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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长野器械缥丝业比较研究

—
一
兼论两地的原始工业化

王 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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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原始工业化是指传统观念上的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 的产业革命 以前
,

立

地于农村
,

并为区域外市场提供产品
,

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化 ( 国外一些学者称 之为

“
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

或
“
农村工业化

”
)
。

原始工业化 出现的内部条件是人口对土 地 的

压力
,

即过剩人 口必须从农业部门以外寻求生活来源
; 其外部条件则是产品市场和商

业性农业的存在
。

从这一内涵意义上说
,

19 世纪下半期中国广东 (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

的顺德县和南海县为主 ) 以及 日本长野 (以浓访湖沿岸 的冈谷市和橄访市
-

一 原谏访郡

为主 ) 的器械缥丝业具有典型意义
,

但笔者更为重视的是其结果
,

即原始工业化向现代

工业化的转化
。

正如原始工业化理论始作俑者门德尔斯所指 出的
, “
从阶段一到阶段二

的过程中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或 自动转化的因素
” , “
第一阶段农村工业的类似的发 展 可

能导致第二阶段工业化在程度上与步伐
_

_

卜的广泛不同 ,,( D
。

与中国广东的局部逆工业化

(重新 田园化 )现象相 比
,

日本长野缥丝业的发展更为迅速
,

并成为现代工业化的基础
。

本文试图就开港前后两地缥丝业的发展和经营形态作一比较研究
,

并探寻造成 两地缥

丝业发展差异的原因
。

一
、

开港前两地缥丝业的发展

中国的广东和 日本的长野在开港之前
,

经济发展都居于各 自国家的前列
,

农业和

家庭手工业 比较发达
,

经济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及其他因素
,

使两地人 口迅速地增加
。

据全汉异先生的统计
,

乾隆二十六年 ( 1 7 6 1 ) 到道光三十 年 ( 18 劝 )
,

中国 人 口 从

x 9 8 z 2万增加 yIJ 4 2 9 9 3万
,

J曾长 2 ] 7% ; 而广东人 口从 6 8 0万增加到 2 8 1 8万
,

增长 4 2 5%
,

仅次于有内地人 口迁移之故的四川和东北地区②
。

缥丝业发达的南 海 县
,

康熙 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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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6 2) 人口仅
_

0[ 余万
,

道光年间达到 1 12 万余
,

增加了 10 倍多 ; 顺德县的人口 康熙年

间为 3
.

7万人
,

咸丰年间达到 103 万
,

增加近 28 倍① 。

据速水融教授的考证
,

距东京 2 00 公里的长野县 中部的讯访郡
,

由于结婚率
、

出生

率的上升以及死亡率特别是幼儿死亡率的下降
,

该地区的人 口在 1 6 3 0年后的 10 0年间

增加了 3倍
,

年
.

均增长率为 1 %
,

远高于全 国的人 口年均增长率②
。

人 口 的迅速增长加剧了对土地的压力
,

迫使许多农 民向农业部门以外寻求生计
,

而非农业收入的增加可以使他们不再受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限制
,

养 活 更 多 的人

口 。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一直比较发达
,

沙田不断开发③ ,

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
。

据记载
,

早在 16 世纪
,

南海县高产田亩产已达 10 石
,

居全国之冠④ 。

尽管如此
,

所生

产的粮食仍无法满足当地的需求
,

广东
“

粮模势不暇给
,

不能不仰给邻封
” ⑤ 。

雍 正 八

年 ( 1 7 3 0)
“
岁即丰收

,

而乞来于西省者不下一二百万石
” ⑥ ,

据嘉庆年间广西税 关 统

计
, “

每年粤西米谷贩运 粤东者
,

查历届册报数均在一百数十万石以
_

L
” ⑦

。

广东每年约

输入粮食 30 0一 4 00 万石
,

占全省年粮食消费总额的 37 %⑧
。

日本长野县的状况也相类

似
。

以缥丝业 中心地平野村 (今冈谷市 ) 为首的恤访湖下游地区
, “ 土地少而人 口多

,

生

产谷物不能 自给
,

每年须从其它地区购入大米
” ⑨

。

尽管耕地面积扩大和集约化 的耕作方式提高了粮食产量
,

但 因受到 自然条件和生

产技术的制约
,

并不能解决 日益沉重的人 口压力
。

因此
,

许多人开始向商品性农业及

非农业部 门寻找出路
。

早在明初
,

南海
、

顺德等地就流行
“
果基鱼塘

”
的经营方式

,

由

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气候条件适于桑蚕生长
,

,’) ` 蚕岁七熟
,

闰则八熟
” , “

计一妇之力
,

岁可得丝 四十余斤
” , “

家有十亩之地
,

以桑养蚕
,

亦可充八 口之食矣
” L

。

养蚕的经济

效益远远超过经营传统农业
,

因此清顺治年间开始盛行
“

桑基鱼塘
”
的经营方式

。

广州

成为通商 口岸后
,

进一步刺激了养蚕缥丝业的发展
,

甚至 出现了
“

弃田筑塘
、

废稻树桑
”

叶显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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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
“
境内无稻田

” ① 的情次
。

日本的浓访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狭窄盆地
,

i取访湖占

去大半面积
,

耕地面积少
,

所以很早就出现了商品性农业以及非农业经济
。

1
_

4世纪时

就有植桑养蚕的记载
。

德川幕府建立后
,

人 口的压力进一步刺激了养蚕缥 丝 业 的 发

展
。

文政年间
,

`

该地方
“
人人用心养蚕

,

年获生丝八九千金
” ②

。

按当时米价计算
,

生

丝收入约达 1 万多石大米
,

这对年粮食产量仅 4 万石的浓访藩来说
,

养蚕缥丝业具有

重要的经济地位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缥丝业是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
。

