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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1]发展演变述论 
 

魏明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载《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古代社会的三大经济部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类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依赖。农业、手工业和
商业三大经济部门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社会分工。就三大经济部门本身来说，手工
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一个生产部门，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同时，手
工业还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商品生产部门。历史上的农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
军事、科技以及百姓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不反映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我国
历史上每一次比较大的农业生产的进步，诸如铁器广泛用于农业生产，水力碾硙(即
水力粮食加工业)的出现，江东犁的发明和推广等，与其说是农业技术的发展，不如
说反映的是手工业技术的改进。手工业技术的改进，不仅仅只是对于手工业经济的
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其对于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有直接的关系。《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谚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后来随着手工业技术的
提高而带来桥梁普及和车辆、船只载量提高和便捷，在不断突破，在唐代中后期
“大船不过八九千石”已被突破，如著名的“俞大娘船”的载重量已经超过万石
[2]。至于后来的情况更是如此，人们的交往半径在不断扩大，商品交流的品种所受
距离的限制越来越小，这只要一提新大陆发现之前明代郑和下西洋就足够说明问
题。手工业的演变程度与类型及经营重点的不断变化，标志着社会经济演进的相应
阶段。当手工业采取了某种特定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更新了其技
术性质，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会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逐渐转变为以商品经济
为基础或者二者同时并重。 

在“家天下”和“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官府手工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同时手工业生产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基本生产者和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
者，“士、农、工、商”[3]作为基本的社会职业分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见诸法
律规定，并且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手工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不可或缺
的，同样，手工业生产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下面只是在前贤研究[4]的基础上，就我国前近代企业(手工业)[5]发展的轨迹进
行简要论述，并进而对我国历史上手工业(企业)的没有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发展成近
代企业的原因作了粗浅的说明，以为近代企业史研究提供一点背景材料。 

 
一、中国手工业经济发展轨迹扫描 

 
可以说只要人类一出现便同时产生了手工业，因为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人类

脱离动物界是从打制哪怕最简单的石头工具开始的，而这种打制石质工具的本身以
及整个打制过程(也许今天看来这是非常简单的过程)，无疑是手工业的范畴。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手工业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当然，手工业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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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部门，则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且能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一定的剩余产
品之后。即使如此，手工业作为一个经济或生产部门并非完全依赖于农业，实际上
它与农业以及商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历史上每一次比较重要的生产工
具的改进，都会给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条件，而这也是手工业技术本身的进步。农业
工具的改进也不例外，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这对于商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与手
工业之间的互动等等，莫不如此。这一方面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人人皆知的例子
中包括青铜器的生产、铁器工具的出现、鼓风炉的发明、耕具(如江东犁)的改进、
车辆和船只运载能力的提高、造桥技术的进步,等等。另外，手工业在我国经济生活
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除了机构庞大、管理正轨、原料充足、工艺精细、工匠人
手富裕的官府手工业外，还有专门以手艺为生的个体工匠，有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私
营手工业作坊。不仅如此，就广大的农民来说手工业也是其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
“男耕女织”[6]、“晴耕雨织”[7]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家庭副业一般来说规模
比较小，每户用于市场的商品数量非常有限，而汪洋大海的农户所生产的产品积少
成多，往往构成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就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社会中
的地位来说，对手工业经济如何进行评价也不为过。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手工业
并不只是古代社会的专利，工业革命之初，以蒸汽机代替人力、畜力改变了人类历
史发展的进程，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始将动力区分为机器和手工。然而水力发达
区域常以古老的水轮机代替蒸汽机，也不妨碍技术革命。再如历史悠久的磨坊，曾
经历人力、畜力、风力、水力诸阶段，及用蒸汽机称火轮磨坊，仍然是利用两片石
磨转动。直到19世纪末发明滚筒制粉和联动装置(rolling system)后才实现了技术
革命，而其前均为手工业。即使进入20世纪，手工业乃至家庭副业手工业也并没有
完全退出生产领域。[9] 

