、李恩波、李相波
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④这些有较高文化素质并掌握了新型工商业知识的人才



投身于工商业实践之中，为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们的作用从同和工
厂的发展中可见一斑。 

同和工厂始建于1921年。该厂初建时占地15亩，拥有提花机32张，在高阳织布工
厂中并不突出。但到“七七事变”前夕，同和成为拥有南、北两厂，固定资产25万
元，流动资金十数万元，织染轧兼备，产供销一体的大型织染综合企业，堪称高阳
织布企业的龙头。同和工厂在短短十数年间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新型工商人才所
起作用至关重要。总经理苏秉璋毕业于高阳甲种商业学校。与传统工商业者相比，
他思想解放，易于接受新事物，勇于破除陈规陋习。他用现代管理知识管理工厂，
并大力引进新设备和人才。1935年10月，应李石曾之邀，苏秉璋与高阳私立职业学
校校长李福田南下苏皖考察实业，归来后写成《江南实业参观记》一书，提出兴修
高保铁路、建大型火力发电厂以及发展大机器纺织业的设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副总经理兼总设计师苏秉杰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染织设计科。在他的主持下，
同和产品的花样格式不断翻新，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市场竞争力。李相波从天津高等
工业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同和，担任北厂经理。在他的技术指导下，经北厂染轧的
布匹，颜色纯正均匀，光泽度强。此外，苏秉璋还特聘由日本留学归来的高阳私立
职业学校教师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l911)》，第235页。 
②《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32页。 
③李晓冷等编：《高阳县志》第2卷，1933年。 
④李恩波：高阳县城东街人，高阳织布区最大的印染企业恩记工厂经理。李恩波

的情况来自崔国谨口述资料(1985年)。李相波：同和北厂经理。李相波的情况来自
苏秉琪口述资料(1991年)。 
 
哲培为顾问。工厂各科的负责人大都是高阳私立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而且在人事安
排上还基本做到了专业对口。①这样，从上到下，同和工厂实现了管理人员的知识
化和专业化。这种合理的高素质的职员结构为同和工厂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许多经过正规教育的新型工商人才，经过实践的锤炼，成为高阳工商界的后起之
秀，如：同和工厂经理苏秉璋、恩记工厂经理李恩波、本生和布线庄经理韩相奎
等。②他们的加盟，给高阳工商界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了当地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整
体素质。 

 
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经济发展战略 

 
    进入工业化历程的高阳织布业是完全面向市场的。1920年以前，高阳出品以改
良棉白布为大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布进口量下降，加之国内其他地方又
鲜有出产者，高阳土布市场销路极佳，高阳织布业首次达到高潮。1920年以后，洋
布卷土重来，同时又有山东潍县棉白布的竞争，高阳棉白布的销量急剧下降。面对
变化了的形势，高阳人求新求变，先后开发出条格布、人造丝提花布等新产品，经
过几年努力，到1928年前后高阳织布业再次达到高潮。在此次高潮中，高阳土布的
销售网络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东三省、湖北、江苏、安
徽、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甘肃、新疆等国内20余省区，并远及新加坡
等东南亚地区。③高阳的布线庄是以销定产的，“布商运销各省随销随定，如销额
多少，则产额亦然”。④正是高阳人这种强烈的市场意识，才使得高阳织布业经受
住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经济衰退的考验。到1936年前后，随着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
转，高阳人又迅速抓住市场契机掀起了高阳织布业的第三次高潮。在第三次高潮
中，各布线庄在衰落时期纷纷撤消的售货外庄大都予以恢复，同时还在西南的西
康、云南、贵州等省开辟了新市场。⑤可以说，完全面向市场是高阳织布业历久不
衰的主要原因。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高阳织布区变成了一个布匹织造与染
轧深加工一体的、产供销一条龙的专业化的商品布生产区域。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
尔说过，在这种区域，“行业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了，而是像以往一样到处流
传，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耳濡目染。出色的工艺自然出类拔萃，而工具、工艺和生
产组织管理方面的发明和改革的长处不胫而走。……尽管投入这一行业的单笔资本
都不大，但在大规模生产同类产品的地区，有时仍获得很高水平”。⑥高阳织布区



正是马歇尔所说的这种经济区域，达到了区域规模经济效应。 
    综上所述，高阳织布业在工业化历程中创造的“高阳模式”是一种以大城市为
依托，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以培
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动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的乡村工业化模式。 
    “高阳模式”对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苏秉琪口述资料(1991年)。 
②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233页。 
③韩相奎的情况来自他本人的口述资料(1995年)。 
④《农商部咨各地方长官文》，《政府公报》第478号，l917年5月11日，第18—

20页。 
⑤丁世洵：《1934年至1949年的高阳织布业》，《南开学报》1981年第1期。 
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6年第8版，第225页。 

 
首先，乡村工业化必须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产业。中国农村不但人口众多，人

均耕地严重不足，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偏低。因此，在
启动乡村工业化时，应该首先选择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待工业化达到
一定水平后，再寻求产业升级或转型。此外，最好能利用本地传统产业，走传统产
业改造的道路。这样以来，传统技艺既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改造后的产业又易于在
农村扎根。今天河北省的许多著名乡村工业，如高阳的纺织业、辛集的皮毛业，就
是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次，持续的乡村工业化必须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区域。也就是说，只
有在一定区域内形成某种产业或几种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生产，才有可能保持乡村工
业的持续发展。这种专业化生产区域，除马歇尔所阐明的规模经济效应外，还有一
种地名品牌效应。当人们提到某个地名时，马上会联想到某种产品；同样，当人们
提到某种产品时，马上会联想到某个地名。这样以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会更大
更持久。区域规模经济效应作用于内，地名品牌效应作用于外，共同给予乡村工业
持续发展的动力。相反，如果区域过小或产业过杂，乡村工业化的势头都难以保持
下去。 
    再次，乡村工业化必须充分利用城市的资源，走城乡一体工业化道路。中国的
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在经济领域必然呈现出城市现代产业与农村传统产
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农村可以发挥自身原料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等优势，通过各
种方式与城市携手，充分利用城市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资源发展乡村工业，
形成二元优势互补格局，走城乡一体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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