开港前
,

两地缀丝业 的经

营方式虽稍有差异
,

但生产技术
、

生产水平和规模基本类似
。

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

除
“
蚕种多取给附近墟市

”
外

,

养蚕与缥丝均在同一农户中进行
,

很少有分工作业 的状

况
。

日本浓访地方缥丝虽在农户家中进行
,

但实际上其经营形态为
“ 出釜制

” ,

即由生丝

商人收购蚕茧分发给农民
,

农民在家中加工后按产量领取工钱
。 “
出釜制

”
反映了养蚕

与缎丝的分工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的出现 (宽政年间曾有商人 自设工场
,

募女工续丝
,

但被藩政权 以妨碍农业生产
、

有伤风化为由而禁止③ )
。

这是两地缀丝业

发展初起时存在的显著差别
。

两地使川的缥丝器械比较简单
,

均为木制 (或竹制 ) 的手摇丝车
,

在木架上装有一

可转动的木轮 (或滚轴 )
,

一手转轮
,

一手寻丝
,

将七八条蚕丝合成一绪
_

L轮旋转
。

这

种工具成本低
、

体积小
、

分量轻
,

简单易学
。

但是效率较 低
,

每 人 每 天 仅 能 缀 粗

丝 4 一 5 两
,

质量也欠佳④
。

开港前后
,

讯访地方出现了利用齿轮传动装置的可缀两

绪丝的手摇机
,

单机日产量提高到 7 两左右⑥
。

一般说来
,

农家所生产的生丝 自织者甚少
,

生丝
“

咨于各地
,

不 自织也
” ⑥

。

珠江三

角洲地区有很多蚕
、

丝专业墟市
,

南海县在道光十五年 ( 8] 3 5) 以前就有 12 个⑦
。

早在乾

隆年间
,

就 曾有首竹枝词写道
: “
呼郎早趁大冈墟

,

妾理蚕缥已满车
,

记问洋船 曾到 几
,

近来丝价竞何如
” ⑧ 。

反映了农户生产的蚕丝不仅通过墟市流入各地丝织机房
,

也出 口

到了国外
。

根据东印度公司报告
,

乾隆四十年 ( 1 7 7 5) 经广州出口 的生 丝 为 3 7 2 4 担⑨

(此时大部为质量高于粤丝的江浙丝 )
。

浓访地方没有丝织业
,

所产生丝大多运往以京都为中心的丝织业集中地区
。

最早

记载向京都提供生丝的是宽政六年 ( 7] 9 4 ) L ,

但开港前出口生丝量则微乎其微
,

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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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 长野器械缀丝业比较研究

低于广东
。

通过以上的比较
,

我们 可以看出中国的广东与 日本的长野两个地区原始工业化的

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渐趋成熟
。

但是
,

开港后
,

由于两国对资本主义冲击的反应不同

和政府政策导向截然相反
,

使得起点大致相 同的两个地区的原始工业化发展出现了差

异
。

二
、

开港后器械缥丝业的发展

器械缥丝与上述的手工缥丝有所不同
。

手工缥丝是利用土灶煮茧和手摇丝车进行

生产
,

器械缥丝是采用锅炉蒸汽煮茧及利用动力机械带动丝组 (索绪
、

抄绪及添绪等工

序仍为手工 ) 进行生产
。

这种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集中手 1 工场的范畴
,

尚未达

到以机械缥丝为特征的近代工厂水平
。

从广东和长野器械缥丝工场的创办及发展过程来看
,

两个地区具有一定的共同特

点
。

随肴西方 国家向东方的扩张
,

欧洲先进的缥丝技术也先后传入了中国和 日本
,

生

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

特别是器械缀丝使用锅炉同时为许多丝釜提供蒸汽沸水煮

茧
,

代替了手工缥丝 的单个丝釜的灶下炭火加热煮茧
,

使集中生产成为可能和必要
。

9]
一

世纪 70 年代
,

广东和长野都 出现了采用新技术进行生产的藻丝工场
。

18 7 2年华侨商

人陈启源回乡筹办继昌隆缥丝工场 ( 1 8 74 年建成役产 )
,

同年 日本成立了富冈制丝所和

深山田制丝场 (前者是明治政府创办的模范工场
,

后 者是政商小野组在上讯访设立的 )
。

富冈制丝所拥有釜位 3 00 个
,

深山田制丝场拥有釜位 1 00 个
,

均多于继昌隆澡丝工场初

期的
“
数十

·

釜位
” ①

。

继昌隆和富冈制丝所均采用法国式缀丝法
,

深山田制丝场采用意

大利缀丝法
。

由于 日木采用金属器械
,

所 以成本较高
,

加上 日本蚕茧质量不高
,

结果

富冈制丝所一直处于赤字经营状态
,

深山田制丝场不久宣告倒闭
。

缥丝工场最初的发

展并非十分顺利
,

与创办者的期望存在着差距
,

尽管如此
,

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
,

在攫取利润的动机驱使下
,

一些人仍陆续开办缥丝工场
。

在这些工场中
,

招 75 年山武

居代次郎等 9 名缥丝业者组成的中山社具有重要的影响
。

该社不仅规模较大
,

更为重

要 的是
,

他们参考法国和意大利缥丝法
,

结合 日本 的实际状况
,

创造了中山式缀丝法
,

即利用水力或人力统一转动丝组
,

用锅炉蒸汽煮茧缥丝
。

同时 千方百计降 低 生 产 成

本
,

如 以陶釜代替金属釜
,

木制抱合装置代替铜制健置等
,

设备费用成本每釜仅为 1 5

日元左右
,

远远低于富冈制丝所附 2 。。
一

2 5。到元⑨ ,

{可而获利颇丰
。

中山式缥丝法为

其他缥丝业者纷纷仿效
。

广东的继昌隆缥丝工场与 中山社所采用的缥丝 器械大致相同
,

主要为陶釜与木制

① 彭泽益
:

《中 l习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
,

三联书店 1 9 5 7年 j饭
,

第 4 4页
。

② 〔日〕矢木明专
: 《 冈谷的制丝业》

,

经济评论社 1 9 8 0年版
,

第 5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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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因而成本亦较低
。

但是继昌隆是靠工人用足踏来转动丝级
,

与手摇丝车相比
“
手

工成本轻
,

起丝亦少
,

足机起丝多
,

而沽价亦贱
” ① ,

有了很大进步
,

增强了竞争力
。

但却逊色于 日
`

本的中山式缥丝法
。

19 世纪 80 年代后广东才逐渐推广使用统一的动力装

置转动丝组
。

在煮茧缥丝技术方面
,

两地存在着差别
。

继昌隆缥丝场煮茧与缥丝同在

一釜
,

故水温较高 (华氏 2 00 度左右 )
,

工人只好用竹筷抄绪
、

添绪
,

效率较低
。

而中

山式缥丝法则将煮茧与缥丝用釜分开
,

前者为圆形釜
,

水温较高
,

后 者为半月形釜
,

水温较低
,

所以工人可以直接用双手抄绪添绪
,

效率较高
。

尽管继 昌隆在技术上稍为

落后
,

但
一

与长野一样
,

都采用蒸汽煮茧缀丝
,

因此水温均一
,

易于索绪解绪
,

采用共

燃装置统一樵条
,

所生产的丝已是
“
身动而滑

,

质匀而白
” ② , “

惟汽机费用虽繁
,

然丝

条柔而价值高
,

其法优良
,

其利尤巨
” ③

。

价格比土丝 (手工丝 )约高 1 / 3
,

遂使继 昌隆缀

丝工场开工后
“
期年而获重利

” ④
。

于是一些人也开始投资建厂
。

随着中山式缴丝法的推广
,
日本的缀丝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到 18 8 3年
,