先秦时期出现的石器尤其青铜器、彩陶等，反映了先民们的创造才能，在人类手
工业经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而早在我国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懂得酒的酿造，
也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个史实。铁器的出现和逐渐普及，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
变化，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历史上井田制的瓦解和自耕农数量
的逐渐增加，是与铁器农具的普遍推行分不开的，而且它还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
化，我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并且最后确立封建社会，正是铁器广
泛用于生产领域的直接结果。 

“工商食官” [10]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且持续时间相当长的一个现象。“工
商食官”的出现，说明作为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前期的中央政府，掌握着国家资
源以及作为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直接生产者――工奴或工匠，当时的官营手工业生产
规模巨大、资源消耗大、管理协调成本高，但由于统治者尤其最高统治者的需求是
具有实现可能的有效需求，官府手工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构成了手工业的
主体。这时的官府手工业以生产消费手工业品尤其奢侈手工业品为主，官府手工业
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尤其手工业者的剩余劳动乃至一定的必要劳动为代价的。尽管
如此，我们也应该知道，当时在官府手工业的工匠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如今天仍然令世人称誉不绝的商代青铜器、秦汉兵马俑
[11]以及丝纺织品、彩陶、瓷器等。如果没有官府手工业控制着数量充足的工匠与
政府控制的丰富的资源，在当时由个体工匠来完成诸如“司母戊”那样的举世罕见
的青铜器和今陕西出土的秦朝兵马俑和今江苏徐州出土的汉兵马俑，简直是不可思
议的事。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
的无与伦比的贡献，一方植物纸真正改写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而造纸术发明的时间
在汉代[12]是无疑的，纸张发明不仅仅带来的只是纸张规模化生产，它也带动着其
它有关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其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均上无法估量的，即使
今天依然如此。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战乱频繁的时期，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
就手工业经济来讲，民族手工业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尤其值得注意是：随着游牧民
族与农耕民族交往的频繁，畜牧加工业发展迅速，农耕民族的手工业对游牧民族影
响比较大，这种双向交流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与此相适应，这
还丰富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手工业内容以至改善了其食物结构。除此之外，魏
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技术方面的发明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这一时期出现的风力
鼓风炉，大大提高了炼铁、炼钢的效率和质量，是手工业发明的一个里程碑。同
时，这一时期炼丹术非常盛行，炼丹术对于化学的直接影响是人人皆知且被广泛引
用的例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的范围，较以前明显有所扩大，其中茶叶的加



