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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１．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

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

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２．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

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３．１９１８年２月１４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

种历法所标日期，在１９００年２月以前相差１２天（如俄历为１日，

公历为１３日），从１９００年３月起相差１３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

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４．目录中凡标有星花 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５．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６．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７．《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

《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

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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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国民收入论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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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和农具的集中（５６—５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５７—

５８）。——瓦·沃·先生关于失去马匹的议论（５９）。

——雇农的雇用以及瓦·沃·先生关于这个现象的

议论（５８—６０）。——下等农户；土地的出租（６０）。

——中等农户，它的不稳定性（６１—６２）。——瓦·

  沃·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论农民的租地（６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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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派对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研究的态度（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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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雇用及其意义（８７—８９）。——土地施肥

（８９—９０）。——改良农具（９０）。——工商企业（９０—９１）。

五 奥廖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９２……………………………………

各类农户的经济资料（９２）。——根据奥廖尔省的资

料分化图画不全面（９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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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罗涅日省汇编中的分类方法（９４—９５）。——扎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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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泽列茨县（１０２）。——叶尼塞斯克省（１０２）。——

  波尔塔瓦省的３县（１０３—１０４）。——卡卢加省（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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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维尔省（１０５）。

九 上述关于农民分化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汇总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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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两次军马调查的

比较 １２１………………………………………………………………

欧俄４８省的资料（１２１—１２２）。——维赫利亚耶夫

和切尔年科夫先生的统计学作业（１２３）。

 十二 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１２３……………………

资料的性质及整理方法（１２４）。——（Ａ）家庭收支

表的总的结果（１２４—１３１）。——支出额和收入额

（１２５）。——各项支出（１２６）。——各项收入（１２７

—１２８）。——家庭收支中的货币比例（１２９—１３０）。——

赋税的意义（１３０—１３１）。——（Ｂ）对农民农业的评

述（１３２—１３６）。——关于各农户的总的资料（１３２）。

——财产和农具（１３３）。——经营支出（１３４）。——

农业的收入（１３５）。——表面上的例外（１３５—１３６）。

——（ｃ）对生活水平的评述（１３６—１４５）。——饮食

上的实物支出（１３６）。——饮食上的货币支出（１３７）。

——个人消费的其余支出（１３８）。——个人消费和生

产消费的货币支出（１３９）。——尼·—逊先生论农民

的最高“阶层”（１４０）。——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工

人生活水平的比较（１４１—１４２）。——舍尔比纳先生

的方法（１４３—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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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矛盾（１４５—１４６）。——（２）“非农民化”（１４６—

１４７）。——（３）《资本论》中对这一过程的评述（１４７

—１４９）。——（４）农民资产阶级（１４９—１５０）。——

（５）农村无产阶级。全欧类型的带有份地的农业工

人（１５０—１５３）。——（６）中等农民（１５３—１５４）。——

（７）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１５４）。——（８）分化

的增长，移民的意义（１５４—１５５）。——（９）商业资

本和高利贷资本。理论上的问题的提法。这两种资

本形式跟产业资本的联系（１５５—１５８）。——（１０）工

役制及其对农民分化的影响（１５８—１５９）。

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１６０………………

一 徭役经济的基本特点 １６０………………………………………………

农奴经济制度的实质及其条件（１６０—１６２）。

二 徭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 １６２…………………………

改革后旧制度的残余（１６２—１６５）。——工役制度和

资本主义制度（１６５—１６６）；哪一种制度比较普遍（１６６—

１６８）。——工役制度之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１６８）。

三 对工役制度的评述 １６８………………………………………………

工役制的形式（１６８—１７２）。——实物地租及其意义

（１７２—１７３）。——工役制下的劳动报酬（１７３—１７５）。

——工役制下的人身依附（１７５—１７６）。——对工役

制的总的评价（１７６—１７７）。

四 工役制度的衰落 １７７…………………………………………………

两种工役制（１７７—１７８）。——农民分化的意义（１７９—

１８０）。——斯捷布特先生的评述（１８１）。——著作

界的评述（１８１—１８２）。

五 民粹派对问题的态度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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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役制理想化（１８２—１８３）。——卡布鲁柯夫先生

的议论（１８３—１８６）。

六 恩格尔哈特农场的历史 １８７…………………………………………

农场的最初状况及其逐渐变化的性质（１８７—１９０）。

七 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 １９０……………………………………………

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的四个时期（１９０——１９１）。——

不完备的官方统计（１９２—１９４）。——各种农业机器

使用的资料（１９４—１９９）。

八 机器在农业中的意义 １９９……………………………………………

机器使用的资本主义性质（１９９—２０１）。——机器应

用之结果（２０１—２０５）。——民粹派的不彻底性（２０５—

２０７）。

九 农业中的雇佣劳动 ２０７………………………………………………

“外出做农业零工”（２０７），其意义（２０７—２０８），其规

模（２０９）。——全部欧俄农业工人数目（２１０—２１１）。

十 自由雇佣劳动在农业中的意义 ２１１…………………………………

农业工人状况（２１１—２１２）。——特殊的雇佣形式

（２１２—２１４）。——在大小业主那里的工人状况（２１５

—２１７）。——社会监督的萌芽（２１７）。——民粹派对

外出做农业零工的评价（２１７—２２０）。

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２２１…………………………………………

一 关于改革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各种商业性农业

的总的资料 ２２１………………………………………………………

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年、１８７０—１８７９年、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

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的谷物和马铃薯生产（２２１—２２２）。——

马铃薯的播种及其意义（２２２—２２３）。——商业性农

业地区（２２３—２２４）。——卡布鲁柯夫先生的议论（２２５）。

二 商业性谷物业地区 ２２５………………………………………………

  谷物生产主要中心的转移（２２５—２２６）。——作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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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区的边疆地区的意义（２２６—２２７）。——这一地区

的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２２７—２３０）。

三 商业性畜牧业地区。关于牛奶业发展的总的

资料 ２３０………………………………………………………………

各个地区中畜牧业的意义（２３０—２３１）。——柯瓦列

夫斯基先生和列维茨基先生的计算（２３１）。——干

酪制造业的发展（２３２—２３４）。——官方资料的不完

备（２３４）。——技术进步（２３４—２３５）。

四 续。上述地区的地主经营中的经济 ２３５……………………………

农业的合理化（２３５—２３６）。——“联合牛奶厂”及其

意义（２３６—２３８）。——国内市场的形成（２３８）。——

农业工人进入工业省份（２３８—２３９）。——比较平均

地分配一年的工作（２３９—２４１）。——小农的依附性

以及瓦·沃·先生对它的评价（２４１—２４２）。

五 续。牛奶业地区农民的分化 ２４２……………………………………

农民的奶牛的分配（２４２—２４４）。——圣彼得堡县的

详细情况（２４４—２４５）。——“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

流”（２４６—２４７）。——这一进步对贫苦农民的影响

（２４７—２４９）。

六 亚麻业地区 ２４９………………………………………………………

商业性亚麻业的增长（２４９—２５１）。——各种商业性

农业之间的交换（２５１—２５２）。——亚麻区的“两极”

（２５２）。——技术的改良（２５３—２５４）。

七 农产品的技术加工 ２５４………………………………………………

工厂农业制度或技术农业制度的意义（２５４—２５５）。

（１）酿酒业 ２５５…………………………………………………………

农业酿酒业的普遍性（２５５—２５６）。——马铃薯酿酒

业的发展及其意义（２５６—２５８）。

  （２）甜菜制糖业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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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生产的增长（２５８—２５９）。——资本主义农业的

进步（２５９—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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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卷收载了列宁于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写成的重要著作《俄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和１９００年为回答对这一著作的评论而写的一篇文章

《非批判的批判》。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成了在俄国传

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障碍。当时，马克思主

义者和自由主义民粹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

题。这个问题同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和领导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

系。

民粹派认为：俄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根基，可以避开资

本主义，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是偶然现象，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村社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村

社农民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以瓦·巴·沃龙佐夫（瓦·沃·）和尼·弗·丹尼尔逊（尼

·—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断定，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

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体现剩余价值的产品既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

消费掉，也不可能在市场上销售掉。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小生产者的

破产和购买力的降低而日益缩小，唯一的出路是寻求国外市场。但

是，对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来说，这是可望而不

可及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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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认为，要批判民粹派的观点，只分析它们的错误和举出国

内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是不够的，必须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全

部发展过程，分析俄国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俄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困难任务而撰写的一部巨著。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这一章批判了自由主义

民粹派的理论错误，集中叙述了有关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

个基本理论原理。列宁在这一章中，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首先

说明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工业

和农业分离，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分离，它们各自再分成许多小的

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

它生产部门交换。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

建立过程的关键。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

品，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因此，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这些商

品的市场也日益扩大。

列宁接着指出，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标志着从简单

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标志着国内市场的建立。小生产

者的破产并没有造成国内市场的缩小，相反地，扩大了国内市场。

生产资料变成了新占有者的资本，被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也变

成了商品，这就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小生产者愈破产，就愈要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愈要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这就提

供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列宁还指出，所谓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

品按价值和物质形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因此，

应当撇开对外贸易，把它扯在一起就使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这

丝毫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讲到实现的困难，那是因为各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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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分配的不合比例引起的，它不仅在实现剩余价值时，而且在实现

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资本主义生产

根本不可能存在。

最后，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

建立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

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

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

度问题是错误的。

第二章论述俄国农民的分化。在这一章中，列宁利用俄国１９

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有关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生产

水平和生活情况的大量资料，全面地说明了改革后俄国农村资本

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民粹派把农民占有土地、牲畜、农具等情

况的数字化成平均数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歪曲了农村现状，抹杀

了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农民的分化过程。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

析，列宁得出结论说，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

济。农民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表明，这里存在着任何资本主义所

固有的一切矛盾，如：竞争，抢租和抢购土地，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

中，大多数人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等等。这说明村社中的经济关

系结构不是特殊的结构，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俄国村社

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最牢固的基

地。旧的农民不仅在分化，而且在彻底瓦解和消亡，被完全新型

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介于

上述两种新型农民之间的是中等农民。他们处于很不稳固的地位，

能爬到上等户的为数极少；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使他们沦为

下等户。农民分化的原因是私有制下商品生产的矛盾和商品生产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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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竞争。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列宁还

指出，俄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特别是农奴制的残

余——工役制，阻碍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论述俄国改革后的地主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

转变的过程，说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农

奴制残余。俄国的地主经济在改革前是徭役制度，在改革后是工

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奇妙结合。所谓工役制度，是指地主让

附近的农民用农民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它几乎保留了徭役经

济的一切特点，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其偿付劳动报酬的形式

虽然很多，但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

指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必

然会排挤工役制度，这是一种进步现象。

第四章论述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改革后俄

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农业愈来愈带有商业性质。商业性农业

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为农产品生产

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各种不同农业地区

的形成、技术性农业生产和市郊经济的发展等等。商业性农业的

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这是因为：第一，农业的专业化

引起了各农业地区之间、各农场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第

二，农业愈是被卷入商品流通，农村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就增长

得愈快；第三，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增长得愈快；第四，产生了

对劳动力的需求。

以上三章讲的是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列宁

总结说，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历史意义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第一，农业资本主义把务农者变成了从事工业者。第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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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第一次在俄国

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

产。第四，第一次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以后三章中，即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中，列宁阐述了俄

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

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这三种工业形式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

联系和继承性。

小商品生产的特征是完全原始的手工业技术，这种技术几乎

从古至今没有变动。小商品生产者仍然是按照传统方法对原料进

行加工的农民。

工场手工业采用了分工，使技术有了根本改革，把农民变为

工匠，变为局部工人。但手工生产仍旧保存，所以生产方式进步

缓慢。工场手工业是手艺和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

环节。使工场手工业同小商品生产接近的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

仍然是手工技术，因而大作坊不能根本排除小作坊，不能使手工

业者完全脱离农业。使工场手工业同工厂接近的是大市场、拥有

雇佣工人的大作坊以及使无产者工人群众完全依附于自己的大资

本的形成。

大机器工业的科学概念是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

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从手工工场

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

起来的工匠手艺，并在新的合理基础上改造生产，有系统地将科学

运用于生产。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

激烈破坏、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

裂、资本主义的一切阴暗面的扩大以及劳动的大量社会化。大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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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竞争。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列宁还

指出，俄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特别是农奴制的残

余——工役制，阻碍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论述俄国改革后的地主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

转变的过程，说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农

奴制残余。俄国的地主经济在改革前是徭役制度，在改革后是工

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奇妙结合。所谓工役制度，是指地主让

附近的农民用农民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它几乎保留了徭役经

济的一切特点，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其偿付劳动报酬的形式

虽然很多，但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

指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必

然会排挤工役制度，这是一种进步现象。

第四章论述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改革后俄

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农业愈来愈带有商业性质。商业性农业

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为农产品生产

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各种不同农业地区

的形成、技术性农业生产和市郊经济的发展等等。商业性农业的

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这是因为：第一，农业的专业化

引起了各农业地区之间、各农场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第

二，农业愈是被卷入商品流通，农村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就增长

得愈快；第三，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增长得愈快；第四，产生了

对劳动力的需求。

以上三章讲的是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列宁

总结说，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历史意义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第一，农业资本主义把务农者变成了从事工业者。第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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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最

高峰。

在第八章中，列宁根据俄国的统计资料，从商品流通、工商业

人口、雇佣劳动的使用和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等方面，说明了俄

国当时国内市场的实际形成过程，指出了民粹派的错误。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根据种种统计资料，对

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他无可

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已成了占统治地位的

生产方式。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与西欧资本主

义国家相比，经济上还很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原

因是俄国还存在很多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这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并使生产者的情况恶化。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

主义的不够发达。列宁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既具有历史进步作用，

也具有历史暂时性，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前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经济上论证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

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和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作用。列宁在

本书１９０７年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

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必须在这

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列宁指出，如果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那必

然会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

柱，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这样，俄国还

会长期保持农奴制的特点而使生产力的发展缓慢。列宁同时指出，

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队伍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迅速扩大，正在

变成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比

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俄国的人民革命只有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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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旧的上层建筑，才能使

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从而为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创

造有利的条件。列宁还阐述了农民的两重性：一方面，农民身受资

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具有很深的革命性，另一方面，

他们又存在业主倾向。因此，他们必然摇摆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

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他们在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但他们是无

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五年之后出

版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说：马克思对俄国１８６１年

“改革”以后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多年研究；由于俄

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

此在《资本论》第三卷地租这一篇里，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

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但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

计划。这个计划由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实现了。从这

个意义上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论》的直接继续。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

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列宁在１９世纪９０

年代最主要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书中对俄国经济发展和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分析，后来成了布

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和策略的根据，对俄国革命实践具有伟大的

指导意义。

本卷还收载了列宁的《非批判的批判》这篇文章。列宁在这篇

文章中驳斥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斯克沃尔佐夫对《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一书的攻击，并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集结在伯恩施

坦周围的那些修正主义者的错误。列宁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修

前  言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正主义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始终想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

变了的条件和各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

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想抛弃马克思

学说中的若干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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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伊 · 列 宁 （ １ ８ ９ ７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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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１

（１８９５年底—１８９９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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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作者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

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早就由民粹派观

点的主要代表者（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提出，而

我们的任务是要批判民粹派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批判不能只限于

分析对方观点中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觉得，只举出说明国

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

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些事实是任意挑选出来的，而把说明相反情

况的事实剔除了。我们觉得，对俄国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整个

地加以考察并试作一番描述，是必要的。不言而喻，这样广泛的

任务，如果不加下列一些限制，一个人将难以胜任。第一，从本

书的标题就已看出，我们只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来研究俄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不涉及国外市场的问题和对外贸易的资料。第

二，我们只谈改革２后的时代。第三，我们所采用的主要是而且

几乎完全是内地纯俄罗斯省份的资料。第四，我们只专门研究过

程的经济方面。但是，虽然有了上述的一切限制，留下的题目仍

然非常广泛。作者决不是不知道研究这样广泛的题目是困难的，甚

至是危险的，可是作者认为，要阐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问

题，指出社会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这个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联

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考察这个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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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基本特点，而把对这个过程的更专门的研究留待以后探讨。

本书计划如下。在第１章中，我们尽可能简短地考察一下抽

象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理论原理。

这可算是本书其余部分即事实部分的引言，而在以后的阐述中可

以不必多次引证理论。在以后的３章中，我们力图说明改革后俄

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在第２章中，将分析地方自治局３关

于农民分化的统计资料；在第３章中，将分析关于地主经济的过

渡状况即地主经济的徭役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的资料；在

第４章中，将分析有关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借以形成的各

种形式的资料。再往后的３章，将阐述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

的形式和阶段：在第５章中，我们将考察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即农

民小工业（所谓手工工业）中的各最初阶段；在第６章中，将考

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资料；在第７章中，

将考察大机器工业发展的资料。在最后一章（第８章）中，我们

试图指出过程的上述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并把这一过程作一次

总括的叙述。

附言４。最大的遗憾是，我们在本书中未能使用卡·考茨基在

其《土地问题》（１８９９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１篇：《资本主义社

会中农业的发展》）① 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所

作的精辟分析。

这部书（我们收到它时，本书大部分已经排好）是继《资本论》

第３卷５之后最新经济学著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杰作。考茨基探讨

６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有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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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趋向”，他的任务是把现代农业中的

种种现象当作“一个总过程的局部表现”（序言第ＶＩ页）来考察。值

得指出的是：尽管俄国在经济方面或在非经济方面都有它很大的

特点，但这一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西欧和俄国竟相同到如此程度。

比如，整个资本主义现代（ｍｏｄｅｒｎｅ）农业的标志是日益发展的分

工和使用机器（考茨基的书第４章第２、３节），这种情况在改革后的

俄国也是引人注目的（见下面第３章第７节和第８节；第４章，特

别是第９节）。“农民无产阶级化”（考茨基的书第８章标题）的过程

到处表现为小农各种雇佣劳动的日益扩大（考茨基的书第８章第

２节）；与此同时，我们在俄国看到了有份地的雇佣工人这个巨大阶

级的形成（见下面第２章）。小农所以能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存

在，并不是由于农业中的小生产技术高超，而是由于小农把自己的

需要降到低于雇佣工人的需要水平，而在劳动紧张的程度上则大

大超过雇佣工人（考茨基的书第６章第２节；考茨基不止一次地说：

“农业雇佣工人的境况比小农好。”第１１０、３１７、３２０页）；在俄国也

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见下面第２章第１１节Ｃ６）。因此，西欧和俄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下列各种现象的评价一致是很自然的：例如

俄国话叫“外出做农业零工”或德国人称“流浪农民的农业雇佣劳

动”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１９２页；参看下面第３章第１０节）；或者象

工人和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和工厂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９章第

５节；特别是第３４３页；以及其他许多页。参看下面第８章第２节）；

资本主义大工业迁移到农村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１８７页。参看下

面第７章第８节）。至于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有一致评价

（散见考茨基书中各处，特别是第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８页。参看下面第４章

第９节）和一致承认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比前资本主义关系进步

７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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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的书第３８２页：“ｄａｓ Ｇｅｓｉｎｄｅ〈处于人身依附地位的雇

农，奴仆〉和ｄｉｅ Ｉｎｓｔｌｅｕｔｅ〈“介乎雇农和租地者之间的人”，以工

役换取租地的农民〉被不做工时是自由人的日工所排挤，将是社会

的一大进步”。参看下面第４章第９节４），就更不用说了。考茨基

十分肯定地认为：从村社过渡到共同经营现代大农业“是想都不用

想的”（第３３８页）；那些要求在西欧巩固和发展村社的农学家，决

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想用租给工人小块土地办法束缚工人的大

地主利益代表者（第３３４页）；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地主利益的代

表者想用分土地给农业工人的办法把他们束缚住，并企图把有关

措施定为法律（第１６２页）；对于用培植手工业（Ｈａｕ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这

种最坏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来帮助小农的一切企图，“应该与之作

最坚决的斗争”（第１８１页）。我们认为，鉴于民粹派的代表者最近

有把西欧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分开的企图（见瓦·沃龙

佐夫先生１８９９年２月１７日在俄国工商业促进会中的声明７，

１８９９年２月１９日《新时报》８第８２５５号），强调一下两者观点上的

完全一致是必要的。

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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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１９０８年第２版封面，

上面有作者的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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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９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大罢工１０爆发

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

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１９０１年的示威运动１１准备基

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

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

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

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

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

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

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

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

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

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

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

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

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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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

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

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

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

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

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

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

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

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

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

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

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

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

跳蚤。”①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

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

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１２。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

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

２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６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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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

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

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

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

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

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

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

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

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１３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

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

人１４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

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

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

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

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

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

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

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

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

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

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

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

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

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的政变１５，标志着反革命的

３１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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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

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

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

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

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

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

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

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

是“人民社会党人”１６和劳动派
１７
），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

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１８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

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１９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

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

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①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

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

２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

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

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１８９７年全俄人

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

作者

１９０７年７月

４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这种修订可能要求写本书的续篇，要是这样，第１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
济，第２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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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使用过的马克思《资本论》

１８７２年德文第２版第１卷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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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２０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

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

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弄清楚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

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 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

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

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

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这种发展的

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

产，都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而且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

准备好以供消费的各个工序都变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在自然经济

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

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

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在商品经

济下，各种不同类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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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

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关键。马

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

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

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

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

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

（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

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

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

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１７７—１７８页，俄译本第５２６页。①黑体是我

们用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用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

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

门。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门

的那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

业区域（和农业系统②），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

８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俄国的大田作业原理以及改进大田作业的措
施》一书中，按照主要的市场产品来区分农业的经营系统。主要的农业系统有
三：（１）大田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２）畜牧业的
（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畜产品）和（３）工厂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７１８页。列宁在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本论》文
字，都取自《资本论》德文版（第１卷，１８７２年第２版；第２卷，１８８５年版；第３
卷，１８９４年版）。所有引文都是列宁自己翻译的。这里所说的俄译本是指丹尼
尔逊的俄译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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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

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

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

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

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极

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

农业和工业的分工》（１８８４年《欧洲通报》２１第７期）一文中，“否认

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３４７页），宣称我国的社

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

去”（第３３８页）。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中，关于出售粮食数

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

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

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

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１８９３年圣彼得

堡版第３７页）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公开

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

——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

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代，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

９１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法是技术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
夫《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１８９０年华沙版第６８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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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

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

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

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

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

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

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

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

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

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

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１７７页，俄译本第５２８

页）①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

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

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很

大，因为它既与工业的演进，也与农业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工

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

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

的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

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

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

我们将在下面第８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

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漏掉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

０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７１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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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①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

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假定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

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

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

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困化”、“破产”为前

提。有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

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上引尼·—逊先生的书

第１８５页，和第２０３、２７５、２８７、３３９—３４０页及其他各页。在瓦·沃

·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这个

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考

察。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

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

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只从小生产者破产这一事实断定国

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

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

面注释中所指的文章②）。他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

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

１２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指《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编者注

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２卷。——编者注）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俄国民
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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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

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

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料、

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

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

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早先主要经营自然

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数目的

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

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

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上〉的

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

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１

卷第７７６页）①“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

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

场。”（同上，第７７８页）②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

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

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想从这个破产中作出的结论相反，

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如果同一位尼·—逊先生先验地

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

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论文集》第７１页和第１１４页），那

么，这只证明这位著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

越才能。

２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同上，第８１５—８１６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８１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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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现在谈国内市场理论的下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

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１）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

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

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２）第二部分补

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３）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

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

那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头两部分的实现（即找到相当的等价物，在

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

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

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

“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⒉⒉的“困难的出路”。（尼

·—逊《论文集》第２篇第１５节整节，特别是第２０５页；瓦·沃·

在１８８３年《祖国纪事》⒉⒊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

和《理论经济学概论》１８９５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７９页及以下各页）上

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是因为资

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产和

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很

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请

看，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俄国

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

尼·—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谈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

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论文集》中讲这个问题的地方没

３２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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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象我们

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件

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

瓦·沃·先生我们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因为即使怀疑他只

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己

的学说，好象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问题

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两人神气十足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

个问题的论断，而且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２卷详尽批驳了

的旧错误①。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

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个幼稚的观点包含着一

个最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实现学说的其后一切错误都是从这里产

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

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其产品

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

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

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全部困难正

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瓦·沃·先生把

问题说成这样，好象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消费，他

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目前发展水

平下的机体消费能力〈原文如此！〉”（上引书第１４９页）；“产品

４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在这里，瓦·沃·先生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瓦·沃·先
生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并暴露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２卷毫无所
知，但他立即毫无根据地宣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
论！！（《理论经济学概论》第３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规律〈原文如
此！？！〉》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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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使用过的马克思《资本论》

１８８５年德文版第２卷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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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不是因为厂主俭朴和节欲，而是因为人的机体有局限性或者

缺乏伸缩性〈！！〉，不能用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来扩大自己的消费

能力”（同上，第１６１页）。尼·—逊先生则竭力把问题说成这样，好

象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象他注意到了生产资

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

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

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２０３—２０５

页），这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①在其

《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分，见该书

１８９７年莫斯科版第２３７—２４５页），况且要证明刚才对尼·—逊先

生的论断所作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作的最终结论就行了，这

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逊

先生的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

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

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

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道理呢？实现问

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

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

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

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

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把问题从一国转移到

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

７２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引证的司徒卢威先生和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１８９９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
顺利地从“马克思的批判家”变成雇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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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路”的尼·—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用直接

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能从流通中取得

的只是在价值上与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２０３页）。

试问，我们这位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

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呢？他

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

知道的，他只是撇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

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替换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替换是

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

值，他却抛开这个必要前提，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回避问题，谈

论国外市场。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

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替换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

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

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

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

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２卷第４６９页）①。

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自以为指出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

就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估计。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

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

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

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

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

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仅在实现消费

８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５２８—５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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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

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各个单独的生产者为他们所不知道

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

  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

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弄清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当·斯密谈起，因为这个

问题的错误理论是他创立的，而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

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西部

分：可变资本（照他的术语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

“地租”并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把商品价格总共算成三部分）。①

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部分，并

把它们直接当作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作企业

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②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

呢？亚当·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

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

９２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上引书第１卷第７８页，俄译本第１卷第１７４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１年第４版第１卷第７５页。
第１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
然秩序》，第６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译本（１８６６年圣彼
得堡版）第１卷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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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

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

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

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

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

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

分构成”（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

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

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① 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

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第２卷第３６６

页）②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
２４
”（第２版第１卷第

６１２页）③。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为这三个部分时，忘记加

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农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亚·

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从

产品价格中排除掉，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也就

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

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

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而事

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作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

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７篇《积累过

程》第２２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第２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

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

０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同上，第２３卷第６４７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４１３—４１４页。——编者注
上引书第１卷第７５—７６页，俄译本第１卷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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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２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

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１卷第６１２页）２５。亚当·斯

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

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产品的价

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

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和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在

新形态的有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有用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

别①。

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

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

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从

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的错误理论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

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

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

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不占用资本就可以列入消费储备或用于

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部分。”（亚·斯密的书第２篇《论

储备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２章，第２卷第１８页；俄译本第２卷

第２１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断定它分

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

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当·

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资本不包括在产品中，资本又怎么能包括在

收入中呢？（参看《资本论》第２卷第３５５页）②在这里，亚当·斯密

１３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同上，第２４卷第４０２—４０４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２２５—２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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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

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接下去的议论中，亚当·

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

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有用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原料，还

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

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

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

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

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加入这个消

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

备。”（上引亚·斯密的书）这里透露出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的

想法：一种劳动提供能够加入“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

“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加入个人

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绝对必须

区分两种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投入生产）。纠正了斯密的

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

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

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

们全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①，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

于收入的种种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

２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例如，李嘉图断言：“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
部分用作计件工资，另一部分用作利润，第三部分用作地租。”（《李嘉图全集》
季别尔译本１８８２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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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谈到。在关于是否可能发生整个商品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

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

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

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评论来说就是：“由于出发点不正确

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不正确，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的争

吵。”（上引书第２１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争吵的叙述：

《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１８９４年圣

彼得堡版第３７７—４０４页）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以上所述自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

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

一样，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１）不变资本，（２）可变资本，（３）

额外价值。对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１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

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必须区分资

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第Ｉ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

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不是由人消费而是由资本消费

的物品的生产；第 部类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

的生产。“仅仅这一划分，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吵更有

理论意义。”（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２７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

物形式作这样的划分，而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

以不作这样的划分，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根据什么，

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纳入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

３３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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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去呢？问题是：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

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

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撇开了，因为这

个问题无助于这种分析并且与这种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

只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

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

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

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Ｓｔｏｆ－ｆｅｒ

ｓａｔｚ。——《资本论》第２卷第３８９页）①，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

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

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过程在原

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 部类的（以消费品形式

存在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

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

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转化为资本）。其次，以生产资料形式存

在的（第 部类）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必须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

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以消费品形

式存在的（第 部类）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以便下年度

重新投入生产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

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

和资本家因而获得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

自己的产品并获得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

４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４３７—４３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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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

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如果假定是规模

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有积累，那么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

须有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来开始新的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

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

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它的实现，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资本家

之间的交换（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

一种产品所必需的材料或工具），部分是通过直接投入生产（例如，

为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而开采的煤，农业中的种子等等）。至

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们取自

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这种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

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追加生产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的问题，我