浓访地

方的器械缥丝工场 ( 10 釜以上者 )为 1 19 家
,

10 年后增加 到 2 19 家
,

釜位近万个⑤ ,

成为 日

本最大的缥丝业地区
。

为了增强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

19 世纪 80 一 90 年代 日本橄

访地方采取共同结社的形式
,

按照同一规格将社内每家工场生产之丝进行再缥
,

然后

集束成包出口 国外
。

例如拥有 18 家缥丝工场的开明社就在天龙河畔设立了利用水利为

动力转动大丝组的共同再缥场
。

在共同结社时代
,

除中山社
、

开明社外
,

还有皇运社
、

协力社
、

金山社
、

明进社
、

信英社
、

龙上馆等
。

伴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
,

缥丝工场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

共同结社的必要性随之降低
,

从 19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
,

各社逐渐解体
。

而大的缥丝工场不断涌现
。

1 9 0 2年
,

平野村拥有 50 0釜位以上的 缥 丝

工场占村内缴丝工场 ( 10 釜 以上 )总数的 1 6%
, 19 17 年增加到 36 %

,

甚至出现了像片仓

制丝这样的占日本缥丝业总釜数 7 %
,

生产总额 13 %
,

出口总额 1 6% 的 大 型缥 丝 会

社⑥ 。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缥丝工场从继昌隆开办 以后
,

到 1 8 81 年共有缥丝工场 10 家
,

釜

位 2 4 0 0个
,

生丝产量近 1 0 0 0担⑦ 。

但是
,

广东缥丝业的发展与恤访地区不 同
,

不存在

共同结社的形式
,

甚至在某些县份 曾一度受到压制和破坏
,

出现了曲折
。

山于缀丝工

① 《续修南海县志》卷二六
,

第 56 页
。

② 陈夭杰等
: 《广东第一间蒸汽缎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源》 , 《广州文史资料》 1 9 6 3年第

8辑
。

③④ 《续修南海县志》卷二六
,

第 5 6页
。

⑤ 〔日〕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长日本产业大系
·

中部地方篇力
,

东京大学出版会 1 9 6 0年版
,

第 1”

页
。

⑥ 〔日〕《冈谷的制丝业》
,

第88 页
。

⑦ 汪敬虞
:

《关于继昌隆缀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汾
, 欢学术研究》 19 62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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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一

一

泣主竺全些叠鲤丝鹦些竺哑色_ _ _ _
_场的出现和发展

,

引发 了蚕茧和上丝价格的上涨
,

使以土丝为原料的丝织业 者 受 到 威

胁
。

18 8 1年湖州土丝减产
,

欧美商人涌到广东大量收购
,

而该年广东蚕茧亦歉收
,

市
_

匕

无丝
,

机工不得不歇业
。

丝织业界将咎责归于缥丝工场
,

当时缥丝业最为发达的南海

县的机土们趁祭祀聚会之机
,

结众袭击了学堂村的厚裕昌缎丝工场
, “
捣毁 汽 机

,

掠

走蚕茧
” ,

并准备袭击简村的继 昌隆等工场
。

南海知县徐赓隆一面派兵镇压
,

一面查封

各处缥丝工场
,

结果该县境 内的工场纷纷迁往澳 门
,

继 昌隆亦在其列
。 1 8 8 2年洋务派

官僚对棉纺
、

丝织 以外的产业部 门民间设厂的态度有所变化① ,

加之国际市场的需求

日益增加
,

外国商人投资上海缥丝业失败
,

于是粤丝为外国商人所瞩 目
,

纷纷
一

与缀丝

工场签订长期优惠合 同
,

较为稳定的和较高的利润推动了这一地区缥丝业的迅速发展
,

到 18 9 4年广东各地缥丝工场发展到 75 家
,

釜位 2 6 3 5 6个 ; 1 9 0 6年达到 1 76 家
,

其中取代

了南海县缥丝业地位的顺德县有 1 24 家
。

缀丝工人总数达 6 万人②
。

广东的器械丝 比重

也 由 188 1年 的30
.

3%
_

上升到93
.

3%
,

而土丝却从 69
.

7% 下降到 6
.

7% ③
。

粤丝占全 国出

口生丝总额的比重也不断提高
,

1 5 8 1一 1 5 8 5年为 ] 4
.

5%
,

一8 9 6 一 19 0 0年达到 2 7
.

7% ④
。

从工场数量
、

工场规模和生丝产量等方面来看
,

广东和长野的缀丝业的发展趋势

是相同的
。

但是
,

在缥丝技术和生丝质量方面
,

两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从 19 世纪70 年代 中期 开始
,

半个世纪中
,

广东的缥丝业发展只是总产量的增加
,

缥丝工场规模的扩大
,

质量的提高微乎其微
。

主要原 因在于经营者只顾追求眼前利益
,

不注重也不肯投资改进生产技 术和更新设备
,

一直使用旧式的木制器械
,

因此
,

每个

缥丝女工的 日产量始终徘徊在 4 一 5 两左右
,

在世界缀丝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
,

这种 旧式木制器械 日益落后
,

缥出的生丝断头
、

丝屑较多
。

据一些人的实地考察
,

进

入 20 世纪后
,

煮茧与缥丝仍在同一陶釜内进行
,

并未分离
,

一直使用竹筷抄绪
、

添绪
。

多数工场甚至并无选茧工序
。

刘伯渊在 19 2 2年考察时
,

这种状况仍无多大改进⑥
。

由

于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的相对落后
,

新生产的生丝规格不统一
,

也没有像 日本那样进

行再缥
,

统一规格集束成包出口
。

因而粤丝在世界蚕丝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

例如 1 8 9 6年在法国里昂市场上
,

每公斤生丝价格
,

法国和意大利丝为 38 法郎
,

日本丝

为 35 法郎
,

广东丝为 2 8法郎⑥
。

当时有人 曾写道
: “
广东出口生丝

,

向来失信于外洋机

织家
,

美政府致书我国
,

促筹改良之策
,

不下数次
,

只因国家多故
,

政府不暇及此
,

① 薛福成
: 《庸煮文别集》卷五

,

《代李相伯复邵观察》
。

② 陈慈玉
: 《近代中国的机械线丝业 (1 86 0一 1 9 4 5 ) 》

,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 9 8 9年版
,

第 1 6 7页
。

③ 彭雨新
: 《辛亥革命前后珠江三角洲乡镇缥丝工业的发展及其典型意义 》

,

《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 1 9 8 9年第 1期
。

④ 《辛亥革命前后珠江三角洲乡镇缥丝工业的发展及其典型意义》
。

⑤ 刘伯渊
:

《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
,

广东省地方农办试验场 1 9 2 2年版
护

⑥ 〔日〕石井宽治
: 《 日本蚕丝业史分析》

,

东京大学 出版会 1 9 7 2年版
,

第 3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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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丝业中人
,

又置若洲闻
,

奸商只知有利可图
,

遂不顾及害群
,

之事
,

是以出口生丝
,

仍不能得优胜之地位
” ①

。

在外部市场尚有余地的状况下
,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缥丝业发

展在 1 9 2 6年达到最高点
,

此后便在欧洲丝
、

日本丝
、

人造丝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
一

.I’

一 撅不振
,

迅速衰落下去
,

这一地区的原始工业化也随之遭受挫折
。

做访地方的生丝产量不断提高
,

仅冈谷市生产的生丝出口额就 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1 / 3
。

而且讯访的缴丝业界也非 常 注意改进生产技术
,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
,

以加强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

从 19 世纪末浓访缀丝业界逐渐开始采用蒸汽和电力为动力
,

并对生产工具进行改 良
,

如发明了机械索绪器等
。

因此缀丝女工的 日产量也有很大提

高
, 1 9 1 1年片仓制丝会社平均每釜年产生丝 1 20 公斤

,

远远 高于全国平均 47 公斤的水

平②
。

进入 20 世纪后
,

浓访地方开始使用多绪立缥机
,

20 年代又采用了 20 绪缥丝法
,

器械缀丝逐渐向机械缥丝过渡
。

生产工具的改 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

大大提高了该地

区生丝的产量与质量
。

以浓访为代表的 日本近代缥丝业的发展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

缥丝业作为 日本

近代的主要产业部门
,

它的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
,

而且缥丝

业 巨额资本的出现也有助于该产业逐渐从商业资本的控制下挣脱出来
,

成为具有 自律

性的产业资本
。

如缥丝业者在 日本蚕丝业垄断组织帝国蚕丝株式会社中的持股率
,

从

用 05 年的18 % 上升到 1 9 2 。年的 6 6
.

8%
。

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缴丝业资本家

逐渐向多元化经营发展
。

如片仓制丝会社除兼营谷物
、

肥料
、

丝织业等与缥丝业 阳关

灼产业外
,

还涉足建筑材料
、

机械制造
、

石油化工等部 门
。

正是这种带有普通性的多

元化经营使得通访地方在缥丝业逐渐衰落的情况下
,

又作为以精密机械制造为主的工

业区域成长起来
,

较为顺利地从原始工业化转向现化工业化
。

兰
、

两地器械缥丝工场经营形态

器械缥丝业的经营
,

是与原料供给
、

资金积累和聚集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密切

相关的
。

下面从这三个方面作一比较
。

(一 )蚕茧供给
。

20 世纪初
,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器械缥丝工场 96 %集中在顺德和南海

两县
,

除个别较大的村镇有 3一 5家缴丝工场外
,

大多每村 1 一 名家③ 。

而
_

}1这些地区

盛行植桑养蚕
,

因而除顺德县个别缥丝工场特别集中的地区有时从东莞县或广西梧州

等地购入部分蚕茧外
,

澡丝工场主要在当地购茧
。

植桑养蚕集中地区通常设有大茧市
,

20 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年交易量在百万元

① 《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
,

第89 页
。

② 〔日〕《冈谷的制丝业 》 ,

第 170 页
。

③ 〔日〕农商部1 9 1 2年编《纺织业特别调查
:

第一次农商统计表》 ,

第 1 6 2一17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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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茧市有扣个
,

百万元 以下的有 1 9个山
。

每当一造蚕收 获 时期
,

茧农或 呱贩 (俗

称水斗 )前往茧市
,

将蚕茧售于茧市商人或缥丝工场设在茧市的 收 购点一一茧栈
。

茧

商和茧栈经过检查后
,

商定等级和价格
,

进行收购
。

茧栈收购的大多为鲜茧
,

必须尽

快运回工场干茧
,

而且从第四造茧起需大量收购
,

以备冬季使用②
。

珠江三角洲地区蚕茧种类不多
,

据陈启源《广东蚕桑 谱》介 绍
, “

广东之蚕
,

亦有

两种
,

一名大造
,

又日大茧
,

一名轮月
,

又日连蚕
。 ” ③ 前者为两造蚕

,

后 者 为 多 造

蚕
,

器械丝原料99 % 均 出自后者④ 。

尽管如此
,

由于农家养蚕因循守旧
,

病蚕较多
,

再加上缥丝工场均未建立严格的选蚕工序
,

因而使广东蚕茧出丝量以及生丝质量的提

高受到限制
。

从缀丝工场的分布来看
,

浓访地方更为集中
,

例如 1 8 9 3年时
,

浓访地方共有续丝

工场 2 19 家
,

其 中平野村 86 家
、

下浓访村 29 家
、

川岸村 19 家
、

长地村」
_

6家
、

上浓访村 l j

家等⑤
。

实际上
,

讯访的缀丝业从德川幕府时期就需从外地购入蚕茧
,

随着该地缥丝

业的发展
,

其规模也越来越大
。
1 87 6年平野村产茧 2 00 石

,

仅能满足所需原料的 1 1
.

1% ;

1 8 9 0年增加到 1 0 6 4石
,

但 自给率反而下降到 2
.