工就是一个例子。《唐语林》卷8《补遗》记载：“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
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赐茶茗，以代饮酒。晋时谢安诣陆纳，无所供办，设茶果
而已”。可见当时茶叶加工业已经在一定范围内盛行，以茶代酒成为一种习俗，至
今亦然。当然茶叶加工业的真正普及，是完成于唐朝的。上引《唐语林》对于三国
和晋代饮茶情况与唐代进行比较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指
唐代)之溺之甚，殆成风俗”。茶叶加工真正成为一种新的产业。由于魏晋南北朝时
期世族地主占居主导地位，中央权力从整体上看显得比较薄弱，因此世族地主对于
一些本来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也染指其中，如铸币业作为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大
柄，在这一时期就往往允许世族地主从事经营活动，北魏太和(477－499年)年间就
规定“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13]。像
这样允许民间按照一定质量自由铸币的情况，在以后不再出现过。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手工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隋
代赵州安济桥历经1，300余年风雨沧桑后仍然挺拔屹立，这是人类造桥史上的一个
奇迹。安济桥首创敞肩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天衣无缝的施工技巧等艺术
成就，赢得了古今中外桥梁专家的交口称誉，在世界造桥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4]被誉为“文明之母”的雕版印刷术出现在隋唐时期，它使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这一时期手工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增添了不少光彩
[15]。对于唐五代来说，还有一个令世人自豪的发明是，唐代后期火器已经初现端
倪，五代时期这种新技术则已运用于战争，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热兵器的出现。至于
唐三彩等手工业的发明创造，以长安和洛阳都城为代表的城建业的成就等,均在我国
历史上乃至人类手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隋唐手工业的突出成就，与当时开放
的国策，开明的对外政策，以及将其置于当时世界舞台中心的胸怀有关，其直接后
果是以虚怀若谷的态度看待包括手工业技艺在内的外来文化。唐代及其以后也还出
现民间“盗铸”钱币的情况，但是一般只是限于“销器为钱”或“销钱为器”
[16]，已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熂山封水,保为家利”[17]不可同日而论。这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对于宋代所谓“积贫积弱”的整体评价，今天看来其中军事上的“积弱”[18]大
体上是事实，而经济上的“积贫”则是一种误解。这在学术界已经作出令人信服的
考证和论述，此不赘述。宋代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超过汉唐，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育程
度较以前明显，手工业经济中出现的活字印刷术、火药等比较普遍用于战争，工匠
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私营手工业作坊在手工业经济中所占比例有了提高。唐
宋手工业的发展变化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瓷器
工艺的重要发展时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是历史上手工业技术推广的重要
时期之一，其中如四大发明中造纸术虽然始于汉代，而其普遍推广和技术的真正提
高，是在宋代；雕版印刷虽然在前世已经发明，而被广泛采用则同样在宋代；至于
活字印刷和指南针的发明更是宋代的事[19]。元大都的建设，反映了当时手工业设
计和施工的最高水平，为明清的国都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国都建设树立了一
个样本。随着宋辽金元民族交往和民族战争的交错进行，民族贸易成为当时经济生
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中茶马互市成为各政权之间民族来往的不可或缺的，
这样便带动了茶叶加工业和畜牧加工业技术的改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胶泥活字
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完成于宋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由沉括撰写的科学巨著
《梦溪笔谈》，记载了许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据
漆侠先生考证，宋代铁的产量可达14万吨，即使英国、俄国刚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
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数量[20]。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宋代的评价远没有对汉唐高，主
要是基于综合因素考虑的，而不仅仅只是经济一个指标。元代尽管在等级排序中将
工匠列于知识分子前面，原因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地域统治，从整体上看手工业
经济处于萧条萎缩状态。 

明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是诸如指南针这样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
大发明比较广泛用于航海业，这是手工业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革命。与此同时，郑和
率领的庞大人员前后七次下“西洋”，无论人员之多、旅途之远、时间之早，均是
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别的可以姑且不论，当时的船队不管数量、质量和运载
和自救、进攻能力[21]，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反映了明代造船业的高超水平。
明代航海巨船的制造，正是当时手工业经济比较发达的综合体现。 

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到了清代前期，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时期。这
一时期手工业发展中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官府手工业趋向衰落，与此相适应的



是，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农民家庭副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与市场的联系有了
进一步的加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手工
业区域，出现了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同时还出现了农民家庭逐渐脱离农业而专门以
手工业为生的趋势[22]。其中如明代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
本”，私家所刻者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是“坊刻本”。李伯重的研究表
明，官刻与家刻一般是非营利的，只有坊刻则完全是以牟利为目的。[23]这种书
坊，是一种计算成本、注重规模效益的企业。总之，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组织的内
部关系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24]明清时期，原来的一些官府手工业生产场
所，在向专门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中，如明代后期的天启(1621－1627年)、崇
祯(1628－1644年)年间，全国各地的官营织造局陆续停罢。清代建立之初，官营织
造局的分布面明显缩小，官营织造局只设立江宁、苏州、杭州和北京等4处。[25]明
清时期民间手工业行业中在历史的基础上的合伙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手工业
中存在合伙制的行业不少于十六七个[26]，说明民间手工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
展。匠籍制度的废除，是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对手工业经济的影响是
直接而深远的。 

