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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两国在15世纪以前都是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国家，但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
发生了工业革命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大国。本文试图从生产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特
别是人地关系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来分析近代中国怎样从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强国
逐渐衰落为一个边缘性农业弱国；英国又怎样逐渐从一个边缘性的农业小国成长为全球的
经济中心及其经济动因。  

    

一、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问题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发现制造业比农业，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英国
另一位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并得出如下结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
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因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变动趋势和分布状况是，第一
产业的劳动力将逐渐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将逐渐增加。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和现在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三大产业演进的规律有
如下特点：（1）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小，如农业的发展受土地和气候的制约，而制造
业对土地的依赖就很小，气候的制约就更小了。（2）供给与需求的弹性越来越大。当农业
发展到一定程度，土地供给就固定有限了，基本没有弹性，对粮食的需求也是如此。而纺
织业从生产角度来讲，基本是市场需求多少就能生产多少；从需求来讲，只要人有消费能
力，就可以不限量消费，弹性较大。（3）需求弹性越大的产品，附加值就越高；其增长速
度越大，生产该产品的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也越大。由于中英两国国情的差异和生产要素
价格的不同，配第—克拉克定理在两国产业结构转型时，所形成的动力机制也有很大的不
同。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即两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
升级。下面从生产要素结构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分析中英两国产业结构的变迁。  

    
二、生产要素结构 

   生产要素主要指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
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即人地关系是生产要素结构中的核心问题。  

   1、土地。土地是农业生产方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土地受国土面积与自然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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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总量是固定有限的，供给缺乏弹性。因此，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可以作为探讨工业
化转型动因的常量因素来考察。  

   2、劳动力。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是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因
素，也是生产要素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它对中英两国其它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产生了重
大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可以把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作为变量因素来考
察。  

   （1）中国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对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影响。中国明清之际，由于人口增长
迅猛，劳动力供给过快过多，劳动力成了买方市场，并分别对土地价格、粮食价格、经济
作物价格和纺织品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由于人口激增，土地越来越稀
缺，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地租在粮食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粮食产品价格的
影响：从供给与需求来考察，由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虽然廉价的劳动力可以降低
粮食生产的费用，但由于人多地少，上涨的地租使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巨大的需求
使中国的粮食价格始终在高价位上运行，导致中国粮价高于世界市场。对经济作物价格的
影响：一般来说，经济作物相对于粮食作物来讲，对土地需求较少，对劳动需求较多，是
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产品
价格是较低的。对纺织品价格的影响：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在棉纺织业这样劳动密集
型的产业上，不需要技术创新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从而使棉纺织品价格大大低于世界
市场。  

   （2）英国劳动力数量和价格对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影响。由于新经济的兴起，英国对劳
动力需求较大，相对价格较高，相比较中国而言，劳动力是稀缺的，成为卖方市场，并分
别对土地价格、粮食价格、经济作物价格和纺织品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土地价格的影
响：由于英国人少地多，土地价格的上涨速度没有人口增长速度那么快，地租在粮食产品
成本中相对比重较低。对粮食产品价格的影响：从需求来看，由于英国人口少，需求也
小，而粮食又是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从供给来看，较高的劳动力价格都被较低的土地价
格抵消了，因此粮食价格从需求和供给来考察，都不会出现中国这样较高的粮价。因此，
在英国生产粮食如果不达到一定的规模，利润率不会高。对经济作物价格的影响：由于劳
动密集型经济作物对土地需求较少，而对劳动力需求较多，因而在世界市场上，英国的经
济作物是竞争不过中国的。对纺织品价格的影响：由于英国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毛和棉纺
织业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英国产品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创新，降低劳动力成本，也是
竞争不过中国和印度的。  

   3、资金。投资产业的利润率是对投资主体决策影响最大的因素，而影响商品利润率的
主要因素是供给与需求。从供给方面来看，由于不同的产品对生产要素需求的程度不同，
这就导致各种产品生产成本的不同。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对各种产品需求的数量受人口
数量和需求规律的影响，因而对产品的价格也产生了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作为投资人来
说，他的理性选择就是要生产成本最低、价格最高的产品，以获取利润最大化。在15世纪
之后，中英两国都走向了农业产品的多样化。中国出现了以粮棉为特点的农业产业结构，
英国出现了以粮毛为特点的农业产业结构。其原因就是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的利润率高
于粮食种植业，因此，中英两国的农业投资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利润率较高的棉花种植
业和养羊业。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地比例的不同，英国在养羊业和毛纺织业的相对收入
是远远大于中国的植棉业和棉纺织业的。早在15世纪，畜牧养羊业就逐渐代替了谷物种
植，养羊业利润比谷物种植大10倍或12倍。  

   4、技术。人们有一种传统认识，即中国在生产技术上一直领先于西欧，特别是英国。
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中国在生产技术上准确说是在农业种植技术上是远远高于
西欧的，但在纺织技术上，西欧特别是英国远远高于中国。但是，产业的竞争实质不是技
术的竞争，而是产品价格的竞争，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和印度竞争不过本土产品，不是技
术落后，而是产品价格太高。因此，技术创新的目的不是追求产品的科技含量，而主要是
降低产品的成本。所以说，纺织技术并不是影响中英两国工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1、人地关系是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核心要素。按一般规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
于经济作物和制造业的相对高收入，会诱发劳动力和资金流向新产业新经济。在英国就出
现了养羊业和纺织业兴起和发达的局面，这说明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是很低的。但在
中国，由于人地比例严重失衡，土地的高价格使土地密集型的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粮食种
植业与纺织业原本较大的相对收入差额被缩小了，新产业缺乏足够的高利润吸引生产要素
流入；同时，土地的升值也吸引商人将商业资本流回土地，使新产业的现金流难以扩大。
总之，土地的高价格提高了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内部调整的成本。  

   2、贸易对中英两国的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影响。由于英国国小，市场小，因而国外
市场的强大需求对英国产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改造是革命性的；而中国国大，国内市场广
阔，产业结构复杂，同质性弱，对市场力量的接受和消化有一个长久的过程，因而产业结
构和社会制度的演进必然是渐进型的。  

   3、国情决定工业化的特点和规律。中英两国在15世纪之后形成了不同的产业结构，
而且差异越来越大，中国的产业结构走向了合理化，英国的产业结构走向了高级化。我们
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走向工业革命，就说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因为中英
两国完全是不同质的两类国情。中国国情由于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由于中国市场的广大
和不均衡，由于国内文化和政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至少
需要100～200年。如果封闭自我发展，还得需要比这更长的时间。中国的工业化有它自身
的特点，不可能按照英国模式来理解和规范。  

   4、中国工业化与经典模式。一些学者喜欢按照英国和日本模式来计算中国工业化的时
间和速度，并认为中国工业化时间拖延了100多年还没完成，是由于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
策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其实，这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英国和日本是工业化
很经典的模式，拿经典模式来比附中国是不合适的。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工业化需要200年
不算多，其间出些坎坷和挫折都是正常的，是必须付出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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