8%⑥ ,

这也反映出该地缥 丝 业的迅速

发展
。

另一方面
,

浓访缥丝业者的购茧范围也不断扩大
,

从关东地区的山梨县一直扩

展到东北地区
,

从 1 8 9 2年开始
,

甚至来中国购茧
,

两年后 因甲午战争爆发而中止
。

19 世纪后半期 日木的蚕茧种类较多
,

共有 3 00 多种
,

由于农家养蚕规模 较小
,

每

户年均收茧量只有 10 公斤左右⑦ 。

一些缨丝业者以低于市场价格直接从农户收购
,

虽

热降低了生产成本
,

但生丝质量却难 以保证
。

为适应世界市场
、

特别是美国市场的需

求
,

诙访缥丝业者在优 良蚕茧产地设立工场的同时
,

利用契约制来提高蚕茧质量
。

即

嗅丝业者与养蚕农户签订契约
,

由工场无偿向农户提供优 良蚕种
,

贷款 给 农 户 改 善

养蚕设备
,

并指导农户采用先进技术管理
,

从而使蚕茧及生丝的质量得到 大 幅 度 提

高
,

增强了 日本蚕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

(二 )资金来源
。

广东与长野的缥丝工场基本都是由私人创办的
。

创办者或是独 自

投资
,

或是合股筹集
。

但是一般来说
,

前者比重甚少
。

例如珠江 三角洲地区的器械缥丝

工场所需固定资本 (土地
、

场房
、

机器设备等 )及流动资本 (原料黄
、

动力燃料
、

劳功力工

资等 )完全属于工场所有者的不足总数的 1 八 。⑧
。

陈氏兄弟建立继昌隆缥丝工场共投

资 7 0 0 0两白银
,

其 中 4 0 0 0两用于购买工场用地
、

机器设备及建造厂房
, 3 0 0 0两用于购买

① 〔日〕小山久左卫门 : 《南清制丝业视察复命书芳
, 工9 0 6年 自费出版

,

第31 页
。

② 〔日〕紫藤章
: 《清国蚕丝业一斑》

,

农商务省生丝检查所 1 9 1 1年版
,

第 22 4页
。

③ 弓l自黄慰农 《广
`

东近代蚕业畸形发展的技术考察》 , 《中国农史》 1 9 8 9年第 4 期
。

① 〔日〕松下宪三郎
: 《中国制丝业调查复命书》 ,

农商务省农务局 1 9 2 1年版
,

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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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茧
、

支付劳动力工资等
。

陈启源甚至 自己在广州开设丝庄
,

经营生丝出 口业务①
。

众多的缀丝业经营者并无这样的资本
,

因此 除少数独资经营者 以外
,

大多数缥丝业经

营者采用合股方式进行 固定资本投资
,

珠江三角洲地区缥丝工场均为平房建筑
,

内置

八排至十排缥丝台
,

器械设备多为木制及陶制
,

因而费用较低
,

每釜平均仅相当于
一

:..I

海的 1 / 5 ②
。

20 世纪初
,

该地还 出现了租赁经营方式
,

即拥有一定资 金 的商人或地

主设场出租
,

30 0釜位的缥丝工场每年约支付 7 00 一 80 0两的租赁费③ 。

无论是合股设场经营抑或是租赁丝场经营
,
习惯上将全部生产利润分给投 资者

,

因而其流动资金均来自借贷
。

告贷对象主要是银业与丝庄
。

银业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主

要的旧式金融机构
,

20 世纪初约有 5 40 家
,

名义资本 2 0 0 0万元
,

营 业 资本约有 1 亿元

左右
,

长期放款利息通常为 12 %
。

实际上
,

每家银业的资本金规模较小
,

其贷出资金

多来 自票号的拆款
。

19 世纪末
,

山西人在广州经营的票号有 9 家
,

平均资本约 30 一 50

万两
,

与地方工商业者无来往
,

仅借款与加入忠信堂行会组织的银业
,

利息较低
,

年

息约为 4 一 5 厘④ 。

缥丝业者从丝庄 (设在广州经营生丝出口 的商业机构
, 1 9 2 9年时有 27 家 ) 借款有两

种方式
,

一种是借款时缥丝工场与丝庄订立契约
,

将产品全部委托该丝庄贩卖出 口 ,

另外一种是缥丝工场接受丝庄的订单
,

同时得到后者的贷款
,

所产生丝交与丝庄
。

两

种方式的借贷期限依信用程度而异
,

长则半年
,

短则两周
,

年息 8 厘到 1 分回
。

丝庄

对缥丝工场的贷款多来 自外国银业的拆款⑥
。

浓访地方缥丝工场固定资本的增加与更新通常来 自生产收益
,

但 流动资金也多依

靠借贷
,

其数额较大
。

这不仅因为派访的缥丝业者要到各地收购蚕茧
,

需用 现 金 支

付
,

而且在 19 世纪后半期
,

春茧的比例 占70 %以上
,

因而缥丝业者需要在每年 5 月儿

乎一次性购进全年生产所需的原料茧
。

9] 世纪下半期浓访地方缥丝业者的告贷对 象主要是横滨生丝批发商
。

这是因为当

时缀丝工场规模较小
,

而且经营风险大
,

银行一般不愿提供贷款
。

横滨生丝批发商因

与缀丝业者具有共同利益
,

所 以按照 1 一 1
.

5% 的比例提取手 续费
。

19 世纪 8 0年代以

后
,

生丝出口急剧增长
,

批发商人为获得更多的生丝
,

往往通过前贷资金来拉制缀丝

业者
。 1 8 8 2年时贷款年息为 18

.

2%
,

其后逐渐下降⑦ 。

① 曹腾排
: 《陈启源和继昌隆缀丝厂 》 , 《文物天地》 1 9 8 3年第 5 期

。

② 〔日〕峰村喜藏
: 《清国蚕丝业视察复命书》 ,

农商务省 1 9 0 3年版
,

第 1 98 一 2 00 页
。

③ 《广东地方蚕业事情》
,

第 9 页
。

④ 区季鸳
: 《广州之银业》

,

台湾学生书局 1 9了1年影印版
,

第 5
、
189 页

。

⑥ 陈慈玉
: 《抗战前夕广东省的机械制丝业》

, 《抗战前 卜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 ,
1 98 4

年版
。

⑥ 〔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编《海外旅行调查报告书》 , 1 9 2 5年版
,

第 94 页
。

⑦ 《冈谷的制丝业》 ,

第洲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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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

即使那些资金雄厚的大批发商也难 以单独支付巨额前贷资金
,

这

些批发商一般从横滨的国立
、

私立银行借入资金后再贷给缥丝业者
。

1 9 0 3年时生丝批

发商从银行的借贷额达 7 40 万 日元① 。

随着缥丝业的迅速发展
,

个别资本规模越来越大
,

其稳定性也相对提高
,

因此从 19

世纪末起
,

银行对缥丝业的资金信贷逐年增加
,

利息也相对下降
。

如与浓访摸丝业关系

最密切的长野县地方银行— 第十九银行 1 9 0 0年时贷款年息为 13
.

9% (大 型缥丝 工场

为 n
.

0% )
,

到 1 9 0 6年降为 10
.

2% (大型缥丝工场为 7
.