 
二、我国传统手工业技术的近代命运 

 
我国手工业技术中的一些领域技术含量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说因此而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也
不为过。这已是不可争议的史实。而现在的问题是，我国手工业技术在世界范围内
长期处于先进地位，为什么在近代没有在本土内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
反而落后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国内外
学术界多此探索可谓不遗余力，但是，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在这里
就这一问题略述己见。 

我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代的手工业经济，基本上属于前近代企业的范畴。前者与
后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所赖于生存的基础不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尤其一些
生产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手工业品
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不仅刺激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为社会贫富分
化提供了可能。《汉书》卷91《货殖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商通难得之货，工
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说明在社会变革时代商业流通
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时进入流通领域不仅仅只是关系到居民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和生产的必需品，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奢侈品进入到市场，成为商人竞相经营的重
点；同时，手工业生产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生产也不是以使用价值为主要追
求目标，而是以奢侈品的生产逐渐成为重点。工商业者的经营重点的这种变化，主
要是受当时利益驱动所然，这是在社会环境发生比较大变化的形势下，商人和手工
业经营者对业务不得不进行的调整，“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可谓一语中的。同时这
种变化也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春秋战国时期“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
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唅菽饮水”[27]，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
扩大，一方面是广大直接生产者最基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匮乏，一般居民连最
廉价的麻衣和基本的铁器农具也不能够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则是贵族、官僚和地主
及商人奢侈性的消费触目惊心，二者之间的反差非常强烈。汉代时“一杯棬用百人
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28]说明当时奢侈品与手工业品尤其与农产品的价格
差距非常明显。同时一些手工业方面的重大发明，则成为造福人类的共同财富，对
于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贡献都是深远的，其中如纤维纸张的发明和推广，雕
版印刷术的发明等等，就是最著名的事例。 

我们通过对我国历史上的手工业经济梳理后初步发现，我国长期存在的个体小生
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工匠的生产形式，对于机器生产没有迫切需求，
甚至还采取排斥态度，使得直接生产者在这一方面的动力明显不足，“功不十，不
易器”[29]，是一般个体小生产的恪守的古训，数千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就是
说，一般生产者对于生产工具方面的改进意识是严重滞后的。不仅如此，长期以
来，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工匠的生产，受到各级政府繁重的
赋税徭役的压榨，他们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外，用于积累或扩大再
生产的资源非常有限。这种生产的规模比较小，往往限定在“男耕女织”和“晴耕
雨织”的模式之内。另外一方面，广大个体工匠长期以来受到重农抑商或重本轻末



国策的影响，对于在生产中积累的一些财富，没有表现出扩大再生产的热情，而是
表现出对土地投资的偏好，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30]就指此。而这里所说
的“末”，不只是指商业，而是包括手工业生产在内。因为《史记》卷68《商君列
传》注文是如此解释的：“末谓工商也”。对于政府来说，长期以来对于工商业者
采取政治上打击和经济上限制，在四民的排序是“士、农、工、商”。 “天下已
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
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31]。这种情况在后来虽然有所
改变，而实际上一种观念持续的时间要比一种制度存在的时间顽固得多。 