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考察实现论，而为了

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为了能对国内市场问题作出一定的

理论结论，上面所说的就已经足够了。①

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上，从马克思的实现论中得出

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

５３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参看《资本论》第２卷第３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３８９—３９７
页。——编者注），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货
币流通、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２卷的读者，可向
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布尔加
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
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４０７—４３８页）令人满意，因为杜冈－巴拉
诺夫斯基先生在制定自己的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
的理论说明得不够；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
叙述（《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８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８１—２９５页）令人满意，因为
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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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

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看到，消费品（第 部类）中

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 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

进行交换。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比可变

资本增长得快。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

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

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

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

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

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

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

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

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

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

说过的（第２卷第３篇）①，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的是经

本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之间会

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

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

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

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

（《资本论》第３卷第１部分第２８９页，俄译本第２４２页）②

这里所谓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不过是用交换价值的术语来

６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同上，第２５卷第３４１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４７０—４７４、４７８—４８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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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使用过的马克思《资本论》

１８９４年德文版第３卷第１部分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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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

是由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所需要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

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

生产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

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里〈即在制造生产资料

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象西尼耳所认为的那

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

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

在于：

（ａ）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

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

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ｂ）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

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

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资本论》第２卷

第４３６页，俄译本第３３３页）①对自己同生产的关系的这种“明确

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

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

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

品。因为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所生产的物品的种类完全无关紧要

（一切产品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肤浅的、单个人的观点就被经

济理论家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

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９３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４８９—４９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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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

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

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

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

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

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

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

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

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

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而民粹

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本主义

不先进等等的观点。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

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

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２卷第３０３页）①

“……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

力的限制……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

冲突。”（同上，第３卷第１部分第２２５—２２６页）②“以广大生产者群

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

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

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

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

０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同上，第２５卷第２７２—２７３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３５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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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

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

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第３卷第１部分第２３２页，俄

译本第１９４页）①“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

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

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

展的界限。”②（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２１页，俄译本第３９５页）③在所

有这些原理中，只不过是确认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

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④ 如果从《资本论》的这些地方得

出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

能，说什么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

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

流通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⑤⑤；但是这个分析也指出了这种

１４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③

④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３４１页。——编者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同
马克思自己对实现的分析相矛盾（１８９８年《世间》２７第６期第１２３页《资本主
义与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
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５４８页。——编者注

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２６）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
（１８９９年斯图加特版第６７页）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
主义转到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紧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论
中的矛盾，马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
上，“矛盾”仅存在于下边两个方面之间：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负，另一方面
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伯恩施坦是何等地不懂
得实现论，这从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
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
其“仆役”（原文如此！第５１—５２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
（第２版注释）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２７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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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真正性质，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中得出结论

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

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躲到虚无缥缈

的浪漫主义幻想中去。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

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

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

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

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

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①

七 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

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

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

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

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几个这

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

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

２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参看《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２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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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这样把自

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

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

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

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万

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

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偿

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定

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工

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

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

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传》第２卷第２００页，转引自

《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１８９６年莫斯科版第１０１

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穷

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为特

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

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

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

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

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

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

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

３４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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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论》第

３卷第２部分第３７９页，俄译本第６９８页，有错误）①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东的

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

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即利

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时得

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

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

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②这一论点，但他自

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

“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２６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

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

斯用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

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如何用来满足

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２７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

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

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

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

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

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３２页）概括

成几个论点，首先这样开始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

４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１８７５年柏林版第７２页及以下
各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５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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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

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分。”（第３３页）这个十分重要的

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

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

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

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

谈论“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４９—５０页及其他

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

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关于国民产品

分配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①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

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在

给冯·基尔希曼的第４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１８８４年柏林版）

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源于资

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矛盾。

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②（《资本论》

第２卷序言第ＸＸＩ页）③。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

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

（上述文集第８１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５节《分

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

５４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２３页。——编者注

因此卡·迪尔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政治学辞典》，《洛
贝尔图斯》条，第５卷第４４８页）是完全错误的。

同上，第３２页：“……我不得不给这个关于卓越方法的概述，加上一个与这种
卓越方法相适应的至少是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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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收

入》一条（同上，第２８３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

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地承认

“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Ｅｒ

ｔｒａｇ）和收入（Ｅｉｎｋｏｍｍｅｎ）”。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

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

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社会

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能谈

“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经济生活

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出来，是

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

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

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

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

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正

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

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

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

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

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

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

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Ｒｏｈｅｒｔｒａｇ）和纯收

６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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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产品（Ｂｒｕｔｔｏｐｒｏｄｕｋｔｓ ｏｄｅｒ Ｒｏｈｐｒｏｄｕｋｔｓ）扣除

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

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

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

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

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

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

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

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

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

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３７５—３７６

页，俄译本第６９５—６９６页）①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

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

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②？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

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

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２卷第３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

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３卷

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第

７４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①

② 同上，第９５５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５０—９５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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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卷中的这个分析①。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对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

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原理相

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从没有

对外贸易这个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

进行这种分析时说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

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的错

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这样来谈国

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能够用这些错误“理论”支吾搪塞，而无

须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②。对他们来说，“国外

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一种遁

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察那些

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③。

８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１８９６年圣彼得堡版第７１—
７６页。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上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
纺织业，还在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
逊先生所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见《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７篇《收入》第４９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俄
译本第６８８—７０６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４１—９６３页。——编
者注）。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一些情
况（第３７９—３８２页，俄译本第６９８—７００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
第９５３—９５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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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

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超

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

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未必能

用“资本家不可能消费掉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

支吾过去。这里必须考察——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

——对外贸易发展史，商品流通发展史。考察了这个历史，当然就

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是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列

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道

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坏。

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

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象民粹派喜欢

一本正经地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

值”。这只是说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国民资本另一种

分配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

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

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

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去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呢？

第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

上、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徭役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

手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

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

９４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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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规模上都没有

变化，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民的村庄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

者（所谓手工业者）的附近小市场的界限。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必然

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

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

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决不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

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

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

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

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也还是历史

性的原因。要弄清这些原因，就必须考察各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它

在国内的发展，它向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化，——一句话，必须

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事实，而民粹派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

场都“不可能”这种毫无价值的（和毫无内容的）空话作掩护，乘机

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九 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分析的那些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理论

原理总括一下。

（１）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

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加工（以及这一加工的

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

０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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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也变

成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２）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经

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

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

来。

（３）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

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

的必要条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两

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化

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商

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这些

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

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

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

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

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承包人、木材业者、厂主等都一样）雇用

工人所花费的货币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

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４）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

（因而也包括额外价值的实现）是无法说明的：（１）社会产品，如同

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为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象亚当·斯密和继他之后

而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解为可变

资本＋额外价值）；（２）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

１５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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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马克思确立了这

些基本理论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

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指出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是完全

错误的。

（５）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

由上述各点自然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

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

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

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

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

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

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

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

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

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

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象民粹派经济学

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

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

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就是要考察答复这些问题的资料。

２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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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农 民 的 分 化

  我们已经看到，小农分化为农业企业主和农业工人的过程，是

资本主义生产中国内市场形成的基础。几乎每本关于改革后时期

俄国农民经济状况的著作，都指出了所谓农民的“分解”。因此，我

们的任务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基本特点和确定它的意义。在以下的

叙述中，我们所利用的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２８。

一 新罗西亚
２９
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弗·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在他的《南俄农民经济》（１８９１年莫斯

科版）一书３０中，收集和整理了塔夫利达省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

料，以及赫尔松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部分地方自治局统计

资料。在论述农民分化的著作中，这本书应当算是最好的，因此我

们认为有必要按照我们采用的方法来综合波斯特尼柯夫先生收集

的资料，有时把地方自治局汇编的资料补充进去。塔夫利达省地方

自治局统计人员采取了按播种面积的农户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很

成功。由于粗放耕作条件下的谷物农业系统在这个地区占优势，这

种分类法能够使人精确地判断每类农户的经济。下面就是塔夫利

达省农民各经济类别的总的资料。①

３５

① 下面的资料大部分是关于塔夫利达省北部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第聂伯
罗夫斯克３个内陆县的，或者只是关于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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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３   县

农民类别

农户
总数
的百
分数

每

男女
人口

户

男劳
动力

农户
总数
的百
分数

每户平
均播种
面 积
（单位
俄亩）

全部播种

面积（单

位俄亩）

全部播种
面积 占
总数 的
百分 数

农户
总数
的百
分数

一、不种地者 ９ ４．６ １．０

二、种地不满５
俄亩者

１１ ４．９ １．１

三、种地５—１０
俄亩者

２０ ５．４ １．２

７．５
 
１１．７
 
２１

—
 
３．５
 
８．０

—
 
３４０７０
 

１４０４２６

—
 
２．４
 

９．７

１２．１ ４０．２

四、种地１０—２５
俄亩者

４１．８ ６．３ １．４ ３９．２ １６．４ ５４００９３ ３７．６ ３７．６３９．２

五、种地２５—５０
俄亩者

１５．１ ８．２ １．９

六、种地超过５０
俄亩者

３．１ １０．１ ２．３

１６．９
 
３．７

３４．５
 
７５．０

４９４０９５
 

２３０５８３

３４．３
 

１６．０

５０．３２０．６

总 计 １００ ６．２ １．４ １００ １７．１ １４３９２６７ １００  

  播种面积分配不平均的现象很显著：占农户总数２５（占人口

的３１０左右，因为这里家庭人数低于平均数）的种地少的贫苦户

只占有全部播种面积的１８左右，他们靠自己的农业收入不能满

足自己的需求。其次，中等农户也占农户总数的２５左右，他们靠

土地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中等开支（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认为，需要

有１６—１８俄亩播种面积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中等开支）。最后，富

裕农民（占农户的１５左右和人口的３１０）的手里集中了全部播

种面积的一半以上，而且每户的播种面积清楚地表明了这类农户

的农业的“商业”性。为了精确地算出这种商业性农业在各类农户

中的规模，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使用了如下的方法。他从农户的全部

播种面积中划出了食物面积（提供养活家庭和雇农的产品）、饲料

面积（提供牲畜饲料）和经营面积（提供播种所需的种子、宅地等

等），从而算出了提供销售产品的市场面积或商业面积。结果是，播

种５—１０俄亩的一类农户，只有１１．８％播种面积提供市场产品，

４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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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每类农户播种面积的扩大，这个百分数依次递增为：３６．

５％—５２％—６１％。因此，富裕农民（两类上等户）经营的已经是商

业性农业，每年获得总数为５７４—１５００卢布的货币收入。这种商业

性农业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因为富裕农民的播种面积超出家

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超出家庭靠自己的劳动能耕种的土地数

量），使他们必须去雇用工人：据作者的计算，在塔夫利达省北部３

个县，富裕农民雇用了１４０００多个农业工人。相反，贫苦农民则“提

供工人”（５０００多人），就是说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就以种地

５—１０俄亩这一类来说，每户从农业中获得的货币收入只有３０卢

布左右①。因此，我们看到，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理论所论述的那

种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国内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商业性

即企业性农业的产品变成商品；另一方面是由于贫穷农民出卖的

劳动力变成商品。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种现象，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类农户的

状况。我们从上等户谈起。下面是关于上等户的土地占有和土地

使用的资料：

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每户耕地（单位俄亩）

农 户 类 型 份地３１ 购买地 租 地 共 计

一、不种地者 ６．４ ０．９ ０．１ ７．４

二、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５．５ ０．０４ ０．６ ６．１

三、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８．７ ０．０５ １．６ １０．３

四、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１２．５ ０．６ ５．８ １８．９

五、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１６．６ ２．３ １７．４ ３６．３

六、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１７．４ ３０．０ ４４．０ ９１．４

平  均 １１．２ １．７ ７．０ １９．９

５５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公正地指出，实际上，按土地上获得的货币收入量来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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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富裕农民拥有的份地最多，但他们还是把

大量的购买地和租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变成了小土地占有者和农

场主。①租地１７—４４俄亩，每年的开支按当地价格计算约为７０—

１６０卢布左右。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已经是商业性活动了，因

为土地变成了商品，变成了“猎取金钱的机器”。

其次，我们来看看役畜和农具的资料：

塔 夫 利 达 省 ３ 县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农户类别

每 户牲 畜 头数

役畜
其他
牲畜

共计

没有役畜
的农户的
百 分数

每户农具②

运输
工具

耕具

一、不种地者 ０．３ ０．８ １．１ ８０．５ — —

二、种地不满５
俄亩者

１．０ １．４ ２．４ ４８．３ — —

三、种地５—１０
俄亩者

１．９ ２．３ ４．２ １２．５ ０．８ ０．５

四、种地１０—２５
俄亩者

３．２ ４．１ ７．３ １．４ １．０ １．０

五、种地２５—５０
俄亩者

５．８ ８．１ １３．９ ０．１ １．７ １．５

六、种地超过５０
俄亩者

１０．５ １９．５ ３０．０ ０．０３ ２．７ ２．４

平 均 ３．１ ４．５ ７．６ １５．０

富裕农民的农具比贫苦农民，甚至比中等农民要多好几倍。只要看

一看这张表，就足以了解我国一些人在讲到“农民”时很喜欢搬用

  类农户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因为在计算时所采用的是（１）同样的单位面

积产量和（２）同样的粮食出售价格。而事实上，富裕农民的收成较好，粮食售
价较高。

① 我们必须指出，不种地者所以有较大量的购买地，是因为把小店主和工业作
坊主等等列入这类农户中了。把这样的“农民”同耕作者混淆在一起，是地方
自治局统计资料常见的缺点。关于这一缺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

② 运输工具——轻便马车、大车、带篷马车等等。耕具——犁、多铧浅耕犁（快耕
犁）等等。

６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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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平均”数字，是完全虚假的。除了农民资产阶级的商业性农

业外，这里还要加上商业牲畜牧业，即饲养粗毛羊。关于农具，我们

还要引证那些取材于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① 的改良农具资料。在

总数为３０６１台的收割机和割草机中，农民资产阶级（占农户总数

的１５）拥有２８４１台，即占９２．８％。

富裕农民的耕作技术也大大超过中等农民（经营规模较大，农

具较多，有闲置的货币资金等等），就是说：富裕农民“能较快地播

种，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天气，用较湿润的泥土覆盖种子”，按时收割

庄稼；能一面运回庄稼，一面脱粒等等，这是十分自然的。生产农产

品的开支（以单位产品计算）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也是

十分自然的。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用下面的计算特别详细地证明了

这个论点：他算出了各类农户耕种１００俄亩土地所需的劳动力（连

雇工在内）、役畜、工具等等的数量。结果是，这种数量随着经营规

模的扩大而减少。例如，种地不满５俄亩的农户耕种１００俄亩份

地，需要２８个劳动力，２８头役畜，４．７张犁和多铧浅耕犁，１０辆轻

便马车，而种地超过５０俄亩的农户耕种１００俄亩份地，只需要７

个劳动力，１４头役畜，３．８张犁和多铧浅耕犁，４．３辆轻便马车（我

们省略了关于各类农户的较详细的资料，请那些对详细资料感兴

趣的人去看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书）。作者总的结论是：“随着经营

规模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民用于养活劳动力即人和牲畜的支出

（这是农业中一项最主要的支出）就依次递减。种地多的各类农户

用在每俄亩播种面积上的这项支出几乎只有种地少的各类农户的

７５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梅利托波尔县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５年辛菲罗波尔版（《塔夫利达省统计资料
汇编》第１卷），《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６年辛菲罗波尔版第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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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上述著作第１１７页）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十分正确地认为，

大农户的生产率较高因而也较稳固这一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

不仅用新罗西亚一地而且用俄罗斯中部各省的极其详细的资料来

证明这一规律①。商品生产渗入农业愈深，农民之间的竞争、争夺

土地的斗争、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愈加剧烈，促使农民资产阶级排

挤中等农民和贫苦农民的这一规律就必定愈加有力地表现出来。

不过必须指出，农业的技术进步，随着农业系统的不同，随着耕作

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在谷物农业系统和粗放耕作的条件

下，这种进步会表现在简单地扩大播种面积和缩减单位播种面积

上使用的劳动力、牲畜等等的数量上；在畜牧农业系统和技术农业

系统的条件下，在向集约农业过渡的条件下，这种进步就会表现在

单位播种面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块根作物的种植上，或产乳牲畜

的饲养和牧草的种植上等等。

在说明上等农户时，还应当把大量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补充

进去。下面是关于塔夫利达省３县的资料：

农 户 类 别 雇用雇农的
农户的百分数

每类农户的播种
面积（百分数）

一、不种地者 ３．８ —

二、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２．５ ２

三、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２．６ １０

四、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８．７ ３８

五、种地２５—５０俄亩者
六、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３４．７
６４．１

３４

１６
５０

总  计 １２．９ １００

８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十分清楚地表明，农民经营规模愈大，耕种一定面积土地
所需的农具、劳动力和役畜就愈少。”（上述著作第１６２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规律在瓦·沃·先生的议论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

在上引文章（１８８４年《欧洲通报》第７期）中，他作了这样的对比：在中部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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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沃·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议论。他

引用了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对农户总数的百分比，并作出结论说：

“依靠雇佣劳动来耕种土地的农民数与人民总数比较起来，完全是

微不足道的，在１００个户主中间只有２—３个，最多５个，——这就

是农民资本主义的全体代表；这〈俄国雇用雇农的农民经济〉不是

在现代经济生活条件下牢牢扎了根的制度，而是一二百年前就有

过的偶然现象”（１８８４年《欧洲通报》第７期第３３２页）。在把当雇

农的农户也列入“农”户总数的情况下，把雇用雇农的农户数与

“农”户总数相比较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摆

脱掉俄国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只要举出使用雇佣工人的手工业家

庭（即大小工厂主的家庭）对俄国手工业家庭总数的百分比就可以

了；就会得出对“人民总数”来说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比例。如果把

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只同真正独立的即只依靠农业过活而不出卖自

己劳动力的农户数相比较，则要正确得多。其次，瓦·沃·先生忽

略了一件小事，就是雇用雇农的农户属于最大的农户：雇用雇农的

农户就“总数和平均数”来说，其百分数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握有

全部生产的一半以上并生产大量销售粮的富裕农民那里，其百分

数却是很大的（占３４—６４％）。因此可以断定，说什么这种雇用雇

农的经济是一二百年前就有过的“偶然现象”，那是荒谬的！第三，

９５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地带，农民的每１匹马耕地５—７—８俄亩，而“按三圃轮作的规则”应当耕地
７—１０俄亩（巴塔林《１８８３年俄国农村业主的历书和手册》）。“因此，对俄罗斯
这个区域的部分居民失去马匹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看作是役畜数量
和应耕地面积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上述文章第３４６页）总之，农民的破产
引起农业的进步。如果瓦·沃·先生不仅注意到这个过程的农艺方面，而且
注意到这个过程的社会经济方面，他就可以看到，这是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
因为役畜和耕地之间“正常比例的恢复”，只有购置自己的农具的地主，或是农
民中的大耕作者即农民资产阶级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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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忽视农业的真正特点，才会在评论“农民资本主义”时，只举出

雇农即固定工人，而不提日工。大家知道，雇用日工在农业中起着

特别重大的作用。①

现在我们来谈下等户。下等户由不种地和种地少的户主组成，

他们“在经济状况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二者不是给自己同村

人当雇农，就是去挣外水，而且主要还是农业方面的外水”（上述著

作第１３４页），就是说他们都属于农村无产阶级。我们必须指出，例

如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有４０％的农户属于下等户，没有耕具的

农户占农户总数的３９％。农村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还从出租自己的份地取得收入：

第 聂 伯 罗 夫 斯 克 县

农 户 类 型
出租份地的户主的
百  分  数

出租的份地的
百  分  数

一、不种地者 ８０ ９７．１
二、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３０ ３８．４
三、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２３ １７．２
四、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１６ ８．１
五、种地２５—５０俄亩者 ７ ２．９
六、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７ １３．８

全 县  ２５．７ １４．９

塔夫利达省３县总共出租了（１８８４—１８８６年）全部农民耕地的

２５％，而且这里还没有包括不是租给农民而是租给平民知识分子

的土地。在这３县中，总计约有１３的人口出租土地，并且租种农

０６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４０．８％的农场主
也没有雇用工人；６８．１％的农场主雇用工人不超过２个；８２％的农场主雇用工
人不超过４个（杨松《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第２卷第２２—２３页。转
引自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第１６页）。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是忘记了大
批按日受雇的农村无产者，流动的和定居的即在本村挣“外水”的无产者，那他
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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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无产阶级份地的主要是农民资产阶级。下面是关于这方面的资

料。

塔 夫 利 达 省 ３ 县

租用邻人的份地
（单位俄亩）

百分数

每户种地不满１０俄亩的户主 １６５９４ ６

每户种地１０—２５俄亩的户主 ８９５２６ ３５

每户种地２５俄亩以上的户主 １５０５９６ ５９

总 计    ２５６７１６ １００

  “目前份地已成为南俄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投机对象。立下

字据，用土地作抵押取得借款……土地可出租或出卖１年、２年，

或长达８年、９年和１１年。”（上引著作第１３９页）可见农民资产阶

级也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①我们在这里看到，所谓

“富农”和“高利贷者”同“善于经营的农夫”毫无共同之点的那种民

粹派成见，显然遭到了驳斥。恰恰相反，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掌握了

商业资本（以土地作抵押出借款项，收购各种产品等等）和产业资

本（靠雇用工人来经营的商业性农业等等）的两条线。这两种形式

的资本中，哪一种资本会由于另一种资本的减少而增长，这取决于

周围的环境，取决于我国农村中的落后现象被排除的程度和文化

普及的程度。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中等户（每户有播种面积１０—２５俄亩，

平均为１６．４俄亩）的状况。中等户的状况是过渡性的：农业的货币

收入（１９１卢布）稍低于一个中等的塔夫利达人每年的开支（２００—

２５０卢布）。这里每户有役畜３．２头，而充分的“畜力”则需要有４

１６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农民资产阶级本身享受到“很多”给“有产农民”“重要帮助”的农村信贷所和信
贷社的好处。“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找不到保人，享受不到贷款。”（上引著作
第３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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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因此，中等农户的经济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下，他们必须靠插犋

来耕种自己的土地。①

自然，靠插犋耕种土地，生产率是较低的（转移时耗费时间，马

匹不足等等），例如，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告诉波斯特尼柯夫先生

说，“插犋户用多铧浅耕犁往往一天最多耕１俄亩，即比标准少一

半”②。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在中等户中有１５左右的农户没有

耕具，中等户提供的工人多于雇用的工人（按照波斯特尼柯夫先生

的计算），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类农户在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

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性和过渡性了。现在我们来引证一些中等户

受排挤的略微详细一点的资料：

塔夫利达省第聂伯罗夫斯克县③

户主类别
农 户
总数的
百分数

男 女
人 口
总数的
百分数

份  地

单 位
俄 亩

百
分
数

购 买 地

单 位
俄 亩

百
分
数

租  地

单 位
俄 亩

百
分
数

出租 地

单 位
俄 亩

百
分
数

使用土地总数

单 位
俄 亩

百
分
数

播种 面 积

单 位
俄 亩

百
分
数

贫 苦 户 ３９．９ ３２．６ ５６４４５ ２５．５ ２００３ ６ ７８３９ ６ ２１５５１ ６５．５ ４４７３６ １２．４ ３８４３９ １１

中 等 户 ４１．７ ４２．２ １０２７９４ ４６．５ ５３７６ １６ ４８３９８ ３５ ８３１１ ２５．３ １４８２５７ ４１．２ １３７３４４ ４３

富 裕 户 １８．４ ２５．２ ６１８４４ ２８ ２６５３１ ７８ ８１６４６ ５９ ３０３９ ９．２ １６６９８２ ４６．４ １５０６１４ ４６

全 县
共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２１０８３ １００ ３３９１０ １００ １３７８３３ １００ ３２９０１ １００ ３５９９７５ １００ ３２６３９７ １００

可见，份地的分配是最“平均的”，虽然其中下等户受上等户排

２６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这些数字引自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它们是全县的，包括未列入乡的村庄在
内。“使用土地总数”一栏数字是我算出来的——把份地、租地和购买地加在
一起，减去出租地。

瓦·沃·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大谈插犋，认为它是“协作的原则”等等。这实在
是太省事了：闭口不谈农民在分化为截然不同的类别，插犋是被农民资产阶级
所排挤的破落农户的协作这种事实，而“一般地”谈论“协作的原则”，——想必
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之间的协作吧！

在梅利托波尔县，这类农户有１３７８９户，其中只有４２１８户靠自力耕地，而
９２０１户靠插犋。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８２３４户农户中，４０２９户靠自力耕地，
而３８３５户靠插犋。见《梅利托波尔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Ｂ．第１９５页）和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Ｂ．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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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的情况也是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强制的土地占有，

而去考察自由的土地占有，即购买地和租地，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

了。这一类土地的集中是厉害的，因此农民使用土地总数的分配完

全不同于份地的分配：中等户被排挤到第二位（份地占４６％，使用

土地占４１％），富裕户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土地占有（份地占２８％，

使用土地占４６％），而贫苦户则被排挤在耕作者之外了（份地占

２５％，使用土地占１２％）。

上表向我们指出了我们还会遇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

是份地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缩小。在下等户中发生这种现象，

是由于出租土地，在上等户中则是由于购买地和租地在总经营面

积中占巨大的优势。改革前制度的残余（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平

均的征税性土地占有）正在被渗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彻底肃清。

至于谈到其中的租地，则上面引证的资料就能使我们弄清楚

民粹派经济学家议论这个问题时所犯的一个极其普遍的错误。我

们拿瓦·沃·先生的议论来看。他在上面引证的文章中直接提出

了租地同农民分化的关系问题。“租地是否能促使农户分化为大农

户和小农户，促使中等户即典型农户的消灭呢？”（《欧洲通报》，上

引期第３３９—３４０页）瓦·沃·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的论据如下：（１）“租地的人占很大的百分数。”例如，各不同省份

的不同县份的百分数是：３８—６８％；４０—７０％；３０—６６％；５０—

６０％。（２）每户的租地面积不大，按坦波夫省统计机关的资料来看

是３—５俄亩。（３）份地少的农民租地多于份地多的农民。

为了使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论据不仅站不住脚，而且

简直不适用，我们来引证一下第聂伯罗夫斯克县的有关资料①。

３６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同梅利托波尔县和别尔江斯克县的资料也完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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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户的
百分数

每一租地户所租
耕地（单位俄亩）

每俄亩的价格
（单位卢布）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２５ ２．４ １５．２５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４２ ３．９ １２．００

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６９ ８．５ ４．７５

种地２５—５０俄亩者 ８８ ２０．０ ３．７５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９１ ４８．６ ３．５５

    全 县 ５６．２ １２．４ ４．２３

  试问，“平均”数字在这里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租地户“很

多”（占５６％）这个事实就消灭了富裕户租地的集中吗？把农民加

在一起得出“平均”租地面积［每一租地户平均１２俄亩。人们常常

甚至不是按每一租地户，而是按每一现有农户计算的。例如，卡雷

舍夫先生在其著作《农民的非份地租地》（《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

１８９２年多尔帕特版第２卷）中就是这样做的］，这不是很可笑吗？

因为在这些农民中，有一类显然由于迫切需要，在蒙受极大损失下

以极不合理的价格（每俄亩１５卢布）租进２俄亩土地，而另一类农

民除了自己足够数量的土地外，还以低得无比的价格（每俄亩３．

５５卢布）大批“购买”土地，即租进４８俄亩。第三个论据同样是空

泛的：瓦·沃·先生自己就曾想驳倒它，因为他承认有关“整个村

社”的资料（在把农民按份地分类的情况下）“并没有提供村社内部

情况的正确概念”（上述文章第３４２页）。①

４６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举出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一个同样错误的有趣例子。他在
指出富裕农民的商业性经营的事实和他们对土地的需求时说：“地方自治局某
些统计人员，大概认为农民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是不合理的，竭力缩小这些现象
的意义”，并竭力证明：租地不是由富裕农民的竞争来决定的，而是由农民对土
地的需要来决定的。为了证明这种想法，《塔夫利达省省志》（１８８９年）的编者
维尔涅尔先生把塔夫利达全省农户按份地的大小进行分类，而拿出有１—２个
劳动力和２—３头役畜的一类农民来考察。结果是，在这类农户内，租地户和
租地的数量随着份地面积的扩大而减少。显然，这种方法不能证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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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所集中的租地只是个人租地，而

没有扩展到公共的即村社的租地，那就大错了。决不是这样的。租

地始终“按照货币”分配，即使是村社租地，各类农民之间的关系也

丝毫没有改变。因此，卡雷舍夫先生那样的议论，说什么村社租地

与个人租地的关系反映了“两种原则〈！？〉——村社原则和个人原

则之间的斗争”（上引书第１５９页），说什么“劳动原则和租地在村

社社员之间平均分配的原则”是村社租地“所特有的”（同上，第

２３０页），都完全是民粹派的成见。虽然卡雷舍夫先生的任务是作

“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他却煞费苦心地避开了关于租地集中在

少数富裕农户手中的全部丰富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我们来举

一个例子。上述塔夫利达省３县农民村团从官方租来的土地，按各

类农户分配的情况如下：

租地户数 租地面积
（单位俄亩）

总数的
百分数

每一租地户租地
面积（单位俄亩）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８３
４４４

５１１
１４２７

１
３
４

６．１
３．２

种地１０—２５俄亩者 １７３２ ８７１１ ２０ ５．０

种地２５—５０俄亩者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１２４５
６３２

１３３７５
２０２８３

３０
４６
７６

１０．７
３２．１

    共  计 ４１３６ ４４３０７ １００ １０．７

  这就是“劳动原则”和“平均分配原则”的小小例证！

关于南俄农民经济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就是这样。这些

资料确凿地说明了农民的完全分化，说明了农民资产阶级在农村

５６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问题，因为举出的只是役畜数量相同的农民，而撇开的正是两极的农户。在役
畜数量相等的情况下，耕地面积也应当相等，因此，份地愈少，租地愈多，这是
十分自然的。问题正在于：在役畜、农具等数量不等的农户之间，租地如何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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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完全的统治地位。①因此，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对这