7% )②
。

实际上
,

第十九银行也是

通过借贷和票据贴现的方式来筹措信贷资金的
。

例如 1 9 0 0年在贷给缥丝业者的 25 1万 日

元资金 中
,

有 15 。万 日元来 自日本银行
、

横滨正金银行
、

三 菱 银行
、

第十五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融资
,

其中 日本银行
、

横滨正金银行这两个政府代表银行的融资达到 58 % ③ 。

(三 )劳动力募集
。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 口稠密
,

而且当地妇女身体强壮
,

无缠足陋

习
,

且不忌讳抛头露面
,

因此女工的招募并不困难
,

甚至
“
只出一幅广 告便可募足所

需女工
” ④ 。

女工多来 自本村或邻村
,

在器械缥丝工场初兴时
,

为 防止 对手的攻击
,

尤其注意此点
。

当时香港《循环 日报》载
, “
女工之来

,

非姐妹即婶嫂
,

其 或 异姓异乡

来学习者
,

非亲即故
多 倘有别情

,

该乡绅曹必有所闻
,

定当禁止
” ⑥ 。

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
,

很少有缥丝工场之间争夺女工的现象
,

经常改换工作场所

的女工也不多
。

绝大多数女工为 17 一 18 岁的少女
,

也有少数幼童和中年妇女
,

平均年

龄为 20 岁左右
。

由于当地习惯早婚
,

所以结婚者 与 未 婚 者各半
,

甚至还有携子上班

者⑥
。

工场一般没有培训制度
,

大多是女工介绍 自己的熟人或亲戚
,

由本人传授缥丝

技术
,

开始作无报酬的帮工
,

几个月后上釜缀丝
,

领取少额工资⑦ 。

珠江三角洲地区缀丝工场大多是粗放经营
,

大约每 5 个釜位只有一名辅助女工
,

帮助运茧
,

清扫屑物并兼学缥丝
,

平均每个釜位的正式职工为 1
.

04 人 ( 日本长野为 1
.

68

人 )
。

因而从表面上看
,

女工每人平均缀丝量不低于 日本
,

但单位丝釜产量仅相 当 于

日本的 5 3一 66 % ⑧。

更重要的是
,

这种粗放经营限制了生丝质量的提高
,

直接影响了

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竞争力
。

缥丝工场平均每年开工 30 0余天
,

除春节等节日外
,

没有固定的休 息 日
,

女工每

① 〔日〕山日和雄
: 《 日本产业金融史研究— 制丝金融篇》 ,

东京大学出版会1 06 6年版
,

第5 7页
。

② 〔日〕石井宽治
: 《 日本银行的产业金融》 , 《社会经济史学》第 38 卷 2 号

,
1 9 7 2年

。

③ 《 日本产业金融史研究— 制丝金融篇》 ,

第 132 页
。

④ 〔日〕鸿巢久
: 《中国蚕丝业之研究》 ,

丸山舍书籍部1 9 1 9年版
,

第 325 页
。

⑤ 转引自〔日〕铃木智夫著《草创期广东缀丝业的经营特点》 , 《近邻》 1 9 8 4年 6 月号
。

⑥ 《中国制丝业调查复命书》 ,

第 52 页
。

⑦ 《海外旅行调查报告书》 ,

第88 页
。

⑧ 《抗战前夕广东省的机械制丝业 》
,

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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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作n 一12 个小时
,

工资视缥丝量而定
,

高者每天缥 3
。

5两 细 丝的上等女工 日工资

0
.

35 元
,

低者每天缀 1
.

5两细丝的学徒工 日工资0
.

06 元①
。

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
,

派访地方缥丝业劳动力募集则较为困难
。

因本地区劳动

力远不能满足缀丝业的需求
,

须从外地招募大量女工
。

据统计
,

该访郡内的缥丝女工

数 1 8 8 3年时约为 2 6 0 0人
, 1 8 9 0年时增加到 7 4 0 0人

,
1 9 0 0年上 升 到 1 1 0 0 0人

, 1 9 20年

达到 2 1 0 0 0人② 。

就女工的出身地区来看
,

1 9 0 3年时 本 地出身者仅 占总数的 1 2
.

6% ,

长野县 内出身者占65
.

2%
,

其他地区出身的女工 占34
.

8% ③ 。

随着招收外地女工的增加
,

诙访地方缥丝业者之间
、

恤访地方缥丝业者与应招女

工地区缥丝业者之间争夺女工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

缀丝业者为招募到大量熟练女工
,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采用定金制度
。

尽管定金逐年提高
,

但到年初工场开工时原有职

工残留率仅 50 %左右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浓访缀丝业者在 1 9 0 2年结成缥丝同盟
,

达成

了防止相互之间争夺女工而进行职工登记的协议
。

另一方面
,

缥丝业者注意提高生产

技术
,

以期减少对劳动力的过分依赖
。

由于原料茧的限制
,

派访地方缥丝工场的开工时间较短
。 1 8 8 6年时平野村 50 家工

场平均开工 181 天
, 1 9。。年增加到 2 2 5天

,

并分春秋两季
。

缥丝女工几乎全部未婚
,

每

天工作 13 个小时
,

19 世纪末 日工资平均 0
.

14 日元
,

到 1 9 0 3年增加到 0
.

22 日元
。

为了鼓

励女工提高缥丝技术
,

工场实行经常变动的 等 级 工 资制
,

如 1 9 0 ,年时
,

一家工场的

12 8名缀丝女工中
,

日工资最高的。
.

50 元 以上 ( 1名 )
,

最低的。
.

10 元 以 下 ( 8 名 ) ,
多

数人为 0
.

20 元 以上 ( 53 名 )④ 。

四
、

政府在缥丝业发展中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
,

原始工业化从 以下几个方面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

第一
,

原始

工业化使包买主
、

中间商人以及手工工场主积累了资本
,

并具备了企业经营管理及市场

销 售的知识 ; 第二
,

原始工业化使农 民成为不受土地束缚的 自由劳动力
,

并接受了近

代工业的初步训练 ; 第三
,

原始工业化促进了农业地区的发展乃至农业革命的出现 ;

第四
,

随着原始工业化的发展
,

一个由地方
、

国内和国际组成的市场网络逐渐形成
,

等等
。

但是
,

原始工业化与现代工业化又有着质的不同
,

其 中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资本构

成 的不同
。

原始工业化时期
,

包买主
、

手工工场经营者追求的是能够不断回流及再投

① 《南清制丝业视察复命书分
,

第 28 页
。

② 《 日本蚕丝业史分析分
,

第 261 页
。

③ 〔日〕中村政则
: 《 日本历史

·
2 9

·

工人与农民》
,

小学馆 1 97 6年版
,

第 92 页
。

① 《 日本蚕丝业史分析》 ,

第 30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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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流动资本
,