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参加科举是社会下层步入仕途的捷径
以及官宦家庭保持门第的稳妥途径，致使多少学子寒窗苦读以求功名，而工商业者
的子弟往往在这一方面有所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在社会现实中的执行并不严格，却
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价值取向。这样，社会能够动员的文化人，绝大部分都皓首穷
经，将毕身精力花费在科举应试上，至于科学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则不屑一顾；而通
过科举进入仕途者，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的蔑视，也往往得到了无以复
加的地步。知识分子作为对社会影响非常大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对全社会的影响
是直接和深远的[32]。在古代社会，将一些科学技术发明斥责为“淫器”[33]者，
科技发明的鼓励和推广没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和机制。即使如出现郑和下西洋这样的
盛举，“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该船队总人数多达27 800余
人[34]。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先进的远洋轮船，而却以宣扬明代的国势为宗旨——
“示中国富强”[35]，没有发生如同欧洲那样的美洲大陆新发现具有改变世界历史
进程的事件，明代政府没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和意识。因此，科学技术在人才、资
金、社会氛围、制度保证等方面均不具备革命性的环境，这与西方的情况截然不
同。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手工业技术的改进或革命性缺乏必要的动力。现代研究
成果表明，在纺织手工业中，我国长期使用的纺织机械，与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
机和凯的飞梭仅仅存在一个重要部件的差异。[36]这大概就是劳动密集型与资金密
集型对于手工业技术要求以及其为手工业技术的改进提供的外部环境的差异。也就
是说，当时我国还不存在产生机器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在我国前近代的手工业或
企业生产中，廉价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是无可置疑的史事。这一方面还有一个能够
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尽管土地开垦
在后来几乎做到了不遗余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还是在不断减少，这样只有在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简单的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唐代以后尤其明清时
期我国的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向主要是精耕细作，同时引进和培育产量高的农作物也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我国悠久的手工业发展过程中，一些能工巧匠为手工业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做出
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鲁班、蔡伦、马钧、苏颂、沈括、黄道婆、宋应星寿等，就
是人类发明史上的耀眼星辰。在我国古代，手工业工匠不仅仅只是社会财富的重要
创造者，而且也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实践者和重要传播者，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很
难将手工业技术与科学技术区分开来，或将手工业技术与科学发明截然分开。实际
上，汗牛充栋的史书对于手工业技术发明做出巨大贡献的能工巧匠的记载者不过挂
一漏万。这是由古代史书尤其正史记载重点所决定的，即主要记载的是政治尤其宫
廷政治和官员事迹、军事等，对于经济方面的记载，在重农抑商基本国策下，只是
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记载，而对于手工业的记载则或阙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
即使如对世界影响深远的能工巧匠或科学家，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并没
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他的进化论中的一些重
要思想是从“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的。从达尔文所引用的材料来
看，这部书非《齐民要术》莫属。可是对于这样的科学巨匠，不但正史只字不提其
事迹，就连野史也没有任何记载，今天所能看到有关他的确凿记载仅10字，即作者
在《齐民要术》的署名：“后魏高阳太守贾私勰撰”。中国历史上太守级的官员不
计其数，而诸如《齐民要术》这样的鸿篇巨著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作
者的署名却以其官位，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即使如此，对当时乃至历史上
手工业技术进行总结的专著，其中如《考工记》、《齐民要术》、《梦溪笔谈》、
《天工开物》等，不但对当时的手工业技术影响非常大，而且对后世手工业技术乃
至世界手工业技术史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成为人类手工业技术史上的瑰宝。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是在制度层面。官府手工业的情况与民间手工业迥然有异，
这里的生产不计成本，包括能工巧匠在内的劳动人手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生产原料



充足，资金来源一般没有问题。但是，官府手工业内的生产有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
克服的痼疾，这就是这里的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并不高，生产者的组织成本相当
高，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的生产品并非为了进入市场，而是满足统治阶级的生活需
要和奢侈需要，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这就严重阻碍了手工业技
术的进步，没有形成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冲击力量。 

从这些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尽管我国历史上早就有称誉世界
的比较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其中有些技术发明真正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但是由
于当时我国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环境，以及直接生产者对于技术尤其重大技术改革没
有强烈的需求，发生近代工业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不具备。 

从上面对中国历史上手工业经济的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与近
代企业有明显的区别。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手工劳动(人力)、畜力、
风力和水力等，换言之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在此生产水平上的手工业，一般采取
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不是很高，生产成本比较高；而近代生产力
则表现为机器生产力即自然能源(煤、天然气和蒸汽等)转化的机械力，机器生产代
替了手工劳动，企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二者之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同。
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官府手工业是历代王朝的附
属物，民间手工业则是次生物，它们不可能取得法人地位，全凭官府的需求和政府
的“照准”经营；近代企业则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对企业经营负有限责
任。当然，中国近代企业的出现还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中国特色。这是我们
论述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近代企业时必须明白的一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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