些资料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因为这两位著作家以前都承

认提出农民分化问题的必要性（瓦·沃·先生在上述１８８４年的文

章中；尼·—逊先生则在１８８０年的《言论》３２上——他指出了村

社中那种有趣的现象：“不善于经营的”农夫抛弃了土地，而“善于

经营的”农夫拣到了最好的土地；见《论文集》第７１页）。必须指出，

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者巧妙地收集了

和仔细地整理了极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同时善于摆脱

“把农民村社看作某种单一的整体的倾向，而直到现在我国城市知

识分子对村社还是这样看的”（上述著作第３５１页）。另一方面，作

者缺乏理论指导，根本认识不到他所整理的资料的价值，而从极为

狭隘的“措施”观点来看待这些资料，并着手制定关于“农业－手艺

－工业村社”的方案，关于必须“限制”、“责成”、“监督”等等的方

案。因此，我国民粹派竭力不理会波斯特尼柯夫先生著作的有积极

意义的第一部分，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二部分上。瓦·沃·

先生和尼·—逊先生都非常严肃地着手“批驳”波斯特尼柯夫先生

的毫不严肃的“方案”（瓦·沃·先生在１８９４年《俄国思想》３３第２

期上。尼·—逊先生在《论文集》第２３３页的脚注中），责备他心怀

叵测，要在俄国推行资本主义，同时他们却用心良苦地撇开了那些

揭露目前资本主义关系在南俄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料。②

６６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尼·—逊先生写道：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筹划６０俄亩的农民农场是有趣的”。
但是“一旦农业落入资本家手中”，劳动生产率“在明天”还会提高，“人们一定
会〈！〉把６０俄亩的农场变成２００或３００俄亩的农场”。请看，这多么简单：因

人们通常说，由于新罗西亚的特点，不能根据这个地方的资料作出一般的结
论。我们并不否认，这里种地的农民的分化比俄国其他地方更厉害，但是从下
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新罗西亚的特点决不象人们有时所想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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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我们谈了南部边疆地区，现在来谈东部边疆地区即萨马拉

省。我们就以调查时间最晚的新乌津斯克县为例；在该县汇编中，

把农民按经济标志作了最详细的分类①。下面是有关各类农户的

总的资料（下面的资料包括２８２７６户有份地的居民，有男女人口

１６４１４６人，即只包括该县的俄罗斯居民，而不包括德意志人和“独

立农庄主”——既在村社３４也在独立农庄３５中从事经营的户主。

如果加上德意志人和独立农庄主，还会大大突出分化的情景）。

户 主 类 别 农户总数的
 百分数 

每户平均
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

播种面积占总
数的百分数

贫苦户
无役畜者
有１头役畜者

２０．７
１６．４

３７．１％
２．１
５．０

２．８
５．２

８．０％

中等户
有２—３头役畜者
有４头役畜者

２６．６
１１．６

３８．２％
１０．２
１５．９

１７．１
１１．５

２８．６％

富裕户
有５—１０头役畜者
有１０—２０头役畜者
有２０头以上役畜者

１７．１
５．８
１．８

２４．７％
２４．７
５３．０
１４９．５

２６．９
１９．３
１７．２

６３．４％

        共  计 １００    １５．９ １００    

农业生产的集中程度是很大的：“村社”资本家（占农户总数的

７６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萨马拉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７卷。新乌津斯克县》１８９０年萨马拉版。对尼古拉
耶夫斯克县也作了同样的分类（１８８９年萨马拉版第６卷），但该县的资料极不
详细。在《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１８９２年萨马拉版第８卷第１编）中只
是按份地作了分类，关于这种分类法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们将在下面再
谈。

在我国农村中，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受到明天的大资产阶级的威胁，所以，尼
·—逊先生既不愿意知道今天的小资产阶级，也不愿意知道明天的大资产阶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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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１４，即有１０头以上役畜的农户）占有全部播种面积的３６．

５％，这同占农户总数７５．３％的贫苦农户和中等农户一共占有的

播种面积相等！“平均”数字（每户播种面积为１５．９俄亩）在这里也

和通常一样完全是虚假的，只造成一种普遍富裕的错觉。我们现在

来考察一下有关各类农户的其他资料。

户 主 类 别

用自己农具
耕种全部份
地的户主的
百 分 数

有改良农
具的户主
的百分数

每户全部牲
畜头数（折
成大牲畜

牲畜总数的
百分数

无役畜者
有１头役畜者

２．１
３５．４

０．０３
０．１

０．５
１．９

１．５
４．９

６．４％

有２—３头役畜者
有４头役畜者

６０．５
７４．７

４．５
１９．０

４．０
６．６

１６．８
１１．８

２８．６％

有５—１０头役畜者
有１０—２０头役畜者
有２０头以上役畜者

８２．４
９０．３
８４．１

４０．３
４１．６
６２．１

１０．９
２２．７
５５．５

２９．２
２０．４
１５．４

６５．０％

    共  计 ５２．０ １３．９ ６．４ １００

可见，在下等户中，独立的业主是很少的；贫苦农民根本没有

改良农具，而中等农民的改良农具也是微不足道的。牲畜的集中比

播种面积的集中还要厉害；显然，富裕农民把资本主义畜牧业同大

规模的资本主义耕作业结合起来了。在相反的一极，我们看到了应

当算作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的“农民”，因为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

来源是出卖劳动力（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而地主有时也给自己的

雇农一头或两头牲畜，以便把他们束缚在自己的农场上并降低工

资。

不言而喻，各类农户不仅经营规模不同，而且经营方法也不

同：第一，在上等户中，很大一部分户主（４０—６０％）有改良农具（主

要是犁，其次是马拉脱粒机和蒸汽脱粒机、风车、收割机等）。在

２４．７％的上等户手中集中了８２．９％的改良农具；在３８．２％的中等

８６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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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手中有１７％的改良农具；在３７．１％的贫苦农户手中只有０．１％

的改良农具（在５７２４部改良农具中只占７部）①。第二，正如新乌

津斯克县汇编的编者所说的（第４４—４６页）：马匹少的农民同马匹

多的农民比较起来，必然有“不同的经营制度，不同的全部经营活

动结构”。殷实农民“让土地休闲……秋天用犁耕地……春天再耕

一遍，并且边耙边播种……翻耕的熟荒地，为保墒而用磙子压平

……种黑麦时耕两遍”，可是贫穷的农民“不让土地休闲，年年在这

块土地上播种俄国小麦……种小麦时只在春天犁一遍……种黑麦

时不休耕也不犁地，而在余茬间播种……种小麦到晚春时节才耕

地，因此谷物常常不发芽……种黑麦时只犁一遍，或者在余茬间播

种，而且不及时……每年徒劳无益地耕种同一块土地，不让它休

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编者在这张清单的结尾说。“殷实农

民和贫穷农民经营制度根本不同的一些确凿事实，造成的后果是

一些人的谷物质量差，收成坏，另一些人则有较好的收成。”（同上）

但是在村社的农业经济中怎么能产生出这种大资产阶级呢？

各类农户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数字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拿

来进行分类的农民中，总共有５７１２８俄亩购买地（属于７６个农户）

和３０４５１４俄亩租地，其中５６０２户有１７７７８９俄亩非份地租地；

９６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值得注意的是，瓦·沃·先生根据这些资料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经济中的进
步潮流》１８９２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２５页），“农民群众”掀起了以改良农具代替落
后农具的运动（第２５４页）。得出这种完全错误的结论的方法是很简单的：瓦·
沃·先生只从地方自治局的汇编中引证总结资料，却不肯费心看一看那些说
明农具分配情况的统计表！为降低商品粮食生产费用而使用机器的农场主资
本家（系村社成员）的进步，竟被大笔一挥变成了“农民群众”的进步。而瓦·
沃·先生不知害臊地写道：“虽然购置机器的是富裕业主，但使用机器的却是
全体〈原文如此！！〉农民。”（第２２１页）加注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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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９户有４７４９４俄亩别的村团３６的份地租地，７０９２户有７９２３１

俄亩本村团的份地租地。这样大量的土地，占农民全部播种面积

２３以上，其分配情况如下：

户主类别

有购
买地
的农
户的
百分
数

每户
购买
地面
积（单
位俄
亩

全部
购买
地的
百分
数

非份地租地

租地
户的
百分
数

每户租
地面积
（单位
俄亩）

份地租地
在别的村团 在本村团

农户
的百
分数

每户租
地面积
（单位
俄亩）

农户
的百
分数

每户租
地面积
（单位
俄亩）

全部
租地
的百
分数

不经营
而出租
土地的
农户的
百分数

无役畜者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２ ２．４ １．７ １．４ ５．９ ５ ３ ０．６ ４７．０

有１头役
畜者

— — — １０．５ ２．５ ４．３ ６．２ １２ ４ １．６ １３．０

有 ２—３
头役畜者

０．０２ ９３ ０．５ １９．８ ３．８ ９．４ ５．６ ２１ ５ ５．８ ２．０

有４头役
畜者

０．０７ ２９ ０．１ ２７．９ ６．６ １５．８ ６．９ ３４ ６ ５．４ ０．８

有５—１０
头役畜者

０．１ １０１ ０．９ ３０．４ １４．０ １９．７ １１．６ ４４ ９ １６．９ ０．４

有１０—２０
头役畜者

１．４ １５１ ６．０ ４５．８ ５４．０ ２９．６ ２９．４ ５８ ２１ ２４．３ ０．２

有２０头以
上役畜者

８．２ １２５４ ９２．３６５．８３０４．２３６．１ ６７．４ ５８ ７４ ４５．４ ０．１

 共计 ０．３ ７５１ １００ １９．８ ３１．７ １１．０ １５．１ ２５ １１ １００ １２

我们在这里看到购买地和租地的大量集中。全部购买地的９

１０以上集中在１．８％的最大富户手中。在全部租地中，有６９．７％

集中在农民资本家手中，８６．６％集中在上等农户手中。把有关租种

份地和出租份地的资料对照一下，就清楚地看出土地落到了农民

资产阶级手中。土地变为商品，在这里就引起成批购买的土地价格

降低（因而也引起倒卖土地）。计算一下每俄亩非份地租地的价格，

从下等户至上等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数字：３．９４卢布；３．２０

卢布；２．９０卢布；２．７５卢布；２．５７卢布；２．０８卢布；１．７８卢布。为

了说明民粹派因忽视租地的集中而犯了怎样的错误，我们以卡雷

舍夫先生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１８９７

年业彼得堡版）这部名著中的议论为例。卡雷舍夫先生作出结论

０７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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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收成好转，粮价下跌，而租地价格上涨时，租地企业主必然会

减少需求，可见，租地价格是消费经济的代表抬高的（第１卷第

２８８页）。结论完全是随意作出来的：尽管粮价下跌，农民资产阶级

照样抬高租地价格，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收成的好转可以补偿粮

价的下跌。即使没有这种补偿，富裕农民照样抬高租地价格，靠使

用机器来降低粮食的生产价格，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知道，在

农业中愈来愈多地使用机器，而这些机器是集中在农民资产阶级

手中的。卡雷舍夫先生不去研究农民的分化，却随意地和错误地提

出中等农民的前提。因此，他在上引版本中如法炮制出来的一切断

语和结论，是不能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弄清楚了农民中的各种成分，就能不费事地搞清楚国内

市场问题了。既然富裕农民掌握了全部农业生产的２３左右，那他

们显然会提供更大更大部分的销售粮。富裕农民生产销售粮，而贫

穷农民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购买粮食。下面是关于这方面的

资料①：

户 主 类 别 雇 用雇 工的
户主的百分数

从事农业副业的
男劳力的百分数

无役畜者 ０．７ ７１．４

有１头役畜者 ０．６ ４８．７

有２—３头役畜者 １．３ ２０．４

有４头役畜者 ４．８ ８．５

有５—１０头役畜者 ２０．３ ５．０

有１０—２０头役畜者 ６２．０ ３．９

有２０头以上役畜者 ９０．１ ２．０
   共  计 ９．０ ２５．０

１７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我们把统计人员所称的“农业副业”（本地的和外出的）同出卖劳动力一律看
待。这种“副业”是指当雇农和日工，这从副业表（《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
编》第８卷）中可以看出：在１４０６３个从事“农业副业”的男劳力中，雇农和日工
（包括牧人和种地人）占１３２９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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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议读者把我国民粹派的议论和这些有关国内市场建立

过程的资料加以比较……“如果农夫富有，则工厂繁荣，反过来说

也是一样。”（瓦·沃·《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９页）显然，瓦

·沃·先生根本不关心这样一种财富的社会形式问题，这种财富

是“工厂”所需要的，它的产生无非是由于一方面把产品和生产资

料变成商品，另一方面把劳动力也变成商品。尼·—逊先生谈到销

售粮食时，就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这种粮食是“农夫－庄稼汉”

的产品（《论文集》第２４页），在运送这种粮食时，“铁路是靠农夫来

维持的”（第１６页）。事实上，难道这些“村社社员”资本家不是“农

夫”吗？尼·—逊先生在１８８０年写过并且在１８９３年重新刊印过这

样的话：“我们不定在什么时候还会有机会指出，在村社土地占有

制占优势的地区，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则上的农业几乎完全没有〈原

文如此！！〉，只有在村社联系完全破裂或正在崩溃的地区，这种农

业才可能存在。”（第５９页）尼·—逊先生永远碰不到而且也不可

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因为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农业恰恰是在“村

社社员”①中间发展起来的，而所谓的“村社联系”完全适应于大耕

作者的雇用雇农经济。

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各类农户间的关系是十分相似的（上引汇

编第８２６页及以下各页。我们除去了住在外地的和无土地的）。例如

，富裕户（有１０头以上役畜的）占农户的７．４％，占人口的１３．７％，

集中了全部牲畜的２７．６％和租地的４２．６％，而贫苦户（无马的和

２７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我们拿来作为例证的新乌津斯克县表明了特殊的“村社生命力”（照瓦·沃·
先生之流的术语）：我们从《统计资料综合汇编》的表中（第２６页）可以看出，该
县有６０％的村社重分了土地，而其他各县重分土地的只有１１—２３％（全省是
１３．８％的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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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匹马的）占农户的２９％，占人口的１９．７％，却只有全部牲畜的

７．２％和租地的３％。我们再重复一遍，可惜尼古拉耶夫斯克县的表

太简略了。为了结束对萨马拉省所作的叙述，我们从萨马拉省《统计

资料综合汇编》中引证下列有关农民状况的极有教益的评述：

“……少地农民从西部各省迁来而更加加剧的人口的自然增

长，以及想发财致富的土地投机商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出现，使得

土地的租用形式一年年更形复杂，提高了土地的价格，把土地变成

了商品，而这种商品又如此迅速而急剧地使一些人发财，使另外许

多人破产。为了说明后一种情况，我们举出南部一些商人农场和农

民农场的耕地规模，其中有３０００—６０００俄亩耕地的并不少见，而

有些农场在租进几万俄亩官地的情况下，竟耕种了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俄亩土地。

萨马拉省的农业（农村）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最近销售粮生产的扩大，租地价格的提高，生荒地和牧场

的开垦，森林的清除等等现象促成的。全省的无地农户共有２１６２４

户，而不经营的农户有３３７７２户（有份地的农户中的），无马的和有

１匹马的农户共有１１０６０４户，每户按５口多人计算，共有男女人

口６０万。我们尽可以也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虽然他们在法律上

仍拥有某一份村社土地。事实上，他们是大农场的日工、种地人、牧

人、收割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人，他们耕种自己的半俄亩至１俄亩

份地，是为了养活家里的人。”（第５７—５８页）

可见，调查者不仅承认无马的农民是无产阶级，而且承认有１

匹马的农民也是无产阶级。我们指出的这个重要结论，是和波斯特

尼柯夫先生的结论（以及分类表资料）完全相符的，它表明了下等

农户的真正的社会经济意义。

３７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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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萨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现在我们来谈中部黑土地带，谈萨拉托夫省。我们举卡梅申县

为例，因为只有这一个县把农民按役畜作了十分完善的分类①。

全县的资料如下（农户４０１５７户，男女人口２６３１３５人。播种面

积４３５９４５俄亩，即每一“中等”户有１０．８俄亩）：

户主 类 别
农户 的
百分 数

男女
人口
的百
分数

平均播
种面积
（单位
俄亩）

全部播种
面积 的
百分 数

不种
地户
的百
分数

每户全部
牲畜折成
大牲 畜
的头数

牲畜总数
的百分数

无役畜者
有１头役畜者

２６．４
２０．３

４６．７
１７．６
１５．９

１．１
５．０

２．８
９．５

１２．３
７２．３
１３．１

０．６
２．３

２．９
８．９

１１．８

有２头役畜者
有３头役畜者
有４头役畜者

１４．６
９．３
８．３

３２．２
１３．８
１０．３
１０．４

８．８
１２．１
１５．８

１１．８
１０．５
１２．１

３４．４
４．９
１．５
０．６

４．１
５．７
７．４

１１．１
９．８
１１．２

３２．１

有５头以上役
畜者

２１．１ ２１．１３２．０２７．６ ５３．３ ５３．３ ０．２ １４．６ ５６．１ ５６．１

 共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８ １００ ２２．７ ５．２ １００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播种面积集中在大耕作者手中。只占

农户１５（占人口１３左右）的富裕农民② 掌握着全部播种面积的

４７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应当指出，在把农户按殷实程度或经营规模分类时，我们经常看到富裕农民阶
层的家庭人口比较多。这种现象表明农民资产阶级同获得份地较多的大家庭
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过来证明富裕农民不大愿意分家。然而不应该夸
大富裕农民家庭人口多的意义，因为从我们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富裕农民雇用
工人最多。因此，我国民粹派所爱讲的“家庭协作”是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

就本省其他４县来看，是把中等农民和富裕农民合在一起按役畜分类的。见
《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１８８８年萨拉托夫版第１册，，萨拉托夫省各类农
民综合表。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的综合表是这样制成的：把全部户主按份地
分为６等，每等按役畜分为６类，每类按男劳力的人数分为４小类。只对各等
作了总计，所以各类数字必须自己来算。关于这种表的意义，我们将在下面谈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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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５３．３％），而且播种面积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商业性：每户

平均有２７．６俄亩。富裕农民每户的牲畜数量也很大，达到１４．６头

（折成大牲畜，即１０头小牲畜算１头大牲畜），全县农民的牲畜总

数中，几乎有３５（５６％）集中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在乡村的相反

的一极，我们所看到的是相反的现象：下等户即农村无产阶级十分

贫困，在我们引用的例子中他们占农户的１２弱（占人口的１３左

右），然而只占有全部播种面积的１８，至于他们在牲畜总数中所

占的份额就更少了（１１．８％）。这主要是有份地的雇农、日工和工业

工人。

随着播种面积的集中和农业日益带有商业性，农业变成了资

本主义的农业。我们看到了已经熟悉的现象：下等户出卖劳动力，

上等户则购买劳动力。

户主类别
有雇佣男工的

户的的百分数

经营副业的

农户百分数
无役畜者 １．１ ９０．９

有１头役畜者 ０．９ ７０．８

有２头役畜者 ２．９ ６１．５

有３头役畜者 ７．１ ５５．０

有４头役畜者 １０．０ ５８．６

有５头役畜者 ２６．３ ４６．７

 共  计 ８．０ ６７．２

  这里必须作重要的说明。帕·尼·斯克沃尔佐夫在他的一篇

文章中已经十分正确地指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把“副业”（或“外

水”）这个术语的意义定得过于“广泛”。事实上，把农民在份地以外

所干的所有一切活计都算作“副业”。厂主和工人；磨坊主、瓜田主、

日工和雇农；包买主、商人和小工；木材业者和伐木工人；承包人和

激筑工人；自由职业者、职员和乞丐等等——这些人都算作“从事

５７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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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业者”！这样滥用术语，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官方

观点）的残余，按照这种观点看来，“份地”是农夫“真正的”、“天然

的”活计，而其余的一切活计一律都属于“份外的”副业。在农奴制

时，这样滥用术语是有理由的，而现在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时代错

误了。这类术语在我国保持下来，部分是由于这类术语同虚构“中

等”农民的做法极为合拍，并且直接排斥研究农民分化的可能性

（特别是在农民“份外的”活计种类繁多的那些地方。我们提醒一

点：卡梅申县是著名的条格布业中心）。如果农民的“副业”不是按

它们的经济类型来分类，如果不把“从事副业者”中的业主和雇佣

工人区别开来，那么农民经济按户调查资料的整理① 将是不能令

人满意的。这是最低数量的经济类型，不把这两种经济类型加以区

分，经济统计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能作更详细的分类那就

最好了，例如分成：有雇佣工人的业主；没有雇佣工人的业主；商

人、包买主、小店主等等；手艺人，即为消费者工作的从事副业者等

等。

回头讲到我们那张统计表，我们可以指出，我们毕竟有一定的

理由把“副业”理解为出卖劳动力，因为在农民“从事副业者”中间，

通常是雇佣工人占多数。如果能够单把雇佣工人从“从事副业者”

中间划分出去，那么“从事副业者”在上等户中所占的百分数当然

是小得很的。

至于谈到雇佣工人的资料，我们在这里应当指出，哈里佐勉诺

夫先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看来，似乎“在收获、割草和做零

活方面短期雇用［工人］是极普遍的现象，不能作为经济强弱的突

６７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我们所以说“整理”，是因为按户调查中收集了很详细的农民副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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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标志”（《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导言》第４６页）。但是恰恰

相反，不论是理论见解，也不论是西欧的实例和俄国的资料（关于

这些资料将在下面谈到），都使我们看出雇用日工是农村资产阶级

非常突出的标志。

最后，谈到租地，资料在这里也表明，它同样被农民资产阶级

所夺取。应当指出，在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的综合表中，并未提供

租地和出租地的户主数字，仅仅提供了租地和出租地①的数量；因

此，我们只能算出现有每一农户的而不是每一租地户的租地和出

租地数量。

户主类别

每一份地农户的土地
（单位俄亩）

份地耕地租地出租地

土地总数的百分数

份地 租地 出租地

使用土地总数
（份地＋租
地－出租地
的百分数

无役畜者 ５．４ ０．３ ３．０ １６ １．７ ５２．８ ５．５
有１头役畜者 ６．５ １．６ １．３ １４ ６ １７．６ １０．３
有２头役畜者
有３头役畜者
有４头役畜者

８．５
１０．１
１２．５

３．５
５．６
７．４

０．９
０．８
０．７

１３
１０
１１
３４
９．５
９．５
１１．１

３０．１
８．４
４．８
４．１

１７．３
１２．３
１０．４
１１．９

３４．６

有５头以上役
 畜者

１６．１ １６．６０．９ ３６ ６２．２ １２．３ ４９．６

 共  计 ９．３ ５．４ 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这样，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愈是富裕的农民，他们的租地

就愈多，尽管他们有较多的份地。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富裕农

民在排挤中等农民；农民经济中份地的作用在农村的两极有日益

缩小的趋向。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些有关租地的资料。同这些资料相

联系的，是卡雷舍夫先生的极有意义和极为重要的研究和论断（上

７７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全县出租的耕地为６１６３９俄亩，即占全部份地耕地（３７７３０５俄亩）的１６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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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地方自治局统计总结》），以及尼·—逊先生对它们的“修正”。

卡雷舍夫先生用单独一章（第３章）阐述了“租地同租地户富

裕程度的依存关系”。他得出总的结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争取租地的斗争对较殷实的人有利。”（第１５６页）“较富裕的农

户……把较贫穷的农户排挤到次要地位。”（第１５４页）因此我们看

到，对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进行总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同我们研

究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同时，卡雷舍夫先生在研究租地

面积同份地面积的依存关系时，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按份地分类

“把我们感兴趣的现象的意义搞模糊了”（第１３９页），因为“拥有

……租地较多的是（ａ）土地较少的各等农户，然而是（ｂ）各等农户

中较富裕的各类农户。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

影响，如果把它们混淆起来就会妨碍人们去理解每种影响的意义”

（同上）。如果我们始终坚持按殷实程度划分农民类别的观点，这个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我们的资料中到处可以看到，富裕农民

抢租土地，虽然他们分得较多的份地。显然，农户的富裕程度正是

租地的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只是随着份地的条件和租地的条件的

变化而有所改变，但仍旧不失为决定因素。卡雷舍夫先生虽然研究

了“富裕程度”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始终坚持上述观点，因此他在谈

到租地户的土地多少和租地之间的直接依存关系时，所描述的现

象是不确切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卡雷舍夫先生研究的片面

性，妨碍了他对富人抢租土地的全部意义的估计。他在研究“非份

地租地”时，只是把关于租地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综合了一下，

而没有涉及租地户本身的经济。显然，作这种较肤浅的研究，不能

解决租地与“富裕程度”的关系问题和租地的商业性问题。例如卡

雷舍夫先生手头也有卡梅申县的统计资料，但他只是抄录租地一

８７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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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绝对数字（见附录８，第 页），并计算出每一份地户的

租地平均数（正文第１４３页）。至于租地集中在富裕农民手中，租种

土地的工业性，租种土地和下等农户出租土地的联系，这一切都被

撇在一边了。总之，卡雷舍夫先生不会不看到，地方自治局的统计

资料驳斥了民粹派关于租地的概念，表明了贫苦农民受富裕农民

的排挤，但是他不正确地评述了这一现象，并且因为没有全面地研

究这种现象，而同这些资料发生了矛盾，于是重弹起“劳动原则”等

等的老调。然而，即使只是肯定农民内部存在经济摩擦和经济斗

争，在民粹派先生们看来，也已经是异教邪说，因此他们就赶忙按

照自己的观点“纠正”卡雷舍夫先生。请看，自称（第１５３页脚注）

“利用”尼·卡布鲁柯夫先生对卡雷舍夫先生的反驳意见的尼·—

逊先生是怎样干的。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第９节中谈论了

租种土地及其各种形式。他说：“当农民占有的土地足以使他靠自

己土地上的农业劳动就能过活时，他就不租地了。”（第１５２页）这

样，尼·—逊先生把农民的租地具有企业性和经营商业性耕作业

的富裕农民抢租土地，都不加思索地否定掉了。他的证据何在呢？

根本没有，因为“人民生产”的理论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颁布出来

的。尼·—逊先生为反驳卡雷舍夫先生，从地方自治局汇编中援引

了关于赫瓦伦斯克县的一张表，证明“在役畜头数相等的条件下，

份地愈少，就愈需要用租地来弥补这个不足”（第１５３页）①；还证

明“如果农民占有牲畜的情况完全相同，如果在他们的经营中有充

分的劳动力，那么他们自己所占份地愈少，租进土地就愈多”（第

９７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关于卡梅申县，统计人员也提出了一张完全相同的表。《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
汇编》第１１卷卡梅申县第２４９页及以下各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我们举
出的那个县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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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页）。读者可以看到，这种“结论”只是从词句上来挑剔卡雷舍

夫先生的不确切的表述，尼·—逊先生对租地与富裕程度的联系

问题，只是说了一通空洞的废话。在役畜数量相等的条件下，自己

土地愈少，租地就愈多，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吗？这是没有什么好说

的，因为这里把富裕程度相等作为条件，而我们要谈的正是富裕程

度的差别。尼·—逊先生关于有足够土地的农民不租地的论断，用

这一点绝对证明不了，而且尼·—逊先生引用的表只说明他没有

懂得他引证的数字，因为他根据份地数量把农民等同起来，就更加

明显地突出了“富裕程度”的作用以及贫苦农民出租土地（自然是

出租给那些富裕农民）时抢租土地的情形①。请读者回忆一下刚才

引证的关于卡梅申县租地分配的资料；假定我们选出“役畜头数相

等”的农民，把他们按份地分成各等，并按劳力分成各小类，然后我

们宣称，他们的土地愈少，租地就愈多，等等。难道用这种方法就会

使富裕农民这一类别消失吗？然而尼·—逊先生用自己的那些空

话所做到的，正是富裕农民这一类别消失不见了，他也就有可能重

复民粹派的陈旧偏见了。

尼·—逊先生按照有０个、１个、２个等等劳力的各类农户，来

计算每户农民的租地，这种根本不合适的方法，却被 ．马雷斯先

生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一书（第１卷

第３４页）中重复使用了。下面是马雷斯先生（象这部用民粹派偏见

写成的书的其他作者一样）大胆利用“平均”数字的一个小小例证。

他说，在梅利托波尔县，没有男劳动力的租地户每户有租地１．６俄

亩；有１个男劳动力的有租地４．４俄亩；有２个男劳动力的有租地

０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彼·司徒卢威先生在其《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已经指出，尼·—逊先
生所引证的资料推翻了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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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俄亩；有３个男劳动力的有租地１４俄亩（第３４页）。结论是：