而现代工业化强调的是特定形态化的固定资本
。

换言之
,

尽管原始工

业化已 经出现了生产的集 中化
,

但尚未实现机械化
,

而集中化与胡械化相结合创造的

产业革命才使原始工业化转化为现代工业化
。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完成这一

转化
,

其关键因素则是原始工业化 的主导者们能否在尚未充分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将巨

额资金不断投资于固定资本
。

以往的原始工业化理论认为
,

促使投资行动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劳劝力供应不

足及包买主或手工工场主收益递减
。

也就是繁荣时期劳动供应 曲线的逆 向弯 曲
,

无法由

追加的劳动得到补充 ; 原始工业化本质上只促进生产在量上的扩张
,

而不是生产方式质

的变革
,

生产力的进步有限
,

或迟或早产品的边 际成本以及平均资本要上升等
。

尽管

在珠江三角洲和浓访地区的原始工业化过程 中也存在上述因素
,

但两地之所 以出现不

同的发展结果
,

其各 自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

这是 因为
,

在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

里
,

工业化的推动力量往往不是来 自原始工业化的内部危机
,

而是来 自原始工业以外

的刺激或示范效应
。

然而这种刺激或示范效应只有在必要 的社会经济条件具备的情况

下
,

原始工业化才有 可能转化为现代工业化
。

也就是说
,

外部刺激或示范效应以及必

要 的社会经济条件共同组成了通过其它途径来聚集 转 化 条 件的
“

补偿系统
” ,

缺一不

可
。

19 世纪中期 以后 的世界生丝市场旺盛的要求以及欧洲缥丝技术的传入
,

刺激了珠

江三角洲和浓访地区器械缀丝业 的发展
,

正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
,

其发展结果

也不同
。

而这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又是与当时两国政府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有着直

接的关系
。

众所周知
,

19 世纪中期 以后
,

由于外来的冲击
,

中日两国政府本能地采取了一些

富国强兵的措施
,

以期抵御西方国家的压力
,

并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
,

这正是洋

务运动与殖产兴业出现的历史背景
。

然而
,

由于两国政府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不同
,

工业化的进程也大相径庭
。

那么
,

这种不同休现在何处呢 ?

首先体现在对私人经营嘿丝业的认可与保障上
。

有清一代
,

推动洋务 运动 的
“
开

明
”

官僚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近代产业的控制
, “

商为承办
,

官为维持
”

被解释为
“
并非一

缴公祭
,

官即不复过问
,

听其漫无限制
” , “

虽为商办
,

官仍督察
” ,

,’4 卜谓局务不归官

也
” ① 。 1 8 8 1年查封南海县缥丝工厂的理由是

“

各省制办机器
,

均系由官设局
,

平 民不

得私擅购置
” ② 。

尽管 19 世纪 80 年代初洋务派官 僚对棉 纺
、

丝织部门以外的 民间设厂

采取认可的态度
, 1 8 8 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发文

“

资行粤省
,

劝导商 民
,

广为兴办 (缥丝

业 )
”
的同时

,

准备筹银 4 万两设官营机器缀丝局
,

其 目的仍然是在
“

官为商倡
”
的幌子

下侵吞私人资本
。

因而直到 19
一

世纪 90 年代
,

当有人在南海察请开设丝场时
,

两广总督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 6 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61 年版
,

第 53
、

55
、

61 页
。

② 徐赓隆
: 《不自谦斋漫存》卷六

,
光绪八年版

,

第 17 一招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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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
“

商民设立机器缥丝
,

专利病民
”

为辞
,

不许
“

擅制
” ① 。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资本缥丝业就是在这种半合法半违法的夹缝中成长的
。

其结果

无论是缥丝业者
,

还是生丝出口商
,

追求的均是短 期效益
,

根 本 不考 虑追加固定资

本
,

改 良缀丝技术
。

本来喋丝业就是一 个加工度低
、

因而投机色彩较浓的产业
,

在生

丝的生产成本中
,

原料茧费用占70 一 80 %
,

工资比例仅占10 %左右
,

原料茧的购入与

生丝的贩卖等流通领域比生产过程更为重要
,

因此
,

器械藻丝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

商业资本
,

其经营者也更多地带有商人色彩
,

不稳定的生产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

投机心理
。

尽管明治初年 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创办国营企业的方针
,

但仅仅是为
“
示以实利

,

以

诱 民众
” , “ 依靠政府官吏诱导奖励之力

” , “

鼓励 民众之工业
” ,

一旦时机成熟
, “

渐次改为

民营
” ②

。

当时大多数政府官僚主张通过私人企业的 自由竞争来发展经济
,

从殖产兴业

的全过程来看也是如此
。

从明治政权成立到内务省成立前
,

由工部省主持的
“
殖产兴

业
”
政策以创办铁路

、

矿山等官营企业为主 , 到内务省主持时期 ( 1 8 7 3一 1 8 8 0年 )
, “
殖

产兴业
”
的重点转移到扶植 民间企业

、

特别是以缀丝业为主的传统 民间产业上
,

其手段

也是以政府贷款
、

银行融资为主
。 1 8 8 1年农商务省成立 以后

, “
殖产兴业

”
政策从直接

扶植改为间接扶植
,

即从财政主导型转移到金融主导型
,

在将大部分官营企业处理给

民间的同时
,

通过成立中央银行完善金融货币体系
,

从资金市场上为民间企业的勃兴

创造条件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浓访地方的缥丝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

的
。

其次
,

中 日两国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不同体现在对缥丝业生产过程的保护上
。

缀

丝业不仅是维系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与 日本的对外贸 易的重 要产业部门 (各 占出口额的