“租地大约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马雷斯先生并不认为有必要考

察一下，租地实际是按殷实程度不同的各类农户分配的，虽然他能

够从弗·波斯特尼柯夫先生的著作和地方自治局的汇编中知道这

种情况。在有一个男劳动力的这类农户中，每个租地户有租地４．４

俄亩这一“平均”数字，是由下列数字相加得出来的：播种５—１０俄

亩并有２—３头役畜的这类农户的４俄亩，播种超过５０俄亩并有

４头以上役畜的这类农户的３８俄亩（见《梅利托波尔县汇编》．第

１０—１１页）。毫不奇怪，把富裕户和贫苦户加在一起，除以被加户

数，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得出“平均分配”的！

实际上，在梅利托波尔县，占总户数２１％的富裕户（播种面积

２５俄亩以上），占农民总人口的２９．５％，尽管他们的份地和购买地

最多，却占有全部租地的６６．３％（《梅利托波尔县汇编》．第１９０—

１９４页）。相反，占总户数４０％的贫苦户（播种面积１０俄亩以下），

占农民总人口的３０．１％，尽管他们的份地和购买地最少，只占有

全部租地的５．６％。请看，这多象“按人口平均分配”呵！

马雷斯先生关于农民租地的一切计算，都是根据下列的“假

设”：“租地户主要属于占有方面（占有份地方面）最低的两个类

别”；“租来的土地在租地居民中是按人口〈原文如此！〉平均分配

的”；“租地是决定农民从占有方面的最低类转到最高类的条件”

（第３４—３５页）。我们已经指出，马雷斯先生这一切“假设”是与实

际生活完全相矛盾的。事实上，这一切恰好相反，如果马雷斯先生

在论述经济生活的不平等时（第３５页），研究一下农户按经济标志

（而不是按占有多少份地）分类的资料，而不局限于那种民粹派成

见的毫无根据的“假设”，他是不会不看到这一点的。

１８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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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卡梅申县和萨拉托夫省其他各县作一个比较。各

类农户间的关系，正如下列４县（沃利斯克、库兹涅茨克、巴拉绍夫

和谢尔多布斯克）的资料所表明的，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过，在

这些资料里，中等农户和富裕农户合并在一起。

萨拉托夫少４县
总数的百分数

户主类别 户数
男女
人口

牲畜
总数

份地 租地
使用土
地总数

播种
面积

无役畜者 ２４．４ １５．７ ３．７ １４．７ ２．１ ８．１ ４．４

有１头役畜者 ２９．６ ２５．３ １８．５ ２３．４ １３．９ １９．８ １９．２

有２头以上役
 畜者

４６．０ ５９．０ ７７．８ ６１．９ ８４．０ ７２．１ ７６．４

 共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因此，我们到处看到，贫苦农民受富裕农民的排挤。但是卡梅

申县的富裕农民，比其他各县为数更多并且更富裕。例如，在该省

５个县份中（也包括卡梅申县），农户按役畜分类的情况如下：无役

畜者占２５．３％，有１头役畜者占２５．５％，有２头役畜者占２０％，有

３头役畜者占１０．８％，有４头以上役畜者占１８．４％，而在卡梅申

县，我们已经看到，富裕户较多，但贫穷户却少些。其次，如果我们

把中等农户和富裕农户合并在一起，即拿有２头以上役畜的农户

来看，可以得出各县的资料如下：

每个有２头以上役畜的农户计有

卡梅
申县

沃利斯
克 县

库兹县
茨克县

巴拉绍
夫 县

谢尔多布
斯克县

役畜头数 ３．８ ２．６ ２．６ ３．９ ２．６

牲畜总头数 ９．５ ５．３ ５．７ ７．１ ５．１

份地（单位俄亩） １２．４ ７．９ ８ ９ ８

租地（单位俄亩） ９．５ ６．５ ４ ７ ５．７

播种面积（单位
 俄亩）

１７ １１．７ ９ １３ １１

２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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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卡梅申县的富裕农民更富一些。该县是土地最多的县

份：每一男性登记丁口３７有７．１俄亩份地，而全省每一男性登记

丁口只有５．４俄亩份地。因此，“农民”土地多，只意味着农民资产

阶级的数量较多和较富裕。

在此结束对萨拉托夫省资料的考察时，我们认为有必要谈谈

农户的分类问题。大概读者已经注意到，我们一开始就驳斥了按份

地的分类法，而一律采用按殷实程度（按役畜；按播种面积）的分类

法。必须说明一下采用这种方法的理由。按份地的分类法，在我国

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用得最为普遍，而且为了维护这种分类法，人们

通常摆出下面两个初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论据①。他们说，第一，

为了研究种地的农民的生活，按照土地分类是自然的和必要的。这

种论据忽略了俄国生活的基本特点，即份地占有的不自由性，根据

法律，这种占有带有平均性，并且份地的转让受到最大程度的限

制。种地的农民的全部分化过程，就在于实际生活超出了这种法律

范围。采用按份地的分类法，我们就把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加在一

起了，但贫苦农民出租土地，富裕农民却租种或购买土地；贫苦农

民抛弃土地，富裕农民却“收集”土地；贫苦农民的牲畜很少，经营

极差，富裕农民的牲畜很多，土地施肥，进行种种改良等等。换句话

说，我们把农村无产者和农村资产阶级分子加在一起了。这样加起

来得出的“平均数”抹杀了分化，因此纯粹是虚假的②。上面我们讲

到的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的综合表，能够明显地表明按份地分类

３８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我们有了这么一次罕有的机会，表示赞同瓦·沃·先生的意见，这就是瓦·沃
·先生在他１８８５年和以后几年的杂志论文中，欢迎“新型的地方自治局统计
出版物”，即使人能够不仅按份地而且按殷实程度对按户调查资料进行分类的

例如，见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导言，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导
言，沃罗涅日省４县估价资料《汇编》导言和其他地方自治局统计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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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合适的。例如，我们就拿卡梅申县无份地农民这一等来看（见

《统计资料汇集》第４５０页及以下各页，《卡梅申县统计资料汇编》

第１１卷第１７４页及以下各页）。《统计资料汇集》的编者在评述这

一等时，把它的播种面积说成“为数极少”（《导言》第４５页），即把

它算作贫苦农民。我们来看一看表。这一等的“平均”播种面积是

每户２．９俄亩。但是请看一看，这个“平均数”是怎样得出来的：是

把大耕作者（指有５头以上役畜这一类农户，他们每户有播种面积

１８俄亩；这类农户在这一等中占１８左右，但他们的播种面积却

占这一等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同无马的、每户只有０．２俄亩

播种面积的贫苦农民加在一起算出来的！请看一看有雇农的农户。

它们在这一等中为数很少，仅７７户，即占２．５％。但在这７７户中，

有６０户是每户播种１８俄亩的上等户，有雇农的农户在上等户中

就占２４．５％。显然，我们抹杀了农民的分化，把无产农民描绘得比

实际情况好些（这是由于把富裕农民同无产农民加在一起并算出

平均数所造成的），相反，把富裕农民描绘得实力小些，因为在多份

地农户这一等中，除了大多数殷实农户以外，还有一些贫穷农户

（大家知道，在多份地村社中，也总是有贫穷农户的）。现在，我们对

维护按份地分类法的第二个论据的不正确性也清楚了。据说，采用

这种分类法，我们总会看到殷实程度标志（牲畜数量、播种

４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综合表。瓦·沃·先生那时写道：“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
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瓦·
沃·《新型的地方自治局统计出版物》，见１８８５年《北方通报》３８第３期第１８９
页和第１９０页。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汇集》《导言》中曾引用，见该书第３６
页）。非常遗憾，瓦·沃·先生在他以后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不想看一看关于
各类农民的资料，并且正象我们看到的，甚至对弗·波斯特尼柯夫先生书中的
事实部分也闭口不谈（波斯特尼柯夫先生大概是第一个整理各类农民的资料，
而不是整理“形形色色类别的聚合体”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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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等等）随着份地面积的扩大而合乎规律的提高。这个事实是无

可争辩的，因为份地是富裕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多份

地的农民中，总是出现较多的农民资产阶级分子，因而按份地划分

的整个这一等的“平均”数字也提高了。可是从这种情况中，无论如

何还是不能推论出这种把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混在一起

的分类法是正确的。

我们的结论是：在整理农民的按户资料时，不应该只按份地分

类。经济统计必须把经营的规模和类型作为分类的根据。区别这

些类型的标志，应当按照当地的农业条件和形式来决定，如果在租

放谷物业的条件下，可以只按播种面积（或按役畜）分类，那么在其

他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到技术作物的种植、农产品的技术加工、块

根作物或牧草的种植、牛奶业、蔬菜业等等。当农民把农业与副业

大规模结合在一起时，就必须把上述两种分类法结合起来，即把按

农业的规模和类型的分类法同按“副业”的规模和类型的分类法结

合起来。汇总农民经济按户调查资料的方法问题，决不象初看起来

那样是一个单纯专业性的和次要的问题。相反，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在目前，这是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基本问题。按户调查资料的完

备性和搜集这些资料的技术① 达到了极为完善的程度，但是由于

不能令人满意的汇总工作，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完全遗漏了，研究

者所掌握的只是“平均”数字（关于村社、乡、农民类别、份地面积等

等的“平均”数字）。然而这些“平均”数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和

５８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关于地方自治局调查资料的技术，除了上述出版物外，可参看福尔图纳托夫先
生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１卷中的文
章。按户卡片的式样载于《萨马拉省统计资料综合汇编》《导言》、《萨拉托夫省
统计资料汇集》《导言》、《奥廖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２卷叶列茨县）和《彼尔
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第４编。彼尔姆省的卡片特别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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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在下面看到的那样，往往是完全虚假的。

四 彼尔姆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现在我们来考察条件完全不同的彼尔姆省的地方自治局统计

资料。我们拿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作例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按农业经营规模的农户分类法①。下面就是关于该县农业地区的

总的资料（２３５７４户农户，１２９４３９个男女人口）。
每 户 牲  畜  

户 主 类 别
农户的
百分数

男女人
口 的
百分数

每户播种
面积（单
位俄亩）

播种面积
总数的百分数

役畜
牲畜总数
（折合成
大牲畜）

牲畜总数的
百分数

不种地者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１０．２
３０．３

６．５
２４．８

－
１．７

－
８．９

８．９
０．３
１．２

０．９
２．３

１．７
１３．７

１５．４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２７．０ ２６．７ ４．７ ２２．４ ２．１ ４．７ ２４．５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２２．４
９．４
０．７

２７．３
１３．５
１．２

９．０
１７．８
３７．３

３５．１
２８．９
４．７

３３．６
６８．７

３．５
６．１
１１．２

７．８
１２．８
２２．４

３３．８
２３．２
３．１

２６．３
６０．１

    共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８ １００ ２．４ ５．２ １００

  因此，在这里，尽管播种面积小得多，我们却看到各类农户间

存在着同样的关系，播种面积和牲畜同样集中在一小群富裕农民

手中。土地占有和土地的实际经营使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和我

们业已熟悉的各省一样。②

６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这些农民（各类农民）的份地总数为４１０４２８俄亩，即每户“平均”１７．５俄亩。其
次，农民租耕地５３８８２俄亩，割草场５９７１８０俄亩，因此总数为６５１０６２俄亩（租
耕地的８９０３户，租割草场的９１６７户），他们出租的份地有：耕地５０５４８俄亩
（８５５３个户主），割草场７１８６俄亩（２１８０个户主），总数为５７７３４俄亩。

《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１８９４年喀山版第３编中的表。为
了作比较，我们还将在下面引用作了同样分类的叶卡捷琳堡县的主要资料。
《彼尔姆省叶卡捷琳堡县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９１年叶卡捷琳堡县地方自治机关
叶卡捷琳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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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总 数的 百分 数

户主类别
户数的
百分数

男女人口
的百分数

份地 租地 出租地
使用土
地总数

不种地者 １０．２ ６．５ ５．７ ０．７ ２１．０ １．６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３０．３ ２４．８ ２２．６ ６．３ ４６．０ １０．７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２７．０ ２６．７ ２６．０ １５．９ １９．５ １９．８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２２．４ ２７．３ ２８．３ ３３．７ １０．３ ３２．８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９．４ １３．５ １５．５ ３６．４ ２．９ ２９．８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０．７ １．２ １．９ ７．０ ０．３ ５．３

    共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占有土地最多的富裕农民同样抢租土地；份地同样从贫穷农

民那里（通过出租）转到殷实农民那里，份地在两个不同方向即农

村两极所起的作用同样在缩小。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具体地了解

这些过程，我们引证一下比较详细的关于租地的资料：

户主类别

 每

男女
人口

户 
份地
（单位
俄亩）

租耕地
的农户
的 百
分 数

每一租地
户的耕地
数（单位
俄 亩）

租割草
场的农
户的百
分 数

每一租地
户的割草
场数（单
位俄亩）

不种地者 ３．５１ ９．８ ０．０ ０．７ ７．０ ２７．８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４．４９ １２．９ １９．７ １．０ １７．７ ３１．２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５．４４ １７．４ ３４．２ １．８ ４０．２ ３９．０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６．６７ ２１．８ ６１．１ ４．４ ６１．４ ６３．０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７．８６ ２８．８ ８７．３ １４．３ ７９．８ １１８．２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９．２５ ４４．６ ９３．２ ４０．２ ８６．６ ２６１．０

    共  计 ５．４９ １７．４ ３７．７ ６．０ ３８．９ ６５．０

  可见，在上等农户（我们知道，他们集中了最大部分的租地）

中，租地带有明显的工业性即企业性，这同广为流行的民粹派经济

学家的意见恰恰相反。

现在来谈雇佣劳动的资料，由于该县的这些资料很完备（即包

括了雇用日工的资料），所以特别有价值：

７８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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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户 类 别
每户男
劳力数

 

雇用各种工人的户数

季节
工
收割
工
收获
工
脱粒
工

雇用各种工人的户数的
百 分 数

季节
工
收割
工
收获
工
脱粒
工

不种地者 ０．６ ４ １６ — — ０．１５０．６ — —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１．０ ５１ ３６４ ３４０ ６５５ ０．７ ５．１ ４．７ ９．２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１．２ ２６８ ９１０１３８５１４１４４．２１４．３２０．１２２．３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１．５ ９４０１４４０２３２５１３７１１７．７２７．２４３．９２５．９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１．７ １１０７１０４３１５４２７４６５０．０４７．９６９．６３３．７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２．０ １４３ １１１ １５０ ７７ ８３．１６４．５８７．２４４．７

    共  计 １．２ ２５１３３８８４５７４２４２６３１０．６１６．４２４．３１８．８

  我们在这里看到，萨拉托夫省统计人员所谓雇用日工不是经

济强弱的突出标志这一见解，显然遭到了驳斥。相反，这是农民资

产阶级的最突出标志。我们根据各种短期雇用可以看出，雇主的百

分数随着殷实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尽管最殷实的农民本户劳力也

最多。家庭协作在这里也是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其次，我们看到，

雇用日工的户数比雇用季节工人的户数多一倍半（按全县平均计

算）——就雇用收获日工来说；遗憾的是，统计人员没有提供雇用

日工的总户数，虽然他们有这种资料。三类上等户共有７６７９户，其

中雇用雇农者２１９０户，而雇用收获日工者４０１７户，即占富裕农户

的大多数。自然，雇用日工决不是彼尔姆省的特点，既然我们从上

面已经看到，在三类富裕农户中，雇用雇农者分别占这些农户户主

总数的２１０、６１０、和９１０，那么由此可以直接得出如下的结论：

大多数富裕农户使用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雇佣劳动；雇农和日工

队伍的形成，是富裕农户存在的必要条件。最后，非常值得指出的

是，雇用日工的农户数和雇用雇农的农户数之间的比值，从下等农

户到上等农户是递减的。在下等户中，雇用日工的农户数总是超过

雇用雇农的农户数好多倍。相反，在上等户中，雇用雇农的

８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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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数有时甚至大于雇用日工的农户数。这一事实明显地表明，在

上等农户中，经常使用雇佣劳动的真正的雇用雇农的农户形成了；

雇佣劳动是比较均匀地按季节分配的，因而可以不必出较高的价

钱和费更多的事去雇用日工。我们顺便引证一下维亚特卡省叶拉

布加县的雇佣劳动资料（这里把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合并在一

起）。
雇 佣 工 人

户主类别
农  户

数 目 百分数

男女人
口 的
百分数

季 节 工

人 数百分数

日 工

人 数 百分数

牲畜总
数 的
百分数

份 地
耕 地
百分数

租地户
 的 
百分数

出租土
地户的
百分数

无马者 ４２５８ １２．７ ８．３ ５６ ３．２ １６０３１ １０．６ １．４ ５．５ ７．９ ４２．

有１匹马者 １２８５１ ３８．２ ３３．３ ２１８ １２．４ ２８０１５ １８．６ ２４．５ ２７．６ ２３．７ ２１．８

有许多匹马者 １６４８４ ４９．１ ５８．４ １４８１ ８４．４ １０６３１８ ７０．８ ７４．１ ６６．９ ３５．３ ９．１

   共 计 ３３５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５５ １００ １５０３６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７．４ １８．１

  假定每个日工干活一个月（２８天），那么日工人数就比季节工

人数多两倍。我们顺便指出，在维亚特卡省，无论在雇用工人方面，

或者在租地和出租土地方面，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各类农

户之间的关系。

彼尔姆省统计人员所引证的关于土地施肥的按户资料是极有

意义的。下面是把这些资料３９整理后的结果：

户 主 类别 施肥户的
百 分 数

每一施肥户
施肥车数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３３．９ ８０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６６．２ １１６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７０．３ １９７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７６．９ ３５８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８４．３ ７３２

    共  计 ５１．７ １７６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在经营制度和

经营方式上有极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到处都会有的，因为富裕

９８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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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到处都把大部分农民牲畜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有更多的可

能把自己的劳动花在改善经营上。因此，如果我们知道改革后的

“农民”在同一个时期内，既产生出大批无马的和无牲畜的农户，也

通过在土地上施肥（瓦·沃·先生在其《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

第１２３—１６０页及以下各页中有详细的描述）而“提高了农业水

平”，那么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地向我们表明，“进步潮流”只不过

是指农村资产阶级的进步。这种情况在改良农具的分配方面表现

得更清楚，而关于改良农具的资料在彼尔姆省也有。但是这些资料

并不是根据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整个农业地区收集的，而只根

据该县的第３区、第４区和第５区，包括２３７５４户中的１５０７６户。

登记的改良农具计有：风车１０４９架，精选机２２５架，脱粒机３５４

架，共计１６２８架。在各类农户中的分配情况如下：

户主类别 每百户所有的
改良农具数

改良农
具总数

改良农具总
数的百分数

不种地者 ０．１ ２ ０．１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０．２ １０ ０．６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１．８ ６０ ３．７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９．２ ２９９ １８．４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５０．４
１８０．２

９４８
３０９

５８．３
１８．９

７７．２

    共  计 １０．８ １６２８ １００

  这是瓦·沃·先生所谓“全部”农民都使用改良农具这种“民

粹派”论点的又一个例证！

关于“副业”的资料，使我们这一次能够划分出两种基本类型

的“副业”，它们分别标志着：（１）农民变成农村资产阶级（拥有工商

企业）；（２）农民变成农村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即所谓的“农业副

业”）。这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的“从事副业者”在各类农户间的分配

０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情况如下①：

户主类别
每百户所
有的工商
企  业

工商企业在
各类农户间的
分配（总数的
百 分 数）

从事农业
副业的农
户 的 百
分  数

不种地者 ０．５ １．７ ５２．３

种地不满５俄亩者 １．４ １４．３ ２６．４

种地５—１０俄亩者 ２．４ ２２．１ ５．０

种地１０—２０俄亩者
种地２０—５０俄亩者
种地超过５０俄亩者

４．５
７．２
１８．０

３４．３
２３．１
４．５

６１．９
１．４
０．３
—

共  计 ２．９ １００ １６．２

  把这些资料同播种面积分配和雇用工人的资料对比一下，我

们又可以看到，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

我们同样看到，把类型极不相同的活计混在一起，统称之为

“副业”或“外水”，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说成是（就象瓦·沃·

先生和尼·—逊先生那样）某种均一的、清一色的和排斥资本主义

的东西，是多么严重地歪曲了现实。

最后我们指出，叶卡捷琳堡县的资料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从该

县５９７０９户中划出无地者（１４６０１户）、只有割草场者（１５６７９户）和

份地全部荒芜者（１６１２户），那么关于其余２７８１７户的资料是这样

的：２万户不种地和种地少（种地不满５俄亩者）的农户有播种面

积４１０００俄亩，即占播种面积总数１２４０００俄亩的１３弱。相反，

２８５９户富裕户（种地超过１０俄亩者）有播种面积４９７５１俄亩、租

地５３０００俄亩（租地总数为６７０００俄亩，其中包括５５０００俄亩农民

１９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农业副业”也是只根据上述３个区划分出来的。工商企业总共有６９２个，即：
水力磨坊１３２个，油坊１６个，树脂坊和焦油坊９７个，“铁铺和其他”２８３个，
“店铺、小饭馆等”１６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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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租土地中的４７０００俄亩）。可以看出，叶卡捷琳堡县两种类型截

然相反的“副业”和有雇农的农户的分配情况，同克拉斯诺乌菲姆

斯克县这些分化标志的分配情况完全相同。

五 奥廖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我们有该省叶列茨县和特鲁布切夫斯克县按役马数进行农户

分类的两本汇编①。

我们把这两县合在一起来引用各类农户的总的资料。

户主类别
家庭
的百
分数

男女
人口
的百
分数

每户
份地
（单
位俄
亩）

土 地 的
百 分 数

份地
购买
地

租地
户的
百分
数

土 地 的
百 分 数

租地
出租
地

使 用 土
地 总 数

百分
数
每户

每户
牲畜
头数
（折
成大
牲畜）

牲畜
总数
的百
分数

无马者 ２２．９１５．６５．５１４．５３．１１１．２１．５８５．８４．０ １．７ ０．５ ３．８

有１匹马者 ３３．５２９．４６．７２８．１７．２４６．９１４．１１０．０２５．８７．５ ２．３２３．７

有２—３匹
 马者

３６．４４２．６９．６４３．８４０．５７７．４５０．４３．０４９．３１３．３４．６５１．７

有４匹马以
 上者

７．２１２．４１５．２１３．６４９．２９０．２３４．０１．２２０．９２８．４９．３２０．８

 共 计 １００１００８．６１００１００５２．８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９．８３．２１００

  由此可见，这里各类农户间的一般关系，也和我们在前面看到

的情况相同（富裕农民集中了购买地和租地，土地从贫苦农民手中

转到富裕农民手中，等等）。各类农户间在雇佣劳动、“副业”以及经

济中的“进步潮流”方面的关系也完全一样。

２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奥廖尔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７年莫斯科版第２卷叶列茨县和１８８７年奥廖尔
版第３卷特鲁布切夫斯克县。后一县的资料没有包括近郊村社。我们所引用
的，是把份地租地和非份地租地合在一起的总的租地资料。出租地的数量，我
们是按照出租全部份地的农户数大致算出的。根据已有的数字，也已经可以
算出各类农户使用的土地数（份地＋购买地＋租地－出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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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类别

有雇佣
工人的
农户的
百分数

从事副
业的农
户的百
分 数

每百户
中的工
商企业

改良农具
（叶列茨县）

每百户的
农具 数

农具总数
的百分数

无马者 ０．２ ５９．６ ０．７ ０．０１ ０．１

有１匹马者 ０．８ ３７．４ １．１ ０．２ ３．８

有２—３匹马者 ４．９ ３２．２ ２．６ ３．５ ４２．７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１９．４ ３０．４ １１．２ ３６．０ ５３．４

  共  计 ３．５ ３９．９ ２．３ ２．２ １００

  这样，我们在奥廖尔省也看到了农民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

类型：一方面分化为农村无产阶级（抛弃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另一

方面分化为农民资产阶级（购买土地，租种大量土地，特别是租种

份地，改善经营，雇用雇农和这里略去不计的日工，把工商企业同

农业结合起来）。但是一般说来，这里农民的农业规模要比上述各

地小得多，大耕作者也少得不能相比，因此，如果就这两县来判断，

农民的分化看起来是比较小的。我们所以说“看起来”，是根据以下

几点理由：第一，我们在这里看到，“农民”变为农村无产阶级要迅

速得多，分化为农村资产者集团则不大明显，可是我们也已经看到

相反的例子，即农村资产者这一极变得特别明显。第二，由于“副

业”特别发达（４０％的家庭），这里使种地的农民（在本章我们正是

只谈种地的农民）的分化情况模糊不清。这里除大多数雇佣工人

外，也把少数商人、包买主、企业主和业主等等列入了“从事副业

者”。第三，由于缺乏当地农业中与市场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些方面

的资料，所以这里的农民分化不明显。在这里，商业性的即市场性

的农业的发展方向，不是扩大销售谷物用的播种面积，而是生产大

麻。最大量的商业活动在这里同这种产品有联系，而汇编中引用的

统计表资料，恰恰没有把各类农户农业的这一方面区分出来。“麻

３９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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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为农民提供了主要收入”（即货币收入。《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统计

资料汇编》，分村概述第５页及其他许多页），“农民把主要的注意

力集中在种植大麻上……全部厩肥……都用在麻田上”（同上，第

８７页），到处“用大麻作抵押”来借钱，用大麻抵债（同上，散见各

处）。为了在麻田上施肥，富裕农民向贫苦农民购买厩肥（《奥廖尔

县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９５年奥廖尔版第８卷第１０５页），麻田可以在

本村社或外村社租出或租进（同上，第２６０页），有一部分“工业作

坊”（关于它们的集中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从事大麻加工。很明显，

没有关于当地农业主要商业品的资料，分化的图画是多么的不全

面。①

六 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沃罗涅日省汇编中的资料极其完备，分类法也极多。除了通常

按份地的分类法，我们在某些县还看到按役畜、按劳力（按本户的

劳动力）、按副业（不从事副业者；从事副业者：（１）农业副业，（２）混

合副业，（３）工商业副业）和按雇农（当雇农的农户；不雇雇农也不

当雇农的农户；雇用雇农的农户）等的分类法。最后这种分类法为

极大多数的县份所采用，并且初看起来，可能认为这种分类法最适

４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奥廖尔县统计资料汇编》的编者说道（第５７表），富裕农民每头大牲畜所积的
厩肥比贫穷农民的几乎多１倍（每户有７．４头牲畜者，每头牲畜积肥３９１普
特，而每户有２．８头牲畜者，每头牲畜只能积肥２０８普特。这个结论还是在按
份地分类的情况下得出的，这种分类法削弱了分化的实际深度）。这种情况的
产生，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得不用禾秸和厩肥作燃料，出卖厩肥等等。因此，每
头牲畜的“正常的”积肥数（４００普特）只有农民资产阶级才能办到。瓦·沃·
先生也可能就此推断出（如同他就失去马匹所作推断那样）牲畜数量和厩肥数
量间的“正常比例的恢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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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研究农民的分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提供雇农的这类农户远

没有包括全部农村无产阶级，因为其中并没有包括提供日工、小

工、工厂工人、土木建筑工人、仆役等等的农户。雇农只是“农民”所

提供的雇佣工人的一部分。雇用雇农的这类农户也是极不完全的，

因为其中并没有包括雇用日工的农户。中间农户（既不提供雇农也

不雇用雇农的农户）把每县几万个家庭混在一起，把成千上万的无

马户同成千上万的多马户，把租地户同出租土地户，把耕作者同非

耕作者，把成千上万的雇佣工人同少数的业主并在一起。例如，全

部中间农户的总“平均数”，就是把无地的或每户只有３—４俄亩土

地（份地和购买地算在一起）的农户，同有份地２５俄亩或５０俄亩

以上并购置几十几百俄亩土地的农户加在一起算出来的（《博布罗

夫县统计资料汇编》第３３６页第１４８表：《新霍皮奥尔斯克县统计

资料汇编》第２２２页），是把每户共有０．８—２．７头牲畜的农户同每

户共有１２—２１头牲畜的农户加在一起算出来的（同上）。显然，援

引这种“平均数”是不能说明农民的分化的，我们必须采用按役畜

的分类法，这种方法是最接近按农业经营规模的分类法的。我们有

４本采用这种分类法的汇编（泽姆良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扎顿斯

克县统计资料汇编、下杰维茨克县统计资料汇编、科罗托亚克县统

计资料汇编），我们应当选用扎顿斯克县汇编，因为其余３县的汇

编没有提供有关各类农户的购买地和出租地的单独资料。下面我

们将引用这４县的综合资料，读者将会看到，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是

一样的。这里是关于扎顿斯克县各类农户的总的资料（农户１５７０４

户，男女人口１０６２８８人，份地１３５６５６俄亩，购买地２８８２俄亩，租

地２４０４６俄亩，出租地６４８２俄亩）。

５９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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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类型
农户
的百
分数

每户
男女
人口

男女人
口 的
百分数

每户份
地（单
位俄亩）

土 地 的 百 分 数

份
地
购买地

租
地

出租地

使用土地总数

每
户

百分数

耕地总数

每户 百分数

每户
牲畜
总数

无马者 ２４．５４．５ １６．３ ５．２ １４．７ ２．０ １．５ ３６．９ ４．７ １１．２ １．４ ８．９ ０．６

有１匹马者 ４０．５６．１ ３６．３ ７．７ ３６．１ １４．３ １９．５ ４１．９ ８．２ ３２．８ ３．４ ３５．１ ２．５

有２—３匹马者 ３１．８８．７ ４０．９ １１．６ ４２．６ ３５．９ ５４．０ １９．８ １４．４ ４５．４ ５．８ ４７．０ ５．２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３．２１３．６ ６．５ １７．１ ６．６ ４７．８ ２５．０ １．４ ３３．２ １０．６ １１．１ ９．０ １１．３

   共 计 １００ ６．８ １００ ８．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４．０ １００ ３．２

  这里各类农户间的关系也同上述各省县一样（购买地和租地

的集中，份地从出租份地的贫穷农民手中转到租种土地的富裕农

民手中，等等），但是这里的富裕农民的意义要小得多。由于农民的

农业经营规模极小，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当地的农

民是否还算耕作者，而不算“从事副业者”？下面是关于“副业”的资

料，首先是关于副业在各类农户中的分配的资料：

户 主类 别

改良 农具

每百户
的改良
农具数

总数
的百
分数

农户百分数

雇用
雇农
的

提供
雇农
的

每百
户的
工商
企业

农 户 百分 数

有“副
业”的

出卖
粮食
的

购买
粮食

货币收入
的百分数

“副业”
的

出卖
农产
品的

无马者 — — ０．２２９．９１．７ ９４．４ ７．３７０．５ ８７．１ １０．５

有１匹马者 ０．０６ ２．１ １．１１５．８２．５ ８９．６ ３１．２５５．１ ７０．２ ２３．５

有２—３匹马者 １．６ ４３．７７．７１１．０６．４ ８６．７ ５２．５２８．７ ６０．０ ３５．２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２３．０ ５４．２２８．１５．３３０．０ ７１．４ ６０．０８．１ ４６．１ ５１．５

   总 计 １．２ １００ ３．８１７．４４．５ ９０．５ ３３．２４８．９ ６６．０ ２９．０

  改良农具和两种类型相反的“副业”（出卖劳动力和经营工商

企业）的分配，在这里也与上面考察过的资料相同。从事“副业”的

农户占很大的百分数，购买粮食的农户多于出卖粮食的农户，“副

业”的货币收入多于农业的货币收入①，——这一切使我们有根据

６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我们在为数不多的上等农户中看到的情况却相反：出卖粮食多于购买粮食，货
币收入主要来自土地，雇用雇农的、使用改良农具的和经营工商企业的农户占
很大的百分数。农民资产阶级的一切典型特征也在这里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虽然它的人数很少），在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中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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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个县与其说是一个农业县，不如说是一个“副业”县。但是

我们看一看，这是些什么副业呢？在《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

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

（１８８９年沃罗涅日版）中，提供了一张本地和外来“从事副业者”的

全部行业一览表（总共２２２种），这张表把他们按份地分类，并且标

明了每种行业的工资额。从这张表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农民“副

业”是做雇工。在扎顿斯克县的２４１３４个“从事副业者”中，雇农、车

夫、牧人、小工占１４１３５人，建筑工人占１８１３人，城市工人、工厂工

人和其他工人占２９８人，私人仆役占４４６人，乞丐占３０１人，等等。

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从事副业者”是农村无产阶级，是把自己的劳

动力出卖给农村企业主和工业企业主的有份地的雇佣工人。① 由

此可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某省或某县各类农户间的关系，那么无

论在土地多的、农民播种面积也较广的草原省份，或者在土地最少

的、农民“农场”规模极小的地区，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分化的典型

７９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我们引用这个地区较详细的农民副业资料，来补充上面关于地方自治局统计
中的“副业”概念的论述。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把副业分成６类：（１）农业副业
（占４县“从事副业者”总数９２８８９人中的５９２７７人）。这里绝大多数是雇佣工
人，然而其中还包括业主（瓜田主、菜园主、蜂场主、可能还有一部分赶车的，等
等）。（２）手艺人和手工业者（２０７８４人）。除真正的手艺人（为消费者的订货而
工作者）以外，这里也有很多雇佣工人，特别是建筑工人等等。我们算了一下，
建筑工人有８０００多人（可能还包括面包师等业主）。（３）仆役——１７３７人。
（４）商人和工业业主——７１０４人。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把这一类从“从事副
业者”总数中划出来是十分必要的。（５）自由职业者——２８８１人，其中乞丐
１０９０人，除此而外就是流浪者、宪兵、妓女、警察等等。（６）城市工人、工厂工人
和其他工人——１１０６人。本地从事副业者——７１１１２人，外来从事副业者
——２１７７７人；其中男人——８５２５５人，妇女——７６３４人。工资额十分复杂：例
如扎顿斯克县８５８０个小工赚了２３４６７７卢布，而６４７个商人和工业业主却赚
了７１７９９卢布。可以想象得到，把所有这些性质极不相同的“副业”混在一起，
会造成怎样的混乱，但我国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和我国民粹派通常就是这样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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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尽管土地条件和农业条件极不相同，上等农户和下等农户的

关系却到处一样。如果我们再把各个地区作一比较，那么在一些地

区农民中的农村企业主的形成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另一些地区则

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表现得特别突出。不言而喻，俄国也同其他所

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化过程的后一方面所卷入的小农人数

（大概也包括地区），比前一方面要多得多。

七 下诺夫哥罗德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下诺夫哥罗德省克尼亚吉宁、马卡里耶夫和瓦西里３县地方

自治局统计机关按户调查资料已汇总成一张分类表，该表把农户

（单指有份地的并且居住在本村的农户）按役畜分为５类（《下诺夫

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经济部分》第４、９、１２编，１８８８年、１８８９

年、１８９０年下诺夫哥罗德版）。

把这３县合在一起，我们得到下列有关各类农户的资料（上述

３县的这些资料包括：农户５２２６０户；男女人口２９４７９８人；份地

４３３５９３俄亩；购买地５１９６０俄亩；租地８６００７俄亩——各种租地

都计算在内，不论是份地或非份地，耕地或割草场；出租地１９２７４

俄亩）：

户 主 类 别
农户
的百
分数

每户
男女
人口

男 女
人口的
百分数

份   地

每户的
（单位
俄亩）

总数的
百分数

购买地
总数的
百分数

总数的百分数

租地 出租地

各类农户使用
土地总数

每户的
（单位
俄亩）

总数的
百分数

牲畜总数

每户
牲畜
头数

牲 畜
总数的
百分数

无马者 ３０．４４．１ ２２．２ ５．１ １８．６ ５．７ ３．３ ８１．７ ４．４ １３．１ ０．６ ７．２

有１匹马者 ３７．５５．３ ３５．２ ８．１ ３６．６ １８．８ ２５．１ １２．４ ９．４ ３４．１ ２．４ ３３．７

有２匹马者 ２２．５６．９ ２７．４ １０．５ ２８．５ ２９．３ ３８．５ ３．８ １３．８ ３０．２ ４．３ ３４．９

有３匹马者 ７．３ ８．４ １０．０ １３．２ １１．６ ２２．７ ２１．２ １．２ ２１．０ １４．８ ６．２ １６．５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２．３１０．２ ４．３ １６．４ ４．７ ２３．５ １１．９ ０．９ ３４．６ ７．８ ９．０ ７．７

  共  计 １００ ５．６ １００ ８．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０ ２．７ １００

８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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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富裕农民尽管份地较多（上等户所

占的份地百分数高于他们所占的人口百分数），他们还是集中了购

买地（９．６％的富裕户占有４６．２％的购买地，而２３的贫苦农户占

有的购买地却不到全部购买地的１４），集中了租地，“收集了”贫

苦农民出租的份地，由于这一切，“农民”使用的土地的实际分配，

完全不同于份地的分配。无马者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比法律保证

他们应有的份地数量要少。有１匹马者和有２匹马者占有的土地

只增加了１０—３０％（从８．１俄亩增加到９．４俄亩；从１０．５俄亩增

加到１３．８俄亩），而富裕农民占有的土地却增加了０．５—１倍。各

类农户按份地数量来说，其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而按实际的农业经

营规模来说，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一点在上引的牲畜资料中和

下述的播种面积资料中都可以看出：

户主 类别
每户播种
面积（单
位俄亩）

播种面积
总 数 的
百 分 数

有雇农
的农户
百分数

有工商企
业的户主
百分数①

挣外水
的农户
百分数

无马者 １．９ １１．４ ０．８ １．４ ５４．４

有１匹马者 ４．４ ３２．９ １．２ ２．９ ２１．８

有２匹马者 ７．２ ３２．４ ３．９ ７．４ ２１．４

有３匹马者 １０．８ １５．６ ８．４ １５．３ ２１．４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１６．８ ７．７ １７．６ ２５．１ ２３．０

    共 计 ５．０ １００ ２．６ ５．６ ３１．６

  各类农户在播种面积上的差别，要比它们在实际占有土地和

使用土地面积上的差别还大些，比它们在份地面积上的差别就更

不用说了。②这就再三向我们表明：按占有的份地分类是完全不合

  ① 单指克尼亚吉宁１县。

② 如果我们把无马者（每户）的份地数量算作１００，那么往上数各类农户的份地

数量依次为：１５９、２０６、２５９、３２１。每类农户实际占有土地的相应数字将为：

１００、２１４、３１４、４７７、７８６；而各类农户的播种面积则为：１００、２３１、３７８、５６８、８７３。

９９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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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份地有的“平均化”现在已成了一种法律上的虚构。上表其余

各栏表明，在农民中“农业同手工业相结合”是怎样进行的：富裕农

民把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有雇农的农户占很大的百分数）

同工商企业结合在一起，而贫苦农民则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挣

外水”）同微不足道的播种面积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他们变成有份

地的雇农和日工。应当指出，挣外水的农户的百分数所以没有照例

地缩小，是由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农民的这些“外水”和“副业”的种

类非常繁多：这里的从事副业者，除了农业工人、小工、建筑工人和

船舶工人等等外，还包括相当多的“手工业者”、工业作坊主、商人、

包买主等等。显然，把类型如此不同的“从事副业者”混在一起，这

就破坏了“挣外水的农户”资料① 的正确性。

至于谈到各类农民在农业经营方面的差别问题，我们可以指

出：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施肥……是决定”耕地的“生产率高低的

最主要条件之一”。（《克尼亚吉宁县统计资料汇编》第７９页）黑麦

的平均收获量是随着肥料的增加而依次提高的：每百俄亩份地施

肥３００—５００车，每俄亩的黑麦收获量为４７．１俄斗②，而施肥１５００

车以上者，每俄亩的黑麦收获量则为６２．７俄斗。（同上，第８４页）

因此很明显，各类农户在农业生产规模方面的差别必定还大于播

种面积的差别；下诺夫哥罗德省统计人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

是只泛泛地研究了农民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而没有分别地

研究贫穷农民的田地和富裕农民的田地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

００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俄斗是俄国旧容量单位，合２６．２４公升。——编者注

关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农民的“副业”，见米·普洛特尼科夫《下诺夫哥罗德省手
工业》（１８９４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一书书末的表和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特别
是戈尔巴托夫和谢苗诺夫两县的统计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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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各省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概述

读者已经看到，我们在研究农民分化时，只使用地方自治局统

计机关的按户调查，只要这些调查包括了较大的地区，提供了关于

最重要分化标志的足够详细的资料，只要它们（这特别重要）已整

理得可以按农民的经济殷实程度划分各类农户。上述７省的资料，

已经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并且我们也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地方自治局

统计材料包罗无遗了。为了全面起见，我们现在还要简略地指出其

余不太完整的同类的资料（即以全面的按户调查为根据的资料）。

关于诺夫哥罗德省杰米扬斯克县，我们有一张按马匹数的农

户分类表（《诺夫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杰米扬斯克县》１８８８年诺

夫哥罗德版）。这里没有租地和出租地（按俄亩计算）的材料，但是

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证明，本省富裕农民和无产农民之间的关系

同其他各省是完全一样的。例如，这里从下等户到上等户（从无马

者到有３匹马以上者），有购买地和租地的农户的百分数是递增

的，尽管多马户的份地超过平均数。占总农户１０．７％的有３匹马以

上的农户，占总人口的１６．１％，他们占有全部份地的１８．３％，购买

地的４３．４％，租地的２６．２％（如果可以按在租地上播种黑麦和燕

麦的面积计算的话），“工业建筑物”总数的２９．４％，而占总农户

５１．３％的无马的或有１匹马的农户，占总人口的４０．１％，却只占有

份地的３３．２％，购买地的１３．８％，租地的２０．８％（计算法同上），

“工业建筑物”的２８．８％。换句话说，这里也是富裕农民“收集”土

地，并把工商业“副业”同农业结合起来，而无产农民则抛弃土地并

变为雇佣工人（“从事副业者”的百分数从下等户到上等户是递减

的，无马者为２６．６％，有３匹马以上者为７．８％）。由于这些资料不

１０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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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我们没有把它们列入下一节关于农民分化材料的汇总中去。

由于同样原因，我们也没有把切尔尼戈夫省科泽列茨县的部

分地区的资料（《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处收集的土地估价

材料》１８８２年切尔尼戈夫版第５卷；关于科泽列茨县黑土地区

８７１７户的资料，是按役畜数分类的）包括进去。这里各类农户间的

关系也是一样的：占总农户３６．８％、占人口总数２８．８％的没有役

畜的农户，只占私有地和份地的２１％，租地的７％，可是却占这

８７１７户全部出租地的６３％。占总农户１４．３％、占人口总数１７．３％

的有４头役畜以上的农户，却占私有地和份地的３３．４％，租地的

３２．１％，并且只占出租地的７％。可惜没有把其余的农户（有１—３

头役畜者）细分成更小的类别。

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和经

济生活的调查材料》中，有一张极有意义的关于叶尼塞斯克省４个

专区的农户和移民户的分类表（按役马分类）（１８９３年伊尔库茨克

版第３卷第７３０页及以下各页）。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西伯利亚富

裕农民同移民的关系（连最狂热的民粹派也未必敢在这种关系中

寻找标榜一时的村社精神吧！），实际上与我国富裕的村社社员同

他们的无马的或有１匹马的“伙伴”的关系完全相同。把移民和老

住户农民合并在一起（这种合并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前者充当后者

的劳动力），我们就可以看到业已熟悉的上等户和下等户的特征。

占总农户３９．４％、占人口总数２４％的下等户（无马者、有１匹马者

和有２匹马者）只占有全部耕地的６．２％和牲畜总数的７．１％，而

占总农户３６．４％、占人口总数５１．２％的有５匹马以上的农户却占

耕地的７３％和牲畜总数的７４．５％。两类上等户（有５—９匹马者和

有１０匹马以上者），每户占有耕地１５—３６俄亩，大量使用雇佣劳

２０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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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雇佣工人的农户占３０—７０％），而三类下等户，每户只有耕

地０—０．２—３—５俄亩，他们提供工人（占农户的２０％—３５％—

５９％）。这里的租地和出租地资料，是我们所遇到的唯一超出常规

（富裕农民集中租地）的例外，而这种例外却又证实了常规。因为在

西伯利亚没有造成这种常规的条件，没有强制性的和“平均的”份

地，没有已经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富裕农民不是购买土地和租种土

地，而是强占土地（至少在此以前是这样）；土地的租出和租入毋宁

说带有邻居间交换的性质，因此租地和出租地的分类资料并不表

明任何规律性。①

关于波尔塔瓦省３县，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播种面积的分配情

况（先计算出播种面积各不相同的——汇编中规定了“从若干俄亩

到若干俄亩”——各类农户数，再把这各类农户数乘上述每类上下

限之间的播种面积的平均数）。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份关于占有

３６２２９８俄亩播种面积的７６０３２户农户（全是村民，没有小市民）的

资料；没有播种面积或每户播种不满３俄亩者计３１００１户农户（占

４０．８％），他们共有播种面积３６０４０俄亩（占９．９％）；而每户播种

超过６俄亩者有１９０１７户农户（占２５％），他们共有播种面积

２０９１９５俄亩（占５７．８％）（见《波尔塔瓦省经济统计汇编》康斯坦丁

格勒、霍罗尔和皮里亚京３县）。播种面积的分配很象我们所看到

的塔夫利达省的情况，虽然一般讲来，这里的播种面积是较少的。

３０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各地收集的出租土地和租种土地的实际材料，被认为不值得加以专门研究，
因为这种现象本身还只处在萌芽状态；出租土地或租种土地这种个别现象是
很少见的，是极偶然的，对叶尼塞斯克省的经济生活还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和经济生活的调查材
料》第４卷第１编导言第Ｖ页）在叶尼塞斯克省老住户农民所有的４２４６２４俄

亩的熟地中，有４１７０８６俄亩是“强占的祖传”地４０。租地（２６８６俄亩）几乎和出
租地（２６３９俄亩）相等，还不到强占土地总数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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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只有在少数人集中了购买地和租地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如此

不平均的分配。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充分的资料，因为汇编没有按农

户的殷实程度分类，所以只好用康斯坦丁格勒县的下列资料。在论

述农村各阶层经济的一章（第２章第５节《农业》）中，汇编的编者

讲到这样一个事实：一般说来，如果把租地分成三类，即（１）每一租

地者的租地不满１０俄亩者，（２）１０—３０俄亩者，（３）超过３０俄亩

者，那么每类的资料如下①：

相 对 数 字

租地者的
百 分数

租地的
百分数

每个租地
者的租地
（单位俄亩）

租地转
租的百
分 数

租地少数（不满１０俄亩） ８６．０ ３５．５ ３．７ ０．６

租地中等的（１０—３０俄亩） ８．３ １６．６ １７．５ ３．９

租地多的（超过３０俄亩） ５．７ ４７．９ ７４．８ １２．９

      共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６ ９．３

  说明是多余的了。

关于卡卢加省，我们只有下列极零散极不完整的关于８６２６个

农户（占该省农户总数的１２０左右②）的粮食播种资料：
按播种规模划分的农户类别

以播种秋播作物计算（单位俄斗）

不播
种者

播种不
满１５
俄斗者

播 种
１５—３０
俄斗者

播 种
３０—４５
俄斗者

播 种 播 种
４５—６０超过６０
俄斗者 俄斗者

共 计

农户的百分数……… ７．４ ３０．８ ４０．２ １３．３ ５．３  ３．０ １００

男女人口的百分数… ３．３ ２５．４ ４０．７ １７．２ ８．１  ５．３ １００

播种面积的百分数… — １５．０ ３９．９ ２２．２ １２．３  １０．６ １００

役马总数的百分数…
播种总收入的百分数

０．１
—

２１．６
１６．７

４１．７
４０．２

１９．８
２２．１

９．６  ７．２
２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每户播种面积（单位俄亩） — ２．０ ４．２ ７．２ ９．７  １４．１ —

４０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１８９６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１８９７年卡卢加版第４３页及以下各页，附录８３、
１１３。

《汇编》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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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占总农户２１．６％、总人口３０．６％的农户，占有役马的

３６．６％，播种面积的４５．１％，以及播种总收入的４３．１％。显然，这

些数字也说明富裕农民集中了购买地和租地。

关于特维尔省，尽管汇编中的资料很丰富，但按户调查的整理

工作却极不充分，也没有按农户的殷实程度进行分类。维赫利亚耶

夫先生在《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９７年特维尔版第１３卷第２

编《农民经济》）中，就利用这个缺点来否定农民的“分解”，认为存

在着“更加平均化”的趋势并唱起“人民生产”（第３１２页）和“自然

经济”的赞歌。维赫利亚耶夫先生极其粗俗和毫无根据地大谈“分

解”，不仅没有引用任何关于各类农民的精确资料，甚至也没有弄

清楚分化发生在村社内部这样一种起码常识，因此，谈论“分解”而

又仅仅采用按村社或乡的分类法，这简直是可笑的①。

九 上述关于农民分化的地方自治局

  统计资料的汇总

  为了把上述关于农民分化的资料作一比较并汇总到一起，我

５０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作为笑话，现举一例。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总的结论”说：“特维尔省农民购
买土地具有使土地占有规模拉平的趋势。”（第１１页）证据呢？如果我们拿按份
地面积分类的各类村社来看，那么在份地少的村社中，有购买地的农户所占的
百分比较大。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竟没有料到，购买土地的是份地少的村社的
富裕社员！显然，对一个狂热的民粹派的这种“结论”去进行分析是没有必要
的，何况维赫利亚耶夫先生的胆量甚至使他的同一阵营的经济学家也感到害
臊。卡雷舍夫先生在《俄国财富》（１８９８年第８期）中虽然说对维赫利亚耶夫先
生“能很好地理解目前摆在我国经济面前的那些任务”深表赞许，但仍然不得
不承认，维赫利亚耶夫先生是个过分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关于平均化趋势的
结论是“证据不足的”，他的资料“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他的结论是“没有
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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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显然不能采用绝对数字并且把它们按类别加起来，因为要做到

这点，需要有一大批地区的完整资料和使用统一的分类法。我们只

能把上等户和下等户的关系（按占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等）作一

番比较和对照。例如，１０％的农户占有３０％的播种面积所表示的

关系，把绝对数字的差别抽象化了，因此适合于同任何地区一切类

似的关系相比较。但是要作这样的比较，就必须在其他地区同样划

分出１０％的农户，不能多也不能少。然而在不同的县份和省份中，

各类农户的数额是不相等的。这就是说，必须把这些类别打散，以

求得每一地区相同的农户百分数。我们假定２０％的农户为富裕农

民，５０％的农户为贫穷农民，就是说，我们用上等户组成占农户

２０％的一类，用下等户组成占农户５０％的一类。现在举例来说明

这个方法。我们假定从下等户到上等户有这样五种类别的比数：

３０％、２５％、２０％、１５％和１０％（总计＝１００％）。如果要组成下等

户，我们就拿第一类加第二类的４５（３０＋
２５×４
５

＝５０％），要组

成上等户，就拿最后一类加第四类的２３（１０＋
１５×２
３

＝２０％）。

同样很明显，播种面积、牲畜、农具等的百分数也是用这种方法算

出来的。这就是说，如果上述各个比数的农户的播种面积百分数分

别是１５％、２０％、２０％、２１％和２４％（总计＝１００％），那么我们组成

的占农户２０％的上等户的播种面积百分数是（２４＋
２１×２
３

＝）

３８％，而我们组成的占农户５０％的下等户的播种面积百分数是

（１５＋
２０×４
５
＝）３１％。显然，我们用这种方法打散谷类农户，丝毫

也没有改变上层农民和下层农民之间的实际关系。①这样打散之

６０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使用这种方法会出一点小小的误差，使得分化看起来要比实际上稍小些。也
就是说，加在上等户上的是下一类的平均代表数，而不是下一类的上层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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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要，是因为第一，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是带有鲜明标

志的三大类①，而不是四、五、六、七个不同类别；第二，只有使用这种方

法，才能把条件极为悬殊的不同地区的农民分化资料加以比较。

为了判断各类农户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采用了对分化问题有

极重要意义的下列资料：（１）农户数；（２）男女农民人口数；（３）份地

数；（４）购买地数；（５）租地数；（６）出租地数；（７）各类农户的占有土

地或使用土地的总数（份地＋购买地＋租地－出租地）；（８）播种面

积数；（９）役畜数；（１０）牲畜总数；（１１）有雇农的农户数；（１２）挣外

水的农户数（我们尽量选取主要是雇佣劳动即出卖劳动力的那些

“外水”）；（１３）工商企业数；（１４）改良农具数。上述加黑体的资料

（“出租地”和“外水”）具有反面的意义，表明经济的衰落，农民的破

产和农民变为工人。其余的一切资料具有正面的意义，表明经济的

扩大和农民变为农村企业主。

关于上述各项资料，我们先计算出一省中一县或数县的每类

农户与总数的百分比，然后算出（按上述方法）由上等户组成的

２０％的农户和由下等户组成的５０％的农户在土地、播种面积、牲

畜等等方面所占的百分比。②

我们开列一张按这种方法制成的表，这张表包括７个省的２１

个县，计５５８５７０户农户，３５２３４１８个男女人口。

７０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绝对数字，而只是上层农民和下层农民间
的关系。因此，例如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不是有雇农的（或挣“外水”的）农户数
同本类农户数的百分比，而是同全县有雇农的（或挣“外水”的）农户总数的百
分比，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确定每一类农户使用的雇佣劳动（或出卖劳
动力）有多少，而只是确定上等户和下等户在使用雇佣劳动（或挣“外水”即出
卖劳动力）方面的关系。

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我们划分类别的数额与按每户马匹数量划分的全俄农
民类别很接近。

数；加在下等户上的是下一类的平均代表数，而不是下一类的下层代表数。显
然，类别愈大，类别愈少，这个误差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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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表① 由上等户组成的占农户２０％的一类

省 名 县    名

图
中
的
线
号

与 一 县 或 数 县 总 数 的 百 分 比

出
租
地

挣”外
水”的
农 户

农户
总数

男女
人口

土   地

份地
购买
地
租地

使用地
地总数

播种
 
面积

牲  畜

役畜 总数

工商
 
企业

有雇
农的
农户

改良
 
农具

塔夫利
达省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梅利托波尔县和
别尔江斯克县

 
 
１

 
 
９．７

 
 
１２．６

 
 
２０

 
 
２７．０

 
 
３６．７

 
 
７８．８

 
 
６１．９

 
 
４９．０

 
 
４９．１

 
 
４２．３

 
 
４４．６

 
 
－

 
 
６２．９

 
 
８５．５

萨马拉
省

新乌津斯克县
尼古拉耶夫斯克县
平均

－
－
２

０．７
０．３
０．５

－
４．１
４．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８．４
２９．７
２９

－
－
－

９９
－
９９

８２
６０．１
７１

－
－
－

５６
－
５６

６２
４８．６
５５．３

５７
４７．１
５２．０

－
－
－

７８．４
６２．７
７０．５

７２．５
－
７２．６

萨拉托
夫省

卡梅申县 ３１１．７１３．８ ２０３０．３３４．１ － ５９ ４７ ５０．５５７．４５３．２ － ６５．９ －

彼尔姆
省

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
叶卡捷琳堡县
平均

－
－
４

７．８
－
７．８

０．６
４．３
２．４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６．８
２６．１
２６．４

３０
－
３０

－
－
－

５８．３
８３．７
７１

４９．６
－
４９．６

４９．２
５５．１
５２．１

４２．５
４２．３
４２．４

４１．２
４１．８
４１．５

４２．８
３７．０
３９．９

６６．４
７４．９
７０．６

８６．１
－
８６．１

奥廖尔
省

叶列茨县和
特鲁布切夫斯克县

５ ２７ １５．８ ２０２７．４２９．０６３．４５１．７３８．２ － ４２．１３７．８４９．８５７．８７５．５

沃罗涅
日省

扎顿斯克县
扎顿斯克里
泽姆良斯克县
科罗托亚克县和
下杰维茨克县

６
 
 
 
－

１１．９
 
 
 
１２．５

１１．６
 
 
 
１２．６

２０
 
 
 
２０

２８．１
 
 
 
２８．１

２９．１
 
 
 
３０．９

６６．８
 
 
 
３０．９

５３．６
 
 
 
４９．２

３４．６
 
 
 
３４．１

３３．９
 
 
 
－

４１．７
 
 
 
３８

３９．０
 
 
 
３７．２

４７．４
 
 
 
４５．９

５６．５
 
 
 
４８．４

７７．３
 
 
 
７０．１

下诺夫
哥罗德
省

克尼亚吉宁县
瓦西里县和
马卡里耶夫县

 
 
７

 
 
３．８

 
 
１３．７

 
 
２０

 
 
２７．８

 
 
２９．４

 
 
５９．７

 
 
５０．８

 
 
３６．５

 
 
３８．２

 
 
４６．３

 
 
４０．３

 
 
５１．２

 
 
５４．５

 
 
－

① 本表注释见第８４页（见本卷第１１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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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要，是因为第 ，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是带有鲜明标

志的三大类①，而不是四、五、六、七个不同类别；第二，只有使用这种方

法，才能把条件极为悬殊的不同地区的农民分化资料加以比较。

为了判断各类农户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采用了对分化问题有

极重要意义的下列资料：（１）农户数；（２）男女农民人口数；（３）份地

数；（４）购买地数；（５）租地数；（６）出租地数；（７）各类农户的占有土

地或使用土地的总数（份地＋购买地＋租地－出租地）；（８）播种面

积数；（９）役畜数；（１０）牲畜总数；（１１）有雇农的农户数；（１２）挣外

水的农户数（我们尽量选取主要是雇佣劳动即出卖劳动力的那些

“外水”）；（１３）工商企业数；（１４）改良农具数。上述加黑体的资料

（“出租地”和“外水”）具有反面的意义，表明经济的衰落，农民的破

产和农民变为工人。其余的一切资料具有正面的意义，表明经济的

扩大和农民变为农村企业主。

关于上述各项资料，我们先计算出一省中一县或数县的每类

农户与总数的百分比，然后算出（按上述方法）由上等户组成的

２０％的农户和由下等户组成的５０％的农户在土地、播种面积、牲

畜等等方面所占的百分比。②

我们开列一张按这种方法制成的表，这张表包括７个省的２１

个县，计５５８５７０户农户，３５２３４１８个男女人口。

①

② 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绝对数字，而只是上层农民和下层农民间
的关系。因此，例如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不是有雇农的（或挣“外水”的）农户数
同本类农户数的百分比，而是同全县有雇农的（或挣“外水”的）农户总数的百
分比，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确定每一类农户使用的雇佣劳动（或出卖劳
动力）有多少，而只是确定上等户和下等户在使用雇佣劳动（或挣“外水”即出
卖劳动力）方面的关系。

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我们划分类别的数额与按每户马匹数量划分的全俄农

民类别很接近。

数；加在下等户上的是下一类的平均代表数，而不是下一类的下层代表数。显
然，类别愈大，类别愈少，这个误差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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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表① 由下等户组成的占农户５０％的一类