1/ 3左右 )
,

又是维持国内千百万人生计的重要产业部 门
。

据统计
, 1 8 9 4年时

,

缥丝工

场约占日本工场总数的40 %
,

其拥有的职工数约占职工总数的 31 %
, 1 9 0 5年 日本农户

的 2 8%均从事养蚕活动
,

植桑面积达到土地总面积的 19 %③ 。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缥丝

业全盛时期
,

与蚕丝业有关者占广东农户的 80 一 90 %
,

高达 100 多万人④ 。

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充分意识到蚕丝业的重要性
,

在引进欧洲技术设立官营缥丝工

场以带动民间产业发展的同时
,

还对 民间缀丝业进行指导与保护
。 1 8 8 4年政府在东京

设专局
,

考察蚕病并施行各种蚕业政策 ; 1 8 9 6年政府在横滨设立生丝检验所
,

致力提

高生丝质量 ; 1 9 0 0政府为鼓励生丝出口 ,

取消了生丝出 口税 ; 1 9 1 1年政府颁布蚕丝业

法
,

并成立由国家提供经费的蚕种制造所
。

在谏访地区
,

政府根据缥丝业者要求
,

在

① 《关于继昌隆绰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
。

② 〔日〕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 ,

东京大学出版会 1 08。年版
,

第 5吐页
。

⑧ 《冈谷的制丝业》 ,

第 7 页
。

④ 《抗战前夕广东省的机械制丝业》
,

第 1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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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 5年将铁路铺到平野村
。

橄访地方的生丝产量由 1 8 9 4年的 53 万公斤急剧增加到 1 9 0 6

年的91 万公斤
,

这与铁路开通后原料
、

燃料及产品的运转效率提高有着直接的关联 ①
。

与明治政府的促进作用相对照
,

清政府无任何积极辅导蚕丝业的政策
,

甚至为了

维持传统的生产方式及社会秩序
,

往往采取压抑器械缥丝业的态度
。

即使在外来影响

增大的清末时期
,

政府大多数官员仍希望维持一个循环活动的经济社会
,

而不愿推动

经济体制出现动态的发展
。

更有甚者
,

将 民间资本兴办的器械缥丝业作为绝好的财源

不断进行搜刮
。

据《顺德县志》卷六经政杂税土丝捐一项记载
, “

每年共纳银 1 54 万 8 千余

元
,

…… 以上均咸丰后至宣统年间增加者
” , “
谨按杂税并非正供

,

取 民自宜有利
,

顺 邑土

丝一项税炯甲于全粤
,

实为岁入大宗
。 ”

实际上
,

缀丝工场从购买蚕茧到出卖生丝
,

每

担合计交纳各种税捐达 97 元左右
,

占生产成本的 8 %② 。

到光绪末年
,

更有借举办新

政
、

赔偿战费等名目多方敲榨勒索
,

以致在缀丝业界
,

政府税率 日增
,

成本渐高
,

获

利 自少
,

终不敌 日本及意大利之竞争
,

损失惨重
,

根本无力对缥丝技术加以改进③ 。

第三
,

中 日两国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不同体现在金融政策上
。

无论在广东珠江三

角洲地区
、

还是在长野浓访地方
,

其器械缴丝业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资金短缺
,

尤其是

流动资金短缺
。

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出现于 1 8 9 7年
,

七年后才出现第一家政府

银行
,

即户部银行
,

但直到 1 9 1 0年
,

中 国各 大城 市放款 利息率最低为 6 %
,

最高达

20 % ④
。

这一巨大差异不仅反映了统一的资金市场尚未形成
,

而且成本低
,

供给弹力较

强的纸币制度也未出现
,

因而 19 世纪末
,

缥丝业资金告贷不得不求之于带有商业高利

贷色彩的地方银业或钱庄
,

但这些旧式金融机构资金短细
,

彼此间联系又不密切
,

一

遇政治或金融危机
,

往往倒闭或停业
,

因而决定了这些旧式金融机构贷款利息高
、

且

不稳定的特点
。

有资料记载
,

广州银业放款年利为 18 一 36 厘
,

高于全国 12
.

5一 14
.

8厘

的平均水平
,

居各城市之冠⑤
。

这无疑也是藻丝业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 因
。

与上述状况相反
,

明抬政府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健全的货币金融制度对工业

化的重要性
,

致力于建立促使社会资金资本化的银行制度
。

政府在 1 8 7 2年和 18 7 5年两

次颁布
“
国立银行条例

” ,

允许民间银行以政府公债作抵押发行同等数额的银行券
。

这

一条例促进了银行业的兴盛
,

到 1 8 7 9年 已有 151 家国立 〔实际上私立 )银行
,

缴纳资本金

为 4 0 0 0多万 日元⑥ 。

① 〔日〕野 田正穗等编心日本铁道的 出现及发展》
,

日本经济评论社 1 9 8 6年版
,

第 5 5页
。

② 张国辉
: 《甲午战后四 卜年间中国现代绰丝工业的发展与不发展》 ,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 9

年第 1 期
。

③ l((J 质德县志》卷一
。

④ 严中平
: 《中国棉纺织史稿》 ,

科学出版社 1 9 5 5年版
。

第 144 页
。

⑤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卷下册
,

科学出版社 1 9 5 7年版
,

第 1 0 1 6页
.

@ 〔日〕正田健一郎 . 《 日本资本主义与现代化》 ,

日本评论社 1 9 7 3年版
,

第 7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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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券的大量发行虽然造成了通货膨胀
,

但它使纸币制度在 日木得以建立
,

同时

又刺激了产业的勃兴
。

因为
“

条例
”

规定
,

银行须将银行券 以 10 % 以下的利息贷与企业
,

这样企业就得到了急需的资金
。

另外
,

银行经营的票据贴现业务 以及押汇业务对远离

贸易和金融中心的缀丝业发展也起到推 动作用
。

譬如
,

19 世纪末期谏访缥丝业者大多

就是以横滨生丝批发商的汇票在当地银行加以贴现而筹集流动资金的
。

在资金市场的形成中
,

中央银行
、

即日本银行的作用是重要的
。

18 8 2年成立的 日

本银行对纸币发行权的垄断
,

不仅可以通过高贴现率
、

存款储备率 以及公开市场运用

等手段
,

调整市场的货币供应量
,

以适应工商业的需要
,

而且通过总行与各支行的经

济活动
,

使 日本全国的贷款利率逐渐降低并趋于一致
,

从而促成了统一资金市场的形

成
。

除此 以外
,

日本银行还直接贷款给地方银行和制造业
,

以推动产业及对外贸易的

发展
。

如第十九银行 8 0% 的押汇资金与该访缥丝业有关
,

该行 19 0 0年从 日本银行得到的

融资达融资总数的 29
.

4%
,

为 50 万 日元
,

到 19 0 7年增加到 1 18 万 日元① 。

由此可见
,

在

浓访缀丝业迅速发展的背后
,

以中央银行为首的近代货币金融体制所起到的作用是不

容忽视的
。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 日本 学术 振兴会的支持和 东京大 学经济学部石

井宽治教授的指导
,

在此一并致谢
。

)

(责任编杆
: 桃玉 民 )

〔作者王新生
, 1 9 5 6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 〕

① 《 日本银行的产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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