省 名 县    名

图
中
的
线
号

与 一 县 或 数 县 总 数 的 百 分 比

出
租
地

挣”外
水”的
农 户

农户
总数

男女
人口

土   地

份地
购买
地
租地

使用地
地总数

播种
 
面积

牲  畜

役畜 总数

工商
 
企业

有雇
农的
农户

改良
 
农具

塔夫利
达省 

第聂伯罗夫斯克县
梅利托波尔县和
别尔江斯克县

 
 
１

 
 
７２．７

 
 
６８．２

 
 
５０

 
 
４１．６

 
 
３３．２

 
 
１２．８

 
 
１３．８

 
 
２３．８

 
 
２１．５

 
 
２６．６

 
 
２６

 
 
－

 
 
１５．６

 
 
３．６

萨马拉
省

新乌津斯克县
尼古拉耶夫斯克县
平均

－
－
２

９３．８
９８
９５．９

７４．６
７８．６１
７６．６

５０
５０
５０

３９．６
３８
３８．８

－
－
－

０．４
－
０．４

５．０
１１．１
８

－
－
－

１６．３
－
１６．３

１１．３
１７．８
１４．５

１４．４
２０．３
１７．３

－
－
－

４．４
７．１
５．７

２．８
－
２．８

萨拉托
夫省

卡梅申县
沃利斯克县
库兹涅茨克县
巴拉绍夫县
谢尔多布斯克县

３
 
 
 
－

７１．５
 
 
 
６４．６

６０．２
 
 
 
－

５０
 
 
 
５０

３６．６
 
 
 
３７．６

３３
 
 
 
３５

－
 
 
 
－

９．８
 
 
 
１４．１

１８．６
 
 
 
２５．２

１４．９
 
 
 
２１

９．６
 
 
 
１４．７

１４．３
 
 
 
１９．７

－
 
 
 
－

７．５
 
 
 
－

－
 
 
 
－

彼尔姆
省

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
叶卡捷琳堡县
平均

－
－
４

７４
－
７４

９３．５
６５．９
７９．７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０．７
４４．７
４２．７

３７．４
－
３７．４

－
－
－

６．５
８．７
７．６

１９．２
－
１９．２

１６．７
２１．２
１８．９

２３．１
３０．５
２６．８

２４
３０．８
２７．４

２３．８
３５．６
２９．７

６．１
１０．４
８．２

２
－
２

奥廖尔
省

叶列茨县和
特鲁布切夫斯克县

 
５

 
９３．９

 
５９．３

５０３９．４３７．２８．９１２．９２４．９ － １７．７ ２３ ２０．２７．８ ２．４

沃罗涅
日省

扎顿斯克县
扎顿斯克里
泽姆良斯克县
科罗托亚克县和
下杰维茨克县

６
 
 
 
－

６３．３
 
 
 
６７

６５．３
 
 
 
６３．８

５０
 
 
 
５０

３９．２
 
 
 
３７．２

３７．５
 
 
 
３３．６

１１
 
 
 
３３．６

１３．８
 
 
 
１５．４

３１．９
 
 
 
２９．９

３１
 
 
 
－

２０
 
 
 
２０．３

２４．６
 
 
 
２３．４

２３．２
 
 
 
１７．３

９．１
 
 
 
１３．１

１．３
 
 
 
３．６

下诺夫
哥罗德
省

克尼亚吉宁县
瓦西里县和
马卡里耶夫县

 
 
７

 
 
８８．２

 
 
６５．７

 
 
５０

 
 
４０．６

 
 
３７．７

 
 
１５．４

 
 
１６．４

 
 
３０．９

 
 
２８．６

 
 
１７．２

 
 
２４．８

 
 
１６．１

 
 
１８．９

 
 
－

① 本表注释见第８４页（见本卷第１１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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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和 表的注释

１．塔夫利达省的出租地资料只是别尔江斯克和第聂伯罗夫斯克两县的。

２．该省的改良农具包括割草机和收割机。

３．萨马拉省两县出租地的百分数系出租份地的不经营户的百分数。

４．奥廖尔省的出租地数（因而也包括使用土地的总数）是大约确定的。沃罗涅日省

的４县也是这样。

５．奥廖尔省改良农具的资料只是叶列茨１县的。

６．沃罗涅日省的挣外水的农户数系扎顿斯克、科罗托亚克和下杰维茨克３县提供

雇农的农户数。

７．沃罗涅日省改良农具的资料只是泽姆良斯克和扎顿斯克两县的。

８．下诺夫哥罗德省从事“副业”的农户就是外出做零工的农户。

９．某些县的工商企业数只好以有工商企业的农户数来代替。

１０．凡汇编中有几栏“外水”的，我们尽量选取那些最明确地表明是雇佣劳动即出

卖劳动力的“外水”。

１１．租地尽量包括全部租地：份地租地和非份地租地，耕地租地和割草场租地。

１２．请读者注意：新乌津斯克县的资料不包括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人；克拉斯诺乌

菲姆斯克县的资料只涉及该县农业区；叶卡捷琳堡县的资料不包括无地者和只有割草

场者。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资料不包括近郊村社；克尼亚吉宁县的资料不包括手工业

村大穆拉什基诺等等。这些删削，部分是我们做的，部分是由材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很明显，农民的分化实际上要比我们的表和图中表现出来的厉害些。

０１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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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明这个汇总表，并且使大家能看到极不相同地区上下

两类农户之间的关系完全一致，我们绘制了如下的一幅图，将本表

的百分数资料分别列入。在农户总数百分数这一栏右边的线，表示

殷实程度的正面标志（土地占有规模的扩大，牲畜数量的增加等

等），左边的线表示经济力量的反面标志（出租土地、出卖劳动力；

这两栏用特殊线条构成阴影）。从图上面的水平线到每条实曲线的

距离，表明富裕户在农民经济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从图下面的水平

线到每条虚曲线的距离，表明贫穷农户在农民经济总数中所占的

比重。最后，为了更清楚地表明汇总资料的总性质，我们在上面画

了一条“平均”线（根据图上的那些百分数资料算出的算术平均数

确定的。“平均”线为红色以区别于其他的线）。可以说，这条“平

均”线向我们表明了现代俄国农民典型的分化情况。

现在为了把上面（第１节至第７节）引用的关于分化的资料作

一总结，我们对本图各栏一一加以考察。

农户百分数栏的右边第１栏，表明上等户和下等户的人口比

重。我们看到，富裕农民的家庭人口到处多于平均人口，而贫穷农

民则少于平均人口。这个事实的意义，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再补

充一点：在作各种比较时，不以一个农户或一个家庭为单位，而以

一口人为单位（象民粹派所喜欢作的那样），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富

裕家庭的支出由于家庭人口较多而增加，那么，另一方面，家庭人

口多的农户的支出额却在缩减（用在建筑物、家用什物和家务等等

方面的支出。恩格尔哈特在《农村来信》中和特里罗果夫在１８８２年

圣彼得堡版的《村社和赋税》一书中，都特别强调人口多的家庭在

经济方面的有利性）。因此拿一口人作为比较的单位而不注意到这

种支出的缩减，这就是人为地和虚假地把人口多的家庭和人口少

１１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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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中“一口人”的经济状况等同起来了。但是，本图清楚地表

明：富裕农户集中的农产品，比按每一口人计算应得的份额要多得

多。

下一栏是份地。份地的分配是很平均的，由于份地的法律特

性，情况也必定如此。但是，甚至就在这一栏，富裕农民排挤贫苦农

民的过程也开始了：我们到处看到，上等户占有的份地的比重比他

们人口的比重略大，而下等户占有的份地的比重却比他们人口的

比重略小。“村社”是袒护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是同实际占

有土地的情况相比，份地分配不平均的现象还是微不足道的。份地

的分配没有提供（这在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和经济实际分配

的任何概念。①

其次是购买地栏。购买地到处都集中在富裕农户手里：１５的

农户握有全部农民购买地的６１０或７１０左右，而占农户半数的

贫苦农户却至多只有１５％！因此可以看出，“民粹派”要使“农民”

能够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最多的土地而作的种种努力，究竟有什

么意义。

下一栏是租地。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土地到处都集中在富裕农

户手里（１５的农户占有全部租地的５１０至８１０），并且我们在上

面已经看到，他们租种土地的价格较为低廉。农民资产阶级这样抢

租土地，明显地证明“农民租种土地”带有工业性（为出售产品而购

买土地）②。但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出于需要而租地的事实。相

２１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卡雷舍夫先生论租地一书中的“结论”（第６章）最令人发笑了。卡雷舍夫先生
在作出农民租地没有工业性这些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相矛盾的论断以后，在这里提出了“租地理论”（从威·罗雪尔等人那里剽窃来

只要一看这张图就可以知道，按份地的分类法对于研究农民的分化是不合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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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图给我们指出，死守着土地的贫苦农民的租地（１２的农户

只占全部租地的１１０至２１０）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农民是各种

各样的。

租地在“农民经济”中的矛盾意义，在租地栏同出租地栏（左边

第１栏，即在反面标志中）对比中特别明显。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情况恰恰相反：主要的土地出租者是下等户（１２的农户占出租土

地的７１０至８１０），他们力求摆脱份地，这些份地正转入（不顾法

律的禁止和限制）业主手中。因此，当人们对我们说“农民”租种土

地和“农民”又出租土地时，我们就知道前者主要是指农民资产阶

级，后者主要是指农民无产阶级。

土地的购买、租种和出租与份地的关系，也决定着各类农户

实际占有土地的情况（右面第５栏）。我们到处看到，农民支配的全

部土地的实际分配情况与份地的“平均化”已毫无共同之处。２０％

的农户占土地总数的３５％到５０％，而５０％的农户只占土地总数

的２０％到３０％。在播种面积的分配上（下一栏），上等户排挤下等

户的现象表现得更明显，——这也许是因为无产农民常常无力经

营自己的土地而把它抛弃。这两栏（占有土地总数和播种面积）表

３１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的），也就是打着学术幌子来表述西欧农场主的心愿：“租期要长”（“耕作者‘主
人般地’使用土地……是必要的”，第３７１页），地租额要适度，以使租地者手中
能留下工资、他所投资本的利息和偿还金以及企业利润（第３７３页）。卡雷舍夫
先生丝毫也没有因为这种“理论”同通常的民粹派的“预防”药方（第３９８页）同
时出现而感到难为情。为了“预防”农场主，卡雷舍夫先生竟搬用了农场主的
“理论”！这种“结论”自然构成了卡雷舍夫先生这本书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他
赞同民粹派的一切成见并衷心同情西斯蒙第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
（见卡雷舍夫《西欧大陆上土地的永久租用》１８８５年莫斯科版），而另一方面，
又不能不承认，租地“推动了”（第３９６页）农民的分化，“较殷实的阶层”排挤较
贫穷的阶层，土地关系的发展恰恰造成了雇农（第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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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土地的购买和租种使下等户在经济总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日渐

减少，即他们日益受到少数富裕农户的排挤。富裕农户现在已在农

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手里集中的播种面积份额几乎等于

其余农民全部播种面积的份额。

下两栏表明农民的役畜和牲畜总数的分配。牲畜的百分数与

播种面积的百分数差别很小。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役畜数量

（以及牲畜总数）决定播种面积，而播种面积又反过来决定役畜数

量。

再下一栏表明各类农户在工商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１５

的农户（富裕户）集中了１２左右的工商企业，而１２的贫苦农户

只占这些企业的１５左右①，就是说，表明农民变为资产阶级的那

种“副业”主要集中在最殷实的耕作者手里。可见，富裕农民既把资

本投入农业（购买土地、租地、雇用工人、改良农具等），也把资本投

入工业企业、商业和高利贷：商业资本和企业资本有着密切的联

系，至于哪一种形式的资本占优势，则取决于周围的条件。

关于挣“外水”的农户的资料（左面第１栏，即在反面标志中）

也是说明副业的，但这是具有相反意义的、意味着农民变为无产者

的“副业”。这些“副业”集中在贫苦农民手里（５０％的农户占挣外水

农户总数的６０—９０％），富裕农户是极少参加的（不要忘记，我们

在这一类“从事副业者”中也不能确切地把业主同工人区别开来）。

只要把关于“外水”的资料同“工商企业”的资料对照一下，就可以

看出两种类型的“副业”的根本对立性，就可以懂得通常把这两种

４１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这个数字（占全部企业的１５左右）当然也是夸大了的，因为在不种地的、无马
的和有一匹马的农民等级中，把农业工人、小工等同非耕作者（小店主、手艺人
等）混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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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副业”混淆起来会造成多么难以想象的混乱。

有雇农的农户到处都集中在富裕农民一类中（２０％的农户占

雇有雇农农户总数的５１０至７１０），富裕农民（尽管他们的家庭

人口较多）如果没有“补充”他们的农业工人阶级，他们是生存不下

去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上述一个论点的明确证明，这个论点就是：

把雇有雇农的农户同“农户”总数（其中包括当雇农的“农户”）对比

是荒谬的。如果把雇有雇农的农户同占１５的农户对比，那就会正

确得多，因为少数富裕农户占雇有雇农的农户总数的３５，甚至２

３。在农民中，企业主式地雇用工人，远远超过因需要，即因本户劳

力不足而雇用工人：占农户总数５０％的家庭人口少的无产农民，

仅占雇有雇农的农户总数的１１０左右（而且在这里，无产农民中

还包括了一些完全不是出于需要而雇用工人的小店主、从事副业

者等等）。

最后一栏是表明改良农具的分配的，我们可以援瓦·沃·先

生的例子加上“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的标题。萨马拉省新乌津

斯克县改良农具的分配是显得最“公平”的，那里占１５的富裕户

在１００件改良农具中只占７３件，而占农户半数的贫苦户在１００件

中却占了整整３件！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各个地区的农民分化程度。图中在这方面

清楚地划分出了两类地区：塔夫利达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和

彼尔姆省种地的农民的分化，显然比奥廖尔省、沃罗涅日省和下诺

夫哥罗德省厉害。在图上，前４省各线低于红色平均线，而后３省

各线高于红色平均线，即表明经济在少数富裕农民手中集中程度

较小。第一类地区是土地最多的纯农业区（在彼尔姆省选取了各县

的农业区），农业是粗放性的。在这种农业性质下，种地农民的分化

５１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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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计算，因而也表现得很明显。相反，在第二类地区，一方面我们

看到了我们的资料没有加以计算的商业性农业（如奥廖尔省的大

麻种植）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雇佣劳动意义上的“副业”

（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和非农业工作意义上的“副业”（下诺夫

哥罗德省）的巨大意义。这两种情况对种地农民的分化问题来说，

意义是很大的。第一种情况（各地区商业性农业和农业进步形式的

差别）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种情况的意义（“副业”的作用）同样很

明显。如果某地区的农民群众是由有份地的雇农、日工或者副业雇

佣工人所组成，则该地种地农民的分化自然表现得很微弱。①但为

了正确地弄清问题，必须把这些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代表同典型

的农民资产阶级代表对比一下。到南方去挣“外水”的有份地的沃

罗涅日省日工，应该同播种大量庄稼的塔夫利达省农民对比。卡卢

加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的木匠，应该同雅罗斯拉

夫尔省、莫斯科省的菜园主或为出售牛奶而饲养牲畜的农民对比，

等等。同样地，如果当地农民群众从事加工工业，而只从自己的份

地上获得一小部分生活资料，那么耕作农民的分化资料就应该以

从事副业的农民的分化资料来补充。后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

５章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只研究典型的种地农民的分化。

十 地方自治局统计和军马调查４１的总结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上等农户同下等农户间的关系，正带着农村资

６１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很可能，象奥廖尔、沃罗涅日等中部黑土地带各省，由于土地少、赋税重，由于
工役制的巨大发展，农民的分化确实弱得多，因为这一切都是阻碍分化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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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同农村无产阶级的关系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这种关系在有

着极不相同条件的极不相同地区都非常相同；甚至连表明这种关

系的数字（各类农户在播种面积、耕畜等总数中的百分数）也变动

得很小。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关于不同地区各类

农户间关系的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用来构成关于全俄农民分化

成的各类农户的概念呢？换句话说：根据什么资料可以判断全俄农

民中上等户与下等户的组成和相互关系呢？

我国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俄国没有进行过对全国一切

农户实行大规模统计的农业调查。唯一能够用来判断我国农民分

解成的各个经济类别的材料，是地方自治局统计和有关役畜（或马

匹）在农户间分配的军马调查这两者的汇总资料。不管这种材料多

么贫乏，然而由此仍可以得出一些不无意义的结论（当然是很一般

的、大致的和笼统的结论），尤其是因为对马匹多的和马匹少的农

民间的关系已作过分析，并发现这种关系在极不相同的地区也非

常相同。

根据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

综合统计汇编》（第１卷《农民经济》１８９３年莫斯科版）的资料来

看，地方自治局的调查包括２２个省的１２３个县，计２９８３７３３户农

户和１７９９６３１７个男女人口。但是按役畜划分农户的资料并不是

到处都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删去３个省中的１１个县①，因为

这１１个县的农户不是分成４类，而只分成３类。关于其余２１省中

的１１２县，我们有下列包括１５００万人口的约２５０万农户的汇总资

料：

７１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萨拉托夫省５个县，萨马拉省５个县和比萨拉比亚省１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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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户 类 别 农户数
农 户的
百 分数

各类农户①
役畜头数

占役畜总数
的 百分 数

每户役
畜头数

无役畜者
有１头役畜者

６１３２３８
７１２２５６

２４．７
２８．６

５３．３
—

７１２２５６
—
１８．６

—
１

有２头役畜者 ６４５９００ ２６．０ １２９１８００ ３３．７ ２

有３头以上役畜者 ５１５５２１ ２０．７ １８２４９６９ ４７．７ ３．５

    共 计 ２４８６９１５ １００ ３８２９０２５ １００ １．５

  这份资料包括欧俄农户总数的１４弱（按１８９４年大臣委员会

办公厅圣彼得堡出版的《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的

计算，欧俄５０省各乡有１１２２３９６２户，其中农户有１０５８９９６７

户）。在《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２０卷。１８８８年军马调查》（１８９１年

圣彼得堡版）和《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３１卷。１８９１年军马调查》

（１８９４年圣彼得堡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俄农民间的马匹分配资

料。前者载有１８８８年收集的关于４１省（其中包括波兰王国的１０

省）经过整理的资料，后者载有关于欧俄１８省以及高加索、卡尔梅

克草原和顿河军屯州经过整理的资料。

我们选取欧俄４９省（顿河州的资料不完整），并把１８８８年和

１８９１年的资料并在一起，就得出下列村团农民全部马匹的分配情

况。

欧 俄 ４９ 省
农 户 马 匹

农户类别 总 数 百分数 总 数 百分数
每户
马匹

无马者
有１匹马者

２７７７４８５
２９０９０４２

２７．３
２８．６

５５．９
—

２９０９０４２
—１７．２

—
１

有２匹马者 ２２４７８２７ ２２．１ ４４９５６５４ ２６．５ ２

有３匹马者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１０７２２９８
１１５５９０７

１０．６
１１．４

２２．０
３２１６８９４
６３３９１９８

１８．９
３７．４

５６．３
３
５．４

   共 计 １０１６２５５９ １００ １６９６０７８８ １００ １．６

 ① 这里把马匹和犍牛（两头犍牛折合一匹马）算在一起。

８１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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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全俄农民的役马分配情况同我们在前面图中所算出的

分化“平均”数十分接近。实际上，分化甚至还要厉害些：在２２％的

农户（占１ ０２０万农户中的２２０万）手中集中了１ ７００万匹马中

的９５０万匹，即占马匹总数的５６．３％。为数众多的２８０万农户根

本没有马匹，而２９０万有１匹马的农户只占马匹总数的１７．２％。①

根据上面得出的各类农户间关系的规律性，我们现在可以确

定这些资料的真实意义。既然１５的农户集中了马匹总数的一半，

那么由此可以正确地得出结论说，这部分农户至少握有农民全部

农业生产的一半（也许还多些）。生产之如此集中，只有在这些殷实

农民手里集中了大部分购买地与农民的非份地租地和份地租地的

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正是这少数殷实户是主要的土地购买者和租

种者，尽管他们分得的份地大概是最多的。如果说，俄国“中等”农

民要在最好的年成才能勉强使收支相抵（究竟能否相抵还不知

道），那么在富裕程度上大大超过中等户的这少数殷实户就不仅可

以依靠独立经济支付全部费用，而且还有剩余。这就是说，他们是

商品生产者，他们生产供销售的农产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转化

为农村资产阶级，把工商企业同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结合在一起。

我们已经看到，正是这种“副业”对俄国“善于经营的”农夫来说是

最典型的。少数殷实农户尽管家庭成员最多，本户劳力最多（殷实

９１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农民马匹的分配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可以根据下列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军马调查
资料（《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３７卷）来判断。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在欧俄３８省有
８２８８９８７个农户，其中无马者２６４１７５４户即占３１．９％；有１匹马者占３１．
４％；有２匹马者占２０．２％；有３匹马者占８．７％；有４匹马以上者占７．８％。农
民共有１１５６０３５８匹马，其中有１匹马者的马占马匹总数的２２．５％；有２匹
马者的马占２８．９％；有３匹马者的马占１８．８％；多马者的马占２９．８％。由此
看来，占１６．５％的富裕农民占有马匹总数的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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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总是具有这些特征，１５的农户占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即约占

３１０），但使用雇农和日工的劳动也最多。在俄国雇用雇农和日工

的农户总数中，少数殷实户占大多数。不论根据上述的分析，或者

根据这类农民的人口比重同役畜比重，因而也是同播种面积比重

及整个经济比重的对比，我们都有理由作出这种结论。最后，只有

这少数殷实户才能稳定地参加“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４２。这少

数殷实户同其余农户的关系必定是这样的，但是不言而喻，随着土

地条件、农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性农业形式的不同，这种关系具有各

种不同的形式，而且表现得也不一样。①农民分化的基本趋势是一

回事，随着不同的地区条件而转移的农民分化形式则是另一回事。

无马的和有１匹马的农民的状况恰恰相反。我们在上面已经

看到，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是把后者（前者更不用说了）也算作农

村无产阶级的。因此我们的大致计算，即把全部无马的农民以及

３４有１匹马的农民（两者共占农户总数的１２左右）都算作农村

无产阶级，未必是夸大的。这种农民分得的份地最少，并且常常由

于没有农具、种子等等而出租份地。在农民的租地和购买地总数

中，他们占的份额是少得可怜的。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永远维持不了

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副业”或“外水”，即出卖

自己的劳动力。这就是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即雇农、日工、小

工、建筑工人等等的阶级。

０２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很可能，比如在经营牛奶业的地区，按奶牛数，而不是按马匹数分类要正确得
多。在经营蔬菜业的情况下，无论第一种标志或第二种标志都不能令人满意，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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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

两次军马调查的比较  

  １８９６年和１８９９—１９０１年的军马调查，使我们现在能够把最

新的资料同前引资料加以比较。

我们把南方５省（１８９６年调查的）和其余４３省（１８９９—１９００

年调查的）加在一起，得出欧俄４８省的资料如下：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
农 户 马 匹

农户类别 总 数 百分数 总 数 百分数
每户所
有马匹

无马者
有１匹马者

３２４２４６２
３３６１７７８

２９．２
３０．３

５９．５
—

３３６１７７８
—
１９．９

—
１

有２匹马者 ２４４６７３１ ２２．０ ４８９３４６２ ２８．９ ２

有３匹马者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１０４７９００
１０１３４１６

９．４
９．１

１８．５
３１４３７００
５４７６５０３

１８．７
３２．５

５１．２
３
５．４

   共 计 １１１１２２８７ １００ １６８７５４４３ １００ １．５

  我们前面引用的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的资料，是４９省的资料。其中

只有１省，即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没有最新的资料。从前引资料中除

去这一省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到上述４８省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的情

况：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
农 户 马 匹

农户类别 总 数 百分数 总 数 百分数
每户所
有马匹

无马者
有１匹马者

２７６５９７０
２８８５１９２

２７．３
２８．５

５５．８
—

２８８５１９２
—
１７．１

—
１

有２匹马者 ２２４０５７４ ２２．２ ４４８１１４８ ２６．５ ２．

有３匹马者
有４匹马以上者

１０７０２５０
１１５４６７４

１０．６
１１．４

２２．０
３２１０７５０
６３３３１０６

１８．９
３７．５

５６．４
３
５．５

  共 计 １０１１６６６０ １００ １６９１０１９６ １００ １．６

１２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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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同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相比较，说明农民被剥夺的

现象日益加剧。农户数几乎增加了１００万。马匹的数量却减少了，

虽然减少得不多。无马户的数量增加得特别迅速，其百分数从２７．

３％增加到了２９．２％。贫苦户已不是５６０万户（无马者和有１匹马

者），而是６６０万户了。增加的户数全都是贫苦户。多马户的百分

数减少了。多马户已不是２２０万，而只是２００万户了。把中等户和

富裕户（有２匹马以上者）加在一起，其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为４ ４６５ ０００户，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为４ ５０８ 

０００户）。

因此，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农民的贫困和被剥夺现象正在加剧，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说到上等农户和下等农户间的对比关系，那么这种关系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我们用上述方法组成占农户５０％的下等

户和占农户２０％的上等户，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的数字：在１８８８—

１８９１年，５０％的贫苦户拥有１３．７％的马匹；２０％的富裕户拥有

５２．６％的马匹。在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５０％的贫苦户仍旧拥有农民全

部马匹的１３．７％，而２０％的富裕户则占全部马匹的５３．２％。可

见，两类农户之间的对比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全体农民的马匹是更少了。多马户的数量和百分数也都

减少了。一方面，这显然标志着欧俄整个农民经济的衰落。另一方

面也不要忘记，俄国农业中马匹数量同耕种面积比较是多得反常

的。在小农的国家里，也不能不是这样。所以，马匹数量的减少，在

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农民资产阶级的“役畜和耕地数量之间正常比

例的恢复”。（参看上面第２章第１节瓦·沃·先生关于这点的议

论）

２２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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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妨谈一谈维赫利亚耶夫先生和切尔年科夫先生的最

新著作（前者的《俄国农业现状概论》，圣彼得堡《业主》杂志社出

版，后者的《评农民经济》１９０５年莫斯科版第１编）中关于这个问

题的议论。他们这样醉心于农民中马匹分配的各色各样数字，竟把

经济分析变成了统计学作业。他们不去研究农户的各种类型（日

工、中等农民、企业主），却象数字爱好者那样研究一栏一栏没完没

了的数字，似乎想以自己的算术狂来震惊世界。

正是由于这样玩弄数字，切尔年科夫先生才能对我作出这样

的反驳，说什么我是“怀有成见”地把“分解”说成是新的（而不是旧

的）并且不知何故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切尔年科夫先生硬说我

根据统计资料作结论时忘记了经济学！硬说我不论证明什么东西

都只用马匹数字的变化和马匹分配的变化！这也只好由他的便了。

要对农民的分化进行合理的观察，就应该把租地、购买土地、机器、

外水、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雇佣劳动等当作一个整体。也许这在切

尔年科夫先生看来，也不是什么“新的”和“资本主义的”现象吧？

十二 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

   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为了结束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叙述，我们再从另一方面，即从有

关农民家庭收支的最具体的资料来考察这一问题。这样，我们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所谈的各类农民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大。

在《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

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１８８９年沃罗涅日版）的附录

３２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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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了极为完备的“关于典型农户的人口和家庭收支统计资

料”①。我们从６７份家庭收支表中撇开那极不完备的一份（科罗托

亚克县第１４号家庭收支表），而把其余的按役畜分为六类：（１）无

马者；（２）有１匹马者；（３）有２匹马者；（４）有３匹马者；（５）有４匹

马者；（８）有５匹马以上者（下面我们只用１—６这几个字表示各个

类别）。诚然，按这种标志来分类并不完全适合该地区（因为无论在

下等户或上等户的经济中，“副业”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为了

使家庭收支表的资料可以同上面分析过的按户调查资料作比较，

我们就采用了这种分类法。只有把“农民”分成几个类别才能作这

种比较，而一般的笼统的“平均数”完全是虚假的，这点我们在上面

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②我们在这里顺便指出一种很有

意义的现象，就是“平均的”家庭收支资料所描述的，几乎总是中等

类型以上的农户，即总是把现实描写得比它原来的情况好些。③ 其

４２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例如，莫斯科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和第７卷）、弗拉基米尔省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沃罗涅日省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莫斯科省统计
资料汇编》第２卷第２编）的家庭收支资料，特别是《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４３中引用的家庭收支表（维亚特卡省、赫尔松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彼
尔姆省，以及其他等省）都是如此。卡尔波夫先生和马诺欣先生在上述《报告》
中所引用的家庭收支表，以及彼·谢苗诺夫先生（《土地村社研究材料汇编》
１８８０年圣彼得堡版）和奥萨德奇先生（《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谢尔巴诺夫
乡》）所引用的家庭收支表，其有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论述了各类农民。

例如舍尔比纳先生在沃罗涅日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物中和在《收成和粮价对俄
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一书论述农民家庭收支的文章中，就只使用这种
“平均数”。

这些资料的重大缺点是：第一，没有按各种不同的标志加以分类；第二，对那些
不能列入表格的被选农户资料没有附载文字说明（如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
家庭收支资料就附有这种文字说明）；第三，关于一切非农业性工作和各种“外
水”的资料整理得极为草率（所有各种“副业”仅有４栏，而单单衣服和靴鞋两
项就占了１５２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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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家庭收支表”这一概念本身就以收支稍微

平衡的农户为前提，而这样的农户在贫苦农民中间是不容易找到

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就根据家庭收支资料和某他资料把按役

畜分类的农户的分配情况作一比较：

家庭收支表的百分数

农 户 类别 总数 百分数
沃罗涅
日省４
县

沃罗涅
日省９
县

２１省
１１２
县

欧俄
４９省

无役畜者 １２ １８．１８ １７．９ ２１．７ ２４．７ ２７．３

有１头役畜者 １８ ２７．２７ ３４．７ ３１．９ ２８．６ ２８．６

有２头役畜者 １７ ２５．７６ ２８．６ ２３．８ ２６．０ ２２．１

有３头役畜者
有４头役畜者
有５头以上役畜者

９
５
５

１３．６４
７．５７５
７．５７５

２８．７９１８．８  ２２．６  ２０．７ ２２．０

   共  计 ６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求得每类农户的平均数，才能使用家庭收

支资料。我们对上述资料已经作了这样的整理。现在我们分三项

来加以说明：（Ａ）家庭收支表的总的结果；（Ｂ）农业经营的分析；

（Ｃ）生活水平的分析。

（Ａ）关于支出额和收入额的总的资料如下：

每户的收支情况（单位卢布）

每 户 总 总 货 币 货 币
男 女
人 口

收 入 支 出 纯收入 收 入 支 出 差 额 债 款
欠缴
税款

（１） ４．０８ １１８．１０ １０９．０８ ９．０２ ６４．５７ ６２．２９ ＋２．２８ ５．８３ １６．５８

（２） ４．９４ １７８．１２ １７４．２６ ３．８６ ７３．７５ ８０．９９－７．２４１１．１６ ８．９７

（３） ８．２３ ４２９．７２ ３７９．１７ ５０．５５ １９６．７２１６５．２２＋３１．５０１３．７３ ５．９３

（４） １３．００７５３．１９ ６３２．３６ １２０．８３ ３１８．８５２６２．２３＋５６．６２１３．６７ ２．２２

（５） １４．２０９７８．６６ ９３７．３０ ４１．３６ ３９８．４８４３９．８６－４１．３８４２．００ －

（６） １６．００１７６６．７９１５９３．７７１７３．０２１０４７．２６９５９．２０＋８８．０６２１０．００ ６

８．２７ ４９１．４４ ４４３．００ ４８．４４ ２３５．５３２１７．７０＋１７．８３２８．６０ ７．７４

５２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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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各类农户家庭收支额的差别是很大的；即使撇开两极的

两类农户不谈，（５）类的家庭收支额还要大于（２）类四倍多，而（５）

类的家庭成员比（２）类却多不到两倍。

我们来看支出的分配情况①：
每一农户平均支出额

饮   食
卢 布 百分数

其他个人消费
卢布 百分数

经   营
卢 布 百分数

各 种赋 税
卢布 百分数

总   数
卢布 百分数

（１）６０．９８５５．８９１７．５１１６．０５１５．１２１３．８７１５．４７１４．１９１０９．０８ １００

（２）８０．９８４６．４７１７．１９ ９．８７ ５８．３２３３．４６１７．７７１０．２０１７４．２６ １００

（３）１８１．１１４７．７７４４．６２１１．７７１２１．４２３２．０２３２．０２ ８．４４３７９．１７ １００

（４）２８３．６５４４．８６７６．７７１２．１４２２２．３９３５．１７４９．５５ ７．８３６３２．３６ １００

（５）３７３．８１３９．８８１４７．８３１５．７７３４７．７６３７．１２６７．９０ ７．２３９３７．３０ １００

（６）４４７．８３２８．１０８２．７６ ５．１９９７６．８４６１．２９８６．３４ ５．４２１５９３．７７１００

１８０．７５４０．８０４７．３０１０．６８１８０．６０４０．７７３４．３５ ７．７５４４３．００ １００

  只要看一看每类农户的经营支出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就可以知道在我们面前既出现了无产者，也出现了业主，因为（１）

类的经营支出只占全部支出的１４％，而（６）类则占６１％。至于经营

支出绝对数字的差别就不用说了。这项支出不仅在无马的农民那

里，就是在有１匹马的农民那里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有１匹马的

“业主”非常类似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类型的有份地的雇农和

日工。同时我们还要指出，饮食支出的百分数也有极大的差别

（（１）类几乎大于（６）类１倍）：大家知道，这一方面百分数高就是证

明生活水平低，并构成业主和工人家庭收支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６２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把一切“用于饮食以外的个人需要和经营需要的支
出”同饲养牲畜的支出分开，而且在前一项中，如照明支出和租地支出是列在
一起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则把个人消费同经营消费（“生产消费”）分
开，而把用于焦油、绳索、钉马掌、修理建筑物、农具、马具、雇工、计件工、牧人、
租地，以及饲养牲畜和家禽等项的支出归入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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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看各项收入①：
每户的平均收入 各项“副业”收入

农 业４４“副业”
往年
结余

共 计
“个人
副业”

“马车
运输”

“工业作坊

和企业”
“其他
收入”

（１） ５７．１１ ５９．０４ １．９５ １１８．１０ ３６．７５ — — ２２．２９
（２）１２７．６９ ４９．２２ １．２１ １７８．１２ ３５．０８ ６ ２．０８ ６．０６
（３）２８７．４０ １０８．２１ ３４．１１ ４２９．７２ ６４．５９ １７．６５ １４．４１ １１．５６
（４）４９６．５２ １４６．６７ １１０ ７５３．１９ ４８．７７ ２２．２２ ４８．８８ ２６．８０
（５）６９８．０６ ２４７．６０ ３３ ９７８．６６ １１２ １００ ３５ ０．６０
（６）６９８．３９ ９７５．２０ ９３．２０ １７６６．７９ １４６ ３４ ７５４．４０ ４０．８０

２９２．７４ １６４．６７ ３４．０３ ４９１．４４ ５９．０９ １９．３６ ７０．７５ １５．４７

  可见，两极的两类农户即无马的无产者和农村企业主的“副

业”收入，超过了农业的总收入。显然，下等农户的“个人副业”主要

是指雇佣劳动，而“其他收入”则很大部分指出租土地的收入。在

“耕作者业主”总数中甚至包括出租土地的收入稍少于有时还多于

农业总收入的农户：例如，一个无马户的农业总收入为６１．９卢布，

而出租土地的收入为４０卢布；另一个无马户的农业收入为３１．９

卢布，而出租土地的收入为４０卢布。同时决不应该忘记，出租土地

或当雇农的收入是完全用于“农民”的个人需要的，而农业总收入

则必须扣除农业经营方面的支出。在扣除这部分支出以后，无马户

的农业纯收入为４１．９９卢布，“副业”收入为５９．０４卢布；有１匹马

的农户的农业纯收入为６９．３７卢布，“副业”收入为４９．２２卢布。仅

就这些数字作一比较便可看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有份地的农

业工人，他们靠份地来弥补一部分生活费用的开支（并且因而降低

７２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往年结余”包括粮食（实物）和货币；这里指的是总额，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物
和货币的总支出和总收入。４项“副业”是照抄《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的标
题，除此以外，《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副业”的资料。
应当指出，（５）类的马车运输显然应该归入工业企业，因为在这一类中有两个
业主从马车运输中各收入２５０卢布，而且其中的一个还雇有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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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资）。把这种类型的农民同业主（耕作者和从事副业者）混合在

一起，就是不可容忍地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一切要求。

在农村另一极，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把工商业业务同独立的农

业经营结合起来的业主，这些工商业业务给他们带来数达几百卢

布的可观收入（在现有的生活水平下）。由于“个人副业”这一项目

十分不明确，使我们看不出上等户和下等户在这方面的差别，但这

些“个人副业”的收入额也已经表明这种差别是多么大了（我们提

醒一点，在沃罗涅日统计资料的“个人副业”项目中，还可能包括行

乞，当雇农，任管家、经理，以及其他等等）。

就纯收入额来看，无马者和有１匹马者也很突出，他们在货币

收支方面只有极可怜的一点“结余”（１—２卢布），甚至还有亏空。

这些农民的资财并不多于、也许还少于雇佣工人的资财。从有２匹

马的农户开始，我们才看到一点纯收入和几十个卢布的结余（没有

这些钱就根本谈不上较为正常地经营农业）。富裕农户的纯收入所

达到的数额（１２０—１７０卢布），使他们同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水平

截然不同。①

显而易见，把工人和业主加在一起并得出“平均的”家庭收支

额，就构成下列“中等富裕生活”和“中等”纯收入的情况：收入４９１

卢布，支出４４３卢布，结余４８卢布，其中有现金１８卢布。但是这种

平均数完全是虚假的。它只是掩盖了下层农民群众（（１）类和（２）

８２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看起来（５）类似乎是一种例外，它有很大一笔亏空（４１卢布），虽然它用债款弥
补了。这是因为这一类所包括的５户中有３户办了喜事，花了２００卢布（５户
共亏空２０６卢布９０戈比）。因此，这一类除饮食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高达每
一男女人口１０卢布４１戈比，而其他各类，包括（６）类的富裕户在内，这项支出
都没有达到６卢布。因此这项亏空按其性质来说是与贫苦农民的亏空完全相
反的。这项亏空之所以造成，并非由于不能满足最低的需求，而是由于把需求
提高到与本年度收入不相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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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即６６份家庭收支表中的３０份）的赤贫真相，这类农民收入微

薄（每户总收入为１２０—１８０卢布），收支不能相抵，主要靠当雇农

和当日工来维持生活。

精确地计算货币和实物的收入和支出，使我们能够确定农民

分化同市场的关系，因为对市场来说，只有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

才是重要的。各类农户的货币收支额在收支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如

下：
货币收支额占收支总额的百分数

支 出 收 入

（１） ５７．１０ ５４．６

（２） ４６．４７ ４１．４

（３） ４３．５７ ４５．７

（４） ４１．４７ ４２．３

（５） ４６．９３ ４０．８

（６） ６０．１８ ５９．２

４９．１４ ４７．９

  因此我们看到，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的百分数（特别有规律的

是支出的百分数），是从中间各类农户向两极逐渐增大的。无马户

和多马户的经济所具有的商业性最为明显，这说明双方都主要是

依靠出卖商品过活，只不过一方的商品是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的

商品则是靠大量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就会看到）为销售而生产出来

的产品，也就是采取资本形式的产品。换句话说，这些冢庭收支表

也向我们表明，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一方面使

农民沦为雇农，另一方面又使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者，变成小资产

者。

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结论是，所有各类农

民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商业性经济，均依赖市场，因为

９２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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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地方，收入或支出的货币额都不下于４０％。这个百分数应

当承认是很高的，因为这里说的是小农的总收入，其中甚至包括牲

畜饲养费用，即禾秸、谷糠等等的费用。①显而易见，就是连中部黑

土地带（一般说来，这里的货币经济同工业区和草原边疆地区比较

起来，是较不发达的）的农民，没有买卖也绝对不能生存，他们已经

完全依赖市场，依赖货币权力了。至于这一事实的意义有多么重

大，以及我国民粹派由于对一去不复返的自然经济深表赞许，而极

力抹杀这一事实所犯的错误②有多么严重，就不用说了。在现代社

会里，不卖便不能生活，因而一切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只会引

起生产者状况的恶化。马克思在谈到农民时说道：“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缺点……在这里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所产生

的缺点是一回事。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

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资本论》第３

卷第２部分第３４６页，俄译本第６７１页）③

应当指出，收支资料完全推翻了一个目前还相当流行的观点，

即认为赋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货币代役

租和赋税曾经是交换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商品经济已经完

全站稳了脚跟，因而赋税的上述意义就远远退到了次要地位。把各

种赋税的支出同农民全部货币支出比较一下，可以得出以下比例：

１５．８％（谷类依次是：（１）类为２４．８％；（２）类为２１．９％；（３）类为

１９．３％；（４）类为１８．８％；（５）类为１５．４％；（６）类为９．０％）。可见，

０３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１５页。——编者注

在讨论低粮价的意义４５时（１８９７年），尤其经常发生这种错误。

饲养牲畜的支出差不多全部都是实物：所有６６户用于这方面的支出为６３１６．
２１卢布，货币支出仅占１５３５．２卢布，其中１ １０２．５卢布是由一户显然为了
搞工业养了２０匹马的企业主支出的。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赋税的最大支出是农民在现今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必要的其他货币

支出的１３。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

税同收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前

时代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

税吞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１７这一点极明显地看

出来。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

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

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３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

表）。我们所以说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是因为如果计算每俄亩

份地的各种赋税额，那么它们差不多是平均的。作了上述一切说明

以后，我们对这种不均衡现象就不应当感到惊奇；只要我国村社还

保存着强制的课税性质，那么这种不均衡现象在我国村社中就是

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农民是按土地分摊一切赋税的，因为对农

民来说，赋税份额和土地份额已融合成了“丁口”这样一个概念。①

但是我们知道，农民的分化降低了份地在现代农村两极中的作用。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按份地分摊赋税（同村社的强制性有紧密联

系）会使赋税从富裕农民身上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村社（即连环

保４６和没有放弃土地的权利）对贫苦农民的害处是越来越大

了。②

１３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不言而喻，斯托雷平（１９０６年１１月）解散村社４７给贫苦农民带来更大的害处。

这就是俄国式的“发财吧”４８：黑帮——富裕农民！尽力掠夺吧，只要你们支撑
住摇摇欲坠的专制制度！（第２版注释）

参看瓦·奥尔洛夫《农民经济》，《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４卷第１编；特里
罗果夫《村社和赋税》；凯斯勒尔《关于俄国农民村社占有制的历史和对它的批
判》；瓦·沃·《农民村社》（《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
总结》第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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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现在来评述农民的农业，首先引用一下各类农户总的资料：

农
户
类
别

户
 
 
数

每户
 
男女
 
人口

每 户劳 力

自
家
的

雇
用
的

共
 
计

有雇
 
农的
 
户数

出租
 
土地
 
户数

租种
 
土地
 
户数

每户
的份
地
（单
位俄
亩）

每户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

自
有
地

租
 
地

共

计

每一男
女人口
的播种
面 积
（单位
俄亩）

租地
对自
有地
的百
分数

（１）１２４．０８ １ — １ — ５ — ５．９１．４８ — １．４８ ０．３６ —

（２）１８４．９４ １ ０．１７１．１７ ３ ３ ５ ７．４２．８４０．５８３．４２ ０．６９ ２０．５

（３）１７８．２３２．１７０．１２２．２９ ２ — ９ １２．７５．６２１．３１６．９３ ０．８４ ２３．４

（４）９１３．００２．６６０．２２２．８８ ２ — ６ １８．５８．７３２．６５１１．３８０．８７ ３０．４

（５）５１４．２０３．２ ０．２ ３．４ １ — ５ ２２．９１１．１８６．９２１８．１０１．２７ ６１．９

（６）５１６．００３．２ １．２ ４．４ ２ — ５ ２３１０．５０１０．５８２１．０８１．３２１００．７

共计６６８．２７１．８６０．２１２．０７ １０ ８ ３０ １２．４５．３２２．１８７．５ ０．９１ ４１．０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各类农户在出租土地和租种土地方面、在

家庭人口和播种面积方面、在雇用雇农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比例

关系，在家庭收支表中和在上面分析过的大量资料中是完全一致

的。不仅如此，就连每类农户的经济的绝对数字也与很多县的数字

很相似。下面是家庭收支资料同前面分析过的资料的对比：
每   一   农   户①

无  马  者 有 １ 匹 马 者

男女
人口

租 地
（单位
俄亩）

播 种
面 积
（单位
俄亩）

牲畜
总头
数

男女
人口

租地
（单位
俄亩）

播 种
面 积
（单位
俄亩）

牲畜
总头
数

家庭收支表 ４．１ — １．５ ０．８ ４．９ ０．６ ３．４ ２．６

沃罗涅日省４县 ４．４ ０．１ １．４ ０．６ ５．９ ０．７ ３．４ ２．７

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 ３．９ ０．３ ２．１ ０．５ ４．７ １．４ ５．０ １．９

萨拉托夫省４县 ３．９ ０．４ １．２ ０．５ ５．１ １．６ ４．５ ２．３

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 ４．２ ０．３ １．１ ０．６ ５．１ １．６ ５．０ ２．３

下诺夫哥罗德省３县 ４．１ ０．２ １．８ ０．７ ５．２ １．１ ４．４ ２．４

奥廖尔省２县 ４．４ ０．１ ？ ０．５ ５．７ １．０ ？ ２．３

 ① 沃罗涅日省播种面积资料不是４县的，而只是扎顿斯克１县的。

２３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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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上述一切地区，无马农民和有１匹马的农民的状

况几乎相同，因而可以认为家庭收支表资料是相当典型的。

现在我们引用一下各类农户的财产、农具和牲畜的资料。

农

 
户
 
类
 
别

每 户 财 富 价值（单位卢布）

建
 
筑
 
物

农
 
 
 
具

牲
畜
和
家
畜

家
 
 
 
具

衣
 
 
 
物

共
 
 
 
计

每一男
女人口
的财富
总 值
（单位
卢布）

农具和
牲畜的
价 值
（单位
卢布）

每一俄
亩播种
面积所
摊到的
农具和
牲畜的
价 值
（单位
卢布）

每
户
建
筑
物
的
数
目

每户
所有
牲畜
折合
成大
牲畜

每
匹
役
马
的
价
值

无
耕
具
的
农
户
数

有改
户农
具的
农户
数

改
良
农
具
的
价
值

（１） ６７．２５ ９．７３ １６．８７ １４．６１ ３９．７３ １４８．１９ ３６．２９ ２６．６０ １８．０４ ３．８ ０．８ — ８ — —

（２） １３３．２８ ２９．０３ ６２．０４ １９．５７ ６１．７８ ３０５．７０ ６１．８３ ９１．０７ ２６．５６ ５．９ ２．６ ２７ — — —

（３） ２３５．７６ ７６．３５ １４５．８９ ５１．９５ １９５．４３ ７０５．３８ ８５．６５ ２２２．２４ ３２．０４ ７．６ ４．９ ３７ — — —

（４） ５１２．３３ ８５．１０ ３６８．９４ ５４．７１ ２８８．７３１３０９．８１１００．７５ ４５４．０４ ３９．８６１０．２９．１ ６１ — １ ５０

（５） ４９５．８０ １７４．１６ ４４２．０６ ８１．７１ ４４５．６６１６３９．３９１１５．４５ ６１６．２２ ３４．０４１１．４１２．８ ５２ — １ ５０

（６） ６５６．２０ ２７３．９９ ９３４．０６ ８２．０４ ４８９．３８２４３５．６７１５２．２３１２０８．０５５７．３０１３．０１９．３ ６９ — ３ １７０．３

共
计
２６６．４４７４．９０２１２．１３４１．２４１８４．６２７７９．３３９４．２０２８７．０３３８．２０７．５５．８ ５２ ８ ５ ２７０．３

这个表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在上面根据大量资料指出的各类农

户在农具和牲畜占有方面的差别。我们在这里看到，各类农户的财

产状况全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竟到了连无产农民的马都跟殷实

农民的马完全不一样。①有一匹马的农户的马真正是一种“活的分

数”，当然这毕竟不是“四分之一的马”，而是整整“五十二分之二十

七的”马！②５０

３３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如果把这些家庭收支表中关于各类农户的建筑物，农具和牲畜的价值标准额
运用到上述欧俄４９省的总结资料中，那就可以看出，１５的农户所占有的生
产资料的数量比其他所有农户占有的要大得多。

在德国农业文献中有德雷克斯勒尔的专题著作，这些著作载有按土地数量划

分的各类土地占有者的牲畜重量的资料４９。这些资料比上述俄国地方自治局
的统计数字更突出地表明，小农的牲畜质量同大农，特别是同地主的牲畜质量
相比，是低劣得无可估量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这些资料整理出版。
（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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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来看一看经营支出组成的资料①：
每户的各项经营支出（单位卢布）

 补充和修缮 

农户
类别

雇用牧
人 和
杂 支

建
筑
物

农具
和
牲畜

共计 租地
雇 用
工人和
计件工

总计
饲养
牲畜

共计

（１） ０．５２ ２．６３ ０．０８ ２．７１ ０．２５ ３．５２ ７．００ ８．１２ １５．１２

（２） ２．９４ ４．５９ ５．３６ ９．９５ ６．２５ ２．４８ ２１．６２ ３６．７０ ５８．３２

（３） ５．７３ １４．３８ ８．７８ ２３．１６ １７．４１ ３．９１ ５０．２１ ７１．２１ １２１．４２

（４） １２．０１ １８．２２ ９．７０ ２７．９２ ４９．３２ ６．１１ ９５．３６ １２７．０３ ２２２．３９

（５） １９．３２ １３．６０ ３０．８０ ４４．４０ １０２．６０ ８．２０ １７４．５２ １７３．２４ ３４７．７６

（６） ５１．４２ ５６．００ ７５．８０ １３１．８０ １９４．３５ ８９．２０ ４６６．７７ ５１０．０７ ９７６．８４

共计 ９．３７ １３．１９ １３．１４ ２６．３３ ３５．４５ １０．５４ ８１．６９ ９８．９１ １８０．６０

  这些资料是很有说服力的。它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不仅无马的

农民，就是有１匹马的农民，“经济”都小得可怜。因此，通常把这些

农民同为数不多但实力雄厚的农民合在一起考察的方法是完全错

误的，因为后者用于经营的开支达数百卢布，他们有可能改良农

具，雇用“工人”，大量“购买”土地，每年用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卢布来租

种土地。②我们顺便指出，无马的农民在“雇用工人和计件工”方面

的支出所以较高，大概是因为统计人员在这一项中把下列两种完

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一种是雇用使用雇主的农具和牲畜来

干活的工人，即雇用雇农和日工；另一种是雇用使用自己的农具和

牲畜为雇主耕种土地的邻居业主。这两种“雇用”形式按其意义来

说是截然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例如瓦·奥尔洛夫就是这

样做的（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１编）。

４３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卡雷舍夫先生的“租地理论”在这种“善于经营的农夫”看来是多么可爱，它要
求延长租期、降低地租、补偿改良费用等等，而这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饲养牲畜的支出主要是实物，而其他各项经营支出则大部分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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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农业收入的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在《汇

编》中研究得很不够（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资料数量不多）。例如，

没有研究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没有关于每种产品的销售及销售

条件的说明。因此我们只能列出下面这一简略的表：

农 业 的 收 入 （单位卢布）

总   额 货 币 收 入
农户
类别

每一农户
每一男女
人  口

每一农户
占全部农业收
入的百分数

每一农户的
副业 收入

（１） ５７．１１ １３．９８ ５．５３ ９．６８ ５９．０４

（２） １２７．６９ ２５．８２ ２３．６９ １８．５５ ４９．２２

（３） ２８７．４０ ３４．８８ ５４．４０ １８．９３ １０８．２１

（４） ４９６．５２ ３８．１９ ９１．６３ １８．４５ １４６．６７

（５） ６９８．０６ ４９．１６ １３３．８８ １９．１７ ２４７．６０

（６） ６９８．３９ ４３．６５ ４２．０６ ６．０２ ９７５．２０

２９２．７４ ３５．３８ ４７．３１ １６．１６ １６４．６７

  这张表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完全例外的现象：上等户在农

业方面的货币收入的百分数很低，虽然他们的播种面积很大。这样

看来，最大的农业大概是一种最大的自然经济农业了。进一步考察

这一表面上的例外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说明农业同

企业性“副业”的联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副

业在多马业主的家庭收支中的意义特别大。就上面考察过的资料

看来，这一地区的农民资产阶级特别典型的倾向，是力求把农业同

工商企业结合起来①。不难看出，第一，把这种业主同纯粹的耕作

者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第二，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往往只不过看

起来是自然经济的。当农产品技术加工（磨粉、榨油、制马铃薯淀

５３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在１２户无马的农户中，没有１户有工业作坊和工业企业的收入；在１８户有１
匹马的农户中只有１户；在１７户有２匹马的农户中有２户；在９户有３匹马
的农户中有３户；在５户有４匹马的农户中有２户；在５户有４匹马以上的农
户中有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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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酿酒和其他生产）同农业结合在一起时，这种经营的货币收入

就不能算作农业收入，而只能算作工业作坊的收入。事实上，在这

种情况下，农业将是商业性的，而不是自然经济的。对下面一种农

户也必须这样说，这种农户把大量农产品以实物形式用来供养雇

农和饲养马匹，而这些雇农和马匹是某种工业企业使用的（如邮政

运输）。我们在上等户中所看到的也正是这种农户（科罗托亚克县

第１号家庭收支表。全家１８口人，有４个本户劳力，５个雇农，２０

匹马；农业收入为１２９４卢布，几乎全部是实物收入，工业企业收入

为２６７５卢布。为了求得总“平均数”，也把这种“自然经济的农户”

同无马的农户和有１匹马的农户算在一起了）。从这一实例中我们

又一次看到，按农业的规模和种类分类同按“副业”的规模和种类

分类结合起来是多么重要。

（Ｃ）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农民生活水平的资料。《汇编》中所

指出的花在饮食项内的实物支出并不完全。我们只选出主要的两

项：农产品和肉类①。
每一男女人口的支出

各 种 粮 食
各种粮食折成黑麦
（单位普特）

农
户
类
别

黑麦粉
（单位
俄斗）

大麦粉和
小米 粉
（单位
普特）

小米和
荞 麦
（单位
俄斗）

小麦粉和
上等小麦
粉（单位
俄斤）

马铃薯
（单位
俄斗）

黑麦
和小
麦

其他
粮食

总
计

肉 类
（单位
普特）

（１）１３．１２ ０．１２ １．９２ ３．４９ １３．１４１３．２４．２１７．４ ０．５９
（２）１３．２１ ０．３２ ２．１３ ３．３９ ６．３１ １３．４３．０１６．４ ０．４９
（３）１９．５８ ０．２７ ２．１７ ５．４１ ８．３０ １９．７３．５２３．２ １．１８
（４）１８．８５ １．０２ ２．９３ １．３２ ６．４３ １８．６４．２２２．８ １．２９
（５）２０．８４ — ２．６５ ４．５７ １０．４２２０．９４．２２５．１ １．７９
（６）２１．９０ — ４．９１ ６．２５ ３．９０ ２２．０４．２２６．２ １．７９

１８．２７ ０．３５ ２．７７ ４．０５ ７．６４ １８．４３．８２２．２ １．２１

６３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这一术语包括《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的下列各栏：牛肉、羊肉、猪肉、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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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我们把无马的农民和有１匹马的农民算

在一起同其他谷类农民相对比是正确的。上述两类农民的特点就

是饮食不足和饮食质量恶化（马铃薯）。有１匹马的农民在某些方

面甚至比无马的农民吃的还坏。就连这个问题上的总“平均数”也

完全是虚假的，它用殷实农民饮食充足的情况把农民群众饮食不

足的情况掩盖起来了，殷实农民所消费的农产品几乎比贫苦农民

多５０％，所消费的肉类比贫苦农民多两倍①
。

为了把有关农民饮食的其余各种资料加以比较，必须把一切

产品按其价值折成卢布：

每 一口 人 的支 出（单位卢布）

货币支出

 
农户
类别

各种面
粉和米
粮

蔬菜、
植物油
和水果

马
铃
薯

农产
品总
额

畜产
品总
额②

买来
的食
品总
额③

各种
食品
总额

其中的
货 币
支出额

农产品
的支出
额

畜产品
的支出
额

（１） ６．６２ １．５５ １．６２９．７９３．７１１．４３１４．９３５．７２ ３．５８ ０．７１

（２） ７．１０ １．４９ ０．７１９．３０５．２８１．７９１６．３７４．７６ ２．５５ ０．４２

（３） ９．６７ １．７８ １．０７１２．５２７．０４２．４３２１．９９４．４４ １．４２ ０．５９

（４） １０．４５ １．３４ ０．８５１２．６４６．８５２．３２２１．８１３．２７ ０．９２ ０．０３

（５） １０．７５ ３．０５ １．０３１４．８３８．７９２．７０２６．３２４．７６ ２．０６ —

（６） １２．７０ １．９３ ０．５７１５．２０６．３７６．４１２７．９８８．６３ １．４７ ０．７５

９．７３ １．８０ ０．９４１２．４７６．５４２．８３２１．８４５．０１ １．７８ ０．４０

   把其他各种粮食折成黑麦，是根据下诺夫哥罗德省统计人员所采用的扬松的
《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中的标准（见戈尔巴托夫县的《土地估价材
料》。折算的根据是蛋白质含量的百分数）。

 ① 即使从下述片断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农村中农民消费的肉类要比城里人少到
什么程度。１９００年，莫斯科全市屠宰场所杀的牲畜有４００万普特左右，总价值为
１８ ９８６ ７１４卢布５９戈比（１９０１年《莫斯科新闻》５１第５５号）。平均每一男女
人口每年约合４普特或１８卢布。（第２版注释）

 ② 牛肉、猪肉、猪油、羊肉、牛油、乳制品、鸡和鸡蛋等。
 ③ 盐、咸鱼、鲜鱼、鲱鱼、伏特加酒、啤酒、茶叶和沙糖等。

７３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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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农民饮食的总的资料证实了上述的论断。农民清楚地分

为３类：下等户（无马者和有１匹马者）、中等户（有２匹马者和有

３匹马者）和饮食几乎超过下等户一倍的上等户。总“平均数”则抹

掉了两极的两类农户。用于食物的货币支出，无论就其绝对量或相

对量来说，最多的总是两极的两类农户，即农村无产者和农村资产

阶级。前者比中等农户消费得少，但购买得多，他们购买的都是他

们所缺乏的最必需的农产品。后者所以购买得多，是因为他们消费

得多，特别是扩大了非农产品的消费。把两极的这两类农户作一对

比，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个人消费品市场是

怎样建立起来的①。

个人消费的其他各项支出如下：

每一男女人口的支出（单位卢布）

农户
类别

家庭用
具和
衣物

燃料
（禾秸）

衣服
和
靴鞋

照明
其他家
庭必需
品

除饮食
外个人
消费总
额

其中货
币支出
额

饮食和
其他个
人消费
总额

其中货
币支出
额

（１） ９．７３ ０．９５ １．４６ ０．２３ １．６４ ４．２８ ３．８７ １９．２１ ９．５９

（２） １２．３８ ０．５２ １．３３ ０．２５ １．３９ ３．４９ ３．０８ １９．８６ ７．８４

（３） ２３．７３ ０．５４ ２．４７ ０．２２ ２．１９ ５．４２ ４．８７ ２７．４１ ９．３１

（４） ２２．２１ ０．５８ １．７１ ０．１７ ３．４４ ５．９０ ５．２４ ２７．７１ ８．５１

（５） ３１．３９ １．７３ ４．６４ ０．２６ ３．７８ １０．４１ ８．９３ ３６．７３ １３．６９

（６） ３０．５８ １．７５ １．７５ ０．２１ １．４６ ５．１７ ３．１０ ３３．１５ １１．７３

２２．３１ ０．９１ ２．２０ ０．２２ ２．３８ ５．７１ ４．８６ ２７．５５ ９．８７

  按每一男女人口来计算这些支出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例如

８３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在农产品的货币支出中，占首位的是购买黑麦（主要是贫苦农民购买），其次是
购买蔬菜。每一男女人口用于疏菜的支出额为８５戈比（各类的情况是：从（２）
类的５６戈比到（５）类的１卢布３１戈比），其中的货币支出额为４７戈比。这一
有趣的事实向我们表明，就是在农村居民中（更不用说在城市居民中了），商业
性农业形式之一的蔬菜业的产品市场也正在形成。在植物油的支出中，有２３
是实物；这就是说，家庭生产和原始手艺在这方面还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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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照明和家用什物等的费用并不同家庭人数成正比。

这些资料也表明农民（按生活水平的高低）分成不同的３类。

这里显示了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特点：全部个人消费支出的货币部

分最多的是下等户（（１）类的货币支出占其总支出的一半左右），而

上等户的货币支出没有增加，仅占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怎么

才能使这种情况同上述两极两类农户的货币支出都增加的事实协

调起来呢？显然，上等户的货币支出主要用于生产消费（经营支

出），下等户则主要用于个人消费。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确切资

料：

每一农户的货币支出额
（单位卢布）

每一农户的货币
支出额的百分数

下面两项支出
中 货 币 部分
所占的百分数

农户
类别

用于个
人消费

用于
经营

缴纳各
种赋税

共计
用于个
人消费

用于
经营

缴纳各
种赋税

共计
个人
消费

经营

（１） ３９．１６ ７．６６ １５．４７ ６２．２９ ６２．９ １２．３ ２４．８ １００ ４９．８ ５０．６

（２） ３８．８９ ２４．３２ １７．７７ ８０．９８ ４８．０ ３０．０ ２２．０ １００ ３９．６ ４１．７

（３） ７６．７９ ５６．３５ ３２．０２１６５．１６ ４６．５ ３４．１ １９．４ １００ ３４．０ ４６．４

（４）１１０．６０１０２．０７４９．５５２６２．２２ ４２．２ ３９．０ １８．８ １００ ３０．７ ４５．８

（５）１９０．８４１８１．１２６７．９０４３９．８６ ４３．４ ４１．２ １５．４ １００ ３８．０ ５２．０

（６）１８７．８３６８７．０３８４．３４９５９．２０ １９．６ ７１．６ ８．８ １００ ３５．４ ７０．３

８１．２７１０２．２３３４．２０２１７．７０ ３７．３ ４６．９ １５．８ １００ ３５．６ ５６．６

  因此，农民变为农村无产阶级，建立了以消费品为主的市场，

而农民变为农村资产阶级，则建立了以生产资料为主的市场。换句

话说，我们看到，在下等“农户”中，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在上等农

户中，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这两种变化恰恰产生了国内市场的建

立过程，而这个过程已为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个理论所

确定。正因为如此，弗·恩格斯在谈到１８９１年的饥荒时写道，饥荒

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５２，——这一原理在民粹派看来

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把农民的破产仅仅看作是“人民生产”的

９３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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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而不看作是宗法式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

尼·—逊先生写了整整一部书来论述国内市场，但是他并没

有觉察到农民分化引起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他在《我国国家收入

增长的原因何在？》（１８９６年２月《新言论》５３第５期）一文中，对这

一问题发表了如下的议论：美国工人的收入表说明，收入愈低，用

于饮食的支出就相对地愈多。因此，如果饮食的消费减少，则其他

各种产品的消费就会减少得更多。而在俄国，如果粮食和伏特加酒

的消费减少，那就是说，其他各种产品的消费也减少；由此可以得

出结论说，农民殷实“阶层”（第７０页）的较多的消费，完全被群众

消费的降低所抵消。这种议论有三个错误：第一，尼·—逊先生用

工人顶替农民，是跳过了问题，而我们所谈的恰恰是工人和业主的

形成过程；第二，尼·—逊先生用工人顶替农民，就把一切消费都

归结为个人消费而忘记了生产消费，忘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第

三，尼·—逊先生忘记了，农民的分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经济代替

自然经济的过程，因而市场的建立，可以不靠消费的增加，而靠实

物消费（即使是较多的）转变为货币消费或支付消费（即使是较少

的）。我们刚才看到，就个人消费品来说，无马的农民比中等农民消

费得少些，但他们却购买得多些。他们愈来愈穷，但同时他们收入

和支出的货币却愈来愈多，而过程的这两个方面正是资本主义所

必需的。①

０４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这个事实初看起来似乎很古怪，实际上却是与现实生活中到处可以遇到的资
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完全符合的。因此，细心的农村生活观察者，不管理论如
何，都能看出这一事实。恩格尔哈特在谈到富农和商人等时说道：“要开展他
们的活动，重要的是要农民贫困……要农民获得很多的货币。”（《农村来信》第
４９３页）恩格尔哈特对“结实的〈原文如此！！〉农民生活”（同上）的赞许，有时也
并不阻碍他揭露声名狼藉的村社内部一些最深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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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利用家庭收支资料来比较一下农民和农业工人的

生活水平。我们不按每一口人而按每一成年劳力来计算个人消费

量（按上述汇编中下诺夫哥罗德省统计人员所用的标准），我们可

得到下表：

每一成年劳力的消费表

农户
类别

黑麦粉
（单位
俄斗）

大麦粉
和小米
粉（单
位 普
特）

小米和
荞 麦
（单位
俄斗）

小麦粉
和上等
小麦粉
（单位
俄斤）

马铃薯
（单位
俄斗）

全部农
产品折
成黑麦
的总数

肉类
（单位
普特）

饮食
其他
个人
消费

共计

（１） １７．３ ０．１ ２．５ ４．７ １７．４ ２３．０８ ０．８ １９．７５．６２５．３

（２） １８．５ ０．２ ２．９ ４．７ ８．７ ２２．８９ ０．７ ２２．７４．８２７．５

（３） ２６．５ ０．３ ３．０ ７．３ １２．２ ３１．２６ １．５ ２９．６７．３３６．９

（４） ２６．２ １．４ ４．３ ２．０ ９．０ ３２．２１ １．８ ３０．７８．３３９．０

（５） ２７．４ — ３．４ ６．０ １３．６ ３２．８８ ２．３ ３２．４１３．９４６．３

（６） ３０．８ — ６．９ ８．５ ５．５ ３６．８８ ２．５ ３９．３７．２４６．５

２４．９ ０．５ ３．７ ５．５ １０．４ ３３．７８ １．４ ２９．１７．８３６．９

  为了把农业工人生活水平的资料同本表资料相比较，第一，我

们可以取劳动的平均价格。沃罗涅日省一个全年雇农在１０年中

（１８８１—１８９１年）的平均工资为５７卢布，加上生活费共为９９卢

布①，就是说生活费为４２卢布。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无马的和有

１匹马的农民）的个人消费量低于这一水平。无马的“农户”（以全

家４口人计算）全家生活费总额仅为７８卢布；有１匹马的“农户”

（以全家５口人计算）全家生活费总额为９８卢布，即低于雇农的生

活费。（我们从无马的和有１匹马的农户的家庭收支表中减去了用

于经营和各种赋税的支出，因为这一地区的份地租价并不低于各

１４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１８９２年圣彼得堡农业司版第５
编谢·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
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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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赋税。）不出所料，被束缚在份地上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比那些摆

脱了这种束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要坏些（更不用说份地的束缚在

多大程度上发展了盘剥和人身依附的关系了）。雇农的货币支出比

有１匹马的农民和无马的农民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支出要高得

多。因此，份地的束缚阻碍着国内市场的发展。

第二，我们可以利用关于雇农消费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我

们且拿《奥廖尔省统计资料汇编》中关于卡拉切夫县的资料（１８９２

年版第５卷第２编）来看，这些资料的根据是有关１５８件雇农的事

例①
。把月口粮折成年口粮，情况如下：

奥廖尔省雇农的生活费 沃罗涅日省“农民”的
生活 费

最低 最高 平均 有１匹马者 无马者

黑麦粉（单位普特） １５．０ ２４．０ ２１．６ ８．５ １７．３

米粮（单位普特）

小米（单位普特）

４．５

１．５

９．０

１．５

５．２５

１．５

２．９
＋４．８俄
斤小麦粉

２．５
 
４．９

马铃薯（单位俄斗） １８．０ ４８．０ ２６．９ ８．７ １７．４

全部折成黑麦② ２２．９ ４１．１ ３１．８ ２２．８ ２３．０

动物油（单位俄斤） ２４．０ ４８．０ ３３．０ ２８．０ ３２．０

全年饮食的价值
（单位卢布）

— — ４０．５ ２７．５ ２５．３

  因此，就生活水平来说，有１匹马的农民和无马的农民并不高

于雇农，甚至反而接近于雇农的最低生活水平。

因此，在观察了下等农户的资料后，可以得出如下的总的结

 ① 奥廖尔省和沃罗涅日省的条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要看到，这里所引证

的都是一般资料。我们并没有采用上述谢·亚·柯罗连科著作中的资料（见马
雷斯先生的文章对这些资料所作的对比：《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
面的影响》第１卷第１１页），因为连作者本人也承认，供给这些资料的地主先生
们有时是“自我陶醉了”……

 ② 按上述方法计算的。

２４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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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论就下等农户同把下层农民排挤出耕作业的其他各类农户

的关系来说，就其只能维持全家一部分生活支出的经营规模来说，

就其生活资料的来源（出卖劳动力）来说，或者最后，就其生活水平

来说，这类农户都应该算作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①

在结束阐述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时，我

们不能不分析一下舍尔比纳先生在整理家庭收支资料时所使用的

那些方法，因为他既是《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

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的编者，又是《收

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这部名著中（第２卷）

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状况一文的作者。不知舍尔比纳先生出于什么

用意竟在《汇编》中宣称他应用的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卡·马

克思”的理论（第１１１页）；事实上他根本歪曲了这个理论，把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混为一谈

（同上），毫无意义地把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术语和范畴搬到农

民耕作业上去（散见各处），等等。舍尔比纳先生对家庭收支资料的

全部整理工作，就是一味地和令人难以想象地滥用“平均数”。所有

的估价资料都是谈的“平均”农民。为４县算出的土地收入却用农

户数去除（请大家回忆一下，无马户一家的这项收入为６０卢布左

右，而富裕户则为７００卢布左右）。算出了“每户的”“不变资本量”

３４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民粹派可能从我们对雇农和下等农户生活水平的高低所作的对比中得出结论
说，我们“主张”农民失去土地等等。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根据以上所述只能
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主张”取消对农民自由支配土地、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
等权利的一切限制。至于当一个有份地的雇农有利，还是当一个没有份地的
雇农有利，只有农民自己才能判断。因此，类似的各种限制，无论如何也不能
认为是正确的。由于民粹派维护这些限制，他们就变成了我国大地主利益的
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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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第１１４页），即全部财产的价值，算出了农具和牲

畜的“平均”价值，也算出了工商企业的平均价值（原文如此！）为每

户１５卢布。舍尔比纳先生忽视了这些企业是少数富裕农户的私有

财产这样一件小事，竟把这些企业用总户数“平均”地除了一下！算

出了租地的“平均”支出（第１１８页），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１匹

马的农户这项支出是６卢布，而富裕农户是１００—２００卢布。所有

这些都加在一起，然后除以农户数。甚至还算出了用于“资本修

理”的“平均”支出（同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有天知道。如果这

是指农具和牲畜的补充和修理，那么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下列

数字：每一无马户的这项支出为８（八）戈比，而每一富裕户则为７５

卢布。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农民经济”加在一起，再除以被加的总

数，那我们就会得出舍尔比纳先生早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统计

资料汇编（１８８７年版第２卷第２编）中就已发明并在后来何等有

声有色地应用的“平均需求规律”，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而根据这

一“规律”便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农民满足的并不是最低需求，

而是平均水平的需求”（第１２３页和其他许多页）；农民经济显示出

是一种特殊的“发展类型”（第１００页），等等。我们已经熟悉的按份

地分类法，就是对这种把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拉平”的

简单方法的补充。假如我们把这种分类法用到家庭收支资料上去，

我们就会把下列两个农民（都属于每家有１５—２５俄亩份地的多份

地那一等的）归入一类，其中一个出租了份地（计２３．５俄亩）的一

半，播种１．３俄亩，主要靠“个人副业”过活（真是奇怪，这是多么好

听呵！），男女１０口人的收入为１９０卢布（科罗托亚克县第１０号家

庭收支表）；另一个租入土地１４．７俄亩，播种２３．７俄亩，雇有雇

农，男女１０口人的收入为１４００卢布（扎顿斯克县第２号家庭收支

４４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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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如果我们把雇农和日工的经济同雇有工人的农民的经济加在

一起，再除以被加的总数，我们就得到一种特殊的“发展类型”，这

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只要始终一律使用农民经济的“平均数”资料，

那么一切关于农民分化的“错误思想”就都一概根除了。舍尔比纳

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

影响》一书的文章中，大量地应用了这种方法。这是计算全俄农民

家庭收支的一个了不起的尝试：统统使用同样的经过考验的“平均

数”来计算。未来的俄国经济文献史家将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事

实，民粹派的成见竟使人们忘记了经济统计的最起码要求，即一定

要把业主和雇佣工人严格地区分开来，不管他们被怎样的土地占

有形式结合在一起，也不管他们之间的过渡类型是怎样的繁多和

庞杂。

十三 第二章的结论

我们把由上面考察过的资料中得出的最主要论点简述如下。

（１）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甚至在中

部农业地带（这个地带与东南边疆地区或各工业省相比，在这一方

面是最落后的），农民也完全受市场的支配，他们不论在个人消费

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经营方面都为市场所左右，至于赋税那就更不

用说了。

（２）农民（种地的和村社的）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向我们

表明，这里存在着任何商品经济和任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

盾：竞争，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抢租和抢购土地，生产集中在少数

人手中，大多数人被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受少数人的商业

５４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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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雇佣的剥削。在农民中，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具有这种资本

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矛盾形式，也就是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表现出

利益的斗争和摩擦，不意味着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一些人有损。租

地、买地和截然对立的两种类型的“副业”是这样，经营的技术进步

也是这样。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不仅对俄国资本主义问题，而且对民粹派

全部学说的意义问题，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矛盾向我们

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表明，“村社”农村中的经济关系结构决不是特

殊的结构（“人民生产”等等），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结构。与我

国近半世纪来流行的理论相反，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

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其所以是最深厚的，

是因为正是在这里，在这远离任何“人为的”影响的地方，尽管存在

各种排挤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我们却看到“村社”内部资本主义

因素在不断形成。其所以是最牢固的，是因为农业，特别是农民，受

旧传统即宗法式生活传统的压制非常厉害，因此资本主义的改造

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社会关系的改变等等）在这里是极其缓

慢地和逐渐地表现出来的①。

（３）农民中一切经济矛盾的总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农民的分

化。农民自己却用“非农民化”② 这个名词极其恰当而清楚地说明

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旧的宗法式农民的彻底瓦解和新型

农村居民的形成。

在阐明这些类型之前，我们要说明一点，在我国的文献中，指

６４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１８９２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

参看《资本论》第１卷第２版第５２７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
５５１—５５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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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个过程是很早的，很常见的。例如，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曾利用

瓦卢耶夫委员会５４的报告断定了俄国“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和

“农民等级的崩溃”。（《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第１版第１卷第９章）

指出这一事实的还有瓦·奥尔洛夫（《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

４卷第１编第１４页）和其他许多人。然而他们指出的一切都是极

零碎的。从未有人试图系统地研究这个现象，因此，尽管有非常丰

富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但是我们至今所掌握

的有关这一现象的说明材料还是不够的。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情

况：大多数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都把农民的分化只看作是财产

不平均现象的产生，只看作是一种“分解”，正象所有的民粹派，特

别是卡雷舍夫先生所爱讲的那样（见他的《农民的非份地租地》一

书和在《俄国财富》５５中的文章）。毫无疑问，财产不平均现象的产

生是全部过程的起点，但这个过程决不是“分解”一词所能概括的。

旧的农民不仅在“分解”，并且在彻底瓦解和消亡，被完全新型的农

村居民所排挤。这种新型的农村居民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基础。这些新的类型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主要

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即农业中的商品生产者阶级和农

业雇佣工人阶级。

极有教益的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纯理论分析，指出

了小生产者的分化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因素。我们是指《资本论》第

３卷中最有意义的几章中的一章，即第４７章：《资本主义地租的产

生》。马克思认为这种地租产生的起点是工役地租（Ａｒｂｅｉｔｓ－

ｒｅｎｔｅ）①，——“在这个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

７４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在俄译本（第６５１页及以下各页）中，这个术语被译成“劳动地租”。我们认为我
们的译法较正确，因为俄文中有“工役”这个专门用语，意思恰恰是指依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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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 来耕种实际

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

地上为地主劳动”（《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３２３页，俄译本第

６５１页）①。下一种地租形式是产品地租（Ｐｒｏｄｕｋｔｅｎｒｅｎｔｅ）或实物

地租，在这种场合，直接生产者在他自己经营的土地上生产全部产

品，并以实物形式向地主缴纳全部剩余产品。在这里，生产者变得

比较独立，有可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除满足自己必要需求的产品

数量以外的某些剩余。［地租的］“这个形式也会使各个直接生产者

的经济状况出现更大的差别。至少，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且，

这些直接生产者获得再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的可能性也已

经存在”（第３２９页，俄译本第６５７页）②。所以，早在自然经济占统

治地位的情况下，依附农民的独立性刚开始扩大，他们分化的萌芽

就出现了。但是这种萌芽，只有在下一种地租形式即货币地租下才

能得到发展，而货币地租是实物地租形式的简单变化。直接生产者

向地主缴纳的不是产品，而是这些产品的价格。③这种形式的地租

的基础还和原来一样：直接生产者仍旧是传统的土地占有者，可是

“这种基础已日趋解体”（第３３０页）。货币地租“要以商业、城市工

８４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必须严格地区分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后者是以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
工人为前提的；前者是以依附农民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地租是扣除了企业主
利润后余下的一部分额外价值，而货币地租是农民交给地主的全部剩余产品
的价格。俄国货币地租的例子，就是农民交给地主的代役租。毫无疑问，在我
国农民的现代赋税中，有一定部分的货币地租。有时候农民租种土地同货币
地租很相似，因为付完高额土地租费后留下给农民的，也不过是一点很有限的
工资。

同上，第８９６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８８９—８９０页。——编者注
为地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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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第

３３１页）①。依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在这

里转化为以契约为基础的纯粹的货币关系了。这一方面使旧农民

遭受剥夺，另一方面使农民赎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自由。“此

外，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

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

成这个阶级。在这个新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

那些境况较佳的有交租义务（ｒｅｎｔｅｐｆｌｉｃｈｔｉｇｅｎ）的农民中间，必然

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因此，他们积

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

起来。从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

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３３２页，俄

译本第６５９—６６０页）②

（４）农民的分化减少了中等“农民”而发展着两极的两类农民，

形成了两种新型的农村居民。两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经济的商品

性即货币性。第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资产阶级或富裕农民。这里

包括经营各种形式的商业性农业（我们将在第４章描述这些形式

中最主要的几种）的独立业主，以及工商企业业主和商业企业业主

等等。商业性农业与工商企业相结合，是这种农民特有的一种“农

业同手工业相结合”的形式。从这种富裕农民中，正在形成农场主

阶级，因为在他们的经济中，为出卖粮食而租种土地（在农业地带）

起着巨大的、往往超过份地的作用。这里的经营规模在大多数情况

９４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同上，第９００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８９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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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超过本户劳动力可以胜任的程度，所以农村雇农、特别是日

工队伍的形成，是富裕农民存在的必要条件。①这种农民以纯收入

形式所获得的闲置货币，或者是用来从事在我国农村中非常发达

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或者是在有利的条件下用来购买土地，改善

经营等等。总之，这是些小地主。农民资产阶级在数量上说只占全

体农民的少数——大概至多占农户的１５（大约是人口的３１０），

而且这个比例在各个不同地区当然变动很大。但是，就他们在整个

农民经济中（在农民的生产资料总数中，在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总数

中）的意义来说，农民资产阶级是占绝对优势的。他们是现代农村

的主人。

（５）另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

级。这里包括无产的农民，其中有完全无地的农民，然而，最典型的

俄国农村无产阶级是有份地的雇农、日工、小工、建筑工人和其他

工人。小块土地上极小规模的经营及其处于完全衰落状态（出租土

地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不出卖劳动力（＝无产农民的“副

业”）就无法生存，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大概还比不上没有份地的工

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这一类型的特征。②应当列入农村无产

阶级的，不下于农户总数的一半（大约等于人口的４１０），即包括

全部无马的农民和大部分有１匹马的农民（自然，这只是笼统的大

约的计算，在各个地区因地方条件的不同多少会有些变化）。使人

０５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要证明把无产农民列入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是正确的，不仅需要说明是什
么样的农民在怎样出卖劳动力，而且还需要说明是什么样的企业主在怎样购
买劳动力。这点将在以下几章加以说明。

应当指出，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必要的标志。在社会经
济制度中，存在着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第２点）矛盾时，特别是在大批生产者
变为雇佣工人时，一切为市场的独立生产都适合于这一概念。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认为这么多农民现在已经是农村无产阶级的那些根据，上面已经

引证过了。① 应该补充一点，在我国著作界，人们常常过于死板地

理解下面这个理论原理，即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无地的工人。作

为基本趋势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特别缓

慢，其形式非常繁多。把土地分给农村工人，往往有利于农村业主

本身，所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种有份地的农村工人。在各个

不同的国家里，这种农村工人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英国的茅舍农

民（ｃｏｔｔａｇｅｒ）不是法国或莱茵各省的小块土地农民，而后者又不是

普鲁士的贫农和雇农。每一种农村工人都带有特殊的土地制度的

痕迹，即特殊的土地关系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家把

他们概括为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类型。他们的小块土地所有权的法

律根据，毫不影响他们这种属性。不论他们对土地拥有完全的所有

权（如小块土地农民），还是大地主或贵族领主只把土地交给他们

使用，或者是他们作为大俄罗斯农民村社的一员而占有土地，——

情况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②我们把无产农民归入农村无产阶

１５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让我们从《政治学辞典》（《土地占有制和农业》１８９６年莫斯科版）中举出欧洲
各种农业雇佣劳动的一些例子。约·康拉德说：“必须把农民的地产与小块土
地、与‘贫农’或‘菜农’的地块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土地的所有者还不得不去寻

康拉德教授认为，德国真正农民的标准是一对役畜（Ｇｅｓｐａｎｎｂａｕｅｒｎｇüｔｅｒ），见
《土地占有制和农业》（１８９６年莫斯科版）第８４—８５页。对俄国来说，这个标准
倒是应当提高些。在给“农民”这个概念下定义时，康拉德采用的正是那些从
事“雇佣劳动”或一般“副业”的人口或农户的百分数（同上）。在实际问题上不
能否认是个权威的斯捷布特教授在１８８２年写道：“随着农奴制的崩溃，专门种
植谷物的因而主要是俄国中部黑土地带的有自己小经济单位的农民，在大多
数场合下已经变成了只是附带从事农业的手艺人、雇农或者日工。”（《关于俄
国农业及其缺点和改良方法的论文》１８８３年莫斯科版第１１页）显然，在这里
算作手艺人的还有工业中的雇佣工人（建筑工人等等）。不管这样用词是多么
不正确，但它在我国著作中，甚至在专门的经济著作中却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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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这种说法已经被许多著作家不止一

次地使用过， 只有民粹派的经济学家才顽固地把全体农民说成

是什么反资本主义的，闭眼不看大批“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总体

系中已经占了完全固定的地位，即农业雇佣工人和工业雇佣工人

的地位。例如在我国，有人很喜欢称颂我们这种保存了村社和农民

等等的土地制度，并且把这种制度同带有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波

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制度对立起来。因此，看一看在波罗的海沿岸

边疆区５８有时把哪些类型的农村居民列入雇农和日工阶级，不是

没有意义的。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各省的农民分为多土地者（有

２５—５０俄亩的单独地块者）、贫农（有３—１０俄亩的贫农地块者）

和无土地者。正如谢·柯罗连科先生公正地指出的，这里的贫农

“最接近于俄国中部各省俄罗斯农民的一般类型”（《从欧俄工农业

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

４９５页）；他们永远得在寻找各种外水和经营自己的经济之间分配

自己的时间。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雇农的经济状况。因为地主

自己认为把土地分给雇农作为工资是有利的。下面是波罗的海沿

岸边疆区的雇农占有土地的例子：（１）有２俄亩土地者（我们把洛

弗施特勒折合成俄亩，１洛弗施特勒＝１３俄亩）；每年丈夫做工

２５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找份外的活计或外水。”（第８３—８４页）“在法国，根据１８８１年的户口调查，有
１８００万人，即将近人口的一半是以农业为生的，其中有９００万左右的地主，
５００万租地者和对分制佃农，４００万主要靠雇佣劳动为生的日工和小土地所有
者或租地者…… 人们认为：法国的农村工人至少７５％是有自己的土地的。”
（第２３３页，哥尔茨）在德国，列入农村工人的有下列占有土地的各类人：（１）小

农、贫农、菜农［类似我国的有赐地的农民５６］；（２）合同日工，他们占有土地，

每年有一定时间受人雇用［对比我国的“三日工”５７］，“在德国那些大土地占
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合同日工是农业工人的主要部分”（第２３６页）；（３）耕种租
地的农业工人（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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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日，妻子做工５０日，每日工资２５戈比；（２）有２２３俄亩土地

者；“雇农有１匹马、３头奶牛、３只羊和２只猪”（第５０８页），雇农

隔周做工，妻子每年做工５０日；（３）有６俄亩土地者（库尔兰省巴

乌斯克县）；“雇农有１匹马、３头奶牛、３只羊和几只猪”（第５１８

页），他每星期做工３日，妻子每年做工３５日；（４）在库尔兰省加津

波特县有８俄亩土地者；“在任何情况下，雇农都可以免费碾粉和

获得医药帮助，他们的孩子可以入学”（第５１９页）等等。我们请读

者注意这些雇农的土地占有和经营的规模，也就是注意那些在民

粹派看来是把我国农民同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欧洲土地制

度区别开来的条件。我们把上引书中所提到的全部例子合在一起，

则可以看到：１０个雇农有３１．５俄亩土地，就是说，平均每个雇农

有３．１５俄亩土地。这里列入雇农的，有每年以较小部分时间为地

主做工的农民（丈夫做工半年，妻子做工３５—５０日），也有有２头

甚至３头奶牛的有１匹马的农民。试问，我国“村社农民”与波罗的

海沿岸边疆区这一类型的雇农之间的所谓区别，究竟何在呢？在波

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人们直言不讳，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却把有

１匹马的雇农与富裕农民加在一起得出一个“平均数”，娓娓动听

地大谈其“村社精神”，“劳动原则”，“人民生产”，“农业同手工业相

结合”……

（６）介于上述两种改革后“农民”之间的是中等农民。他们的特

点是商品经济发展得最差。独立的农业劳动，只有在最好的年成和

特别顺利的条件下才能维持这种农民的生活费用，所以这种农民

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中等农民如果不以劳动偿

还等为条件来借债，如果不寻找部分也是出卖劳动力的“辅助”的

外水等等，是入不敷出的。每发生一次歉收便有大批中等农民落入

３５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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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队伍。就其社会关系说来，这一类农民摇摆于上等户和

下等户之间，它向往上等户，但能爬上去的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

而社会演进的整个进程却使它沦为下等户。我们已经看到：农民资

产阶级不仅排挤下等农户，而且也排挤中等农户。这样，就产生了

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非农民化”——中间分子的消失和两极的

增强。

（７）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在下等户中，这

种市场的形成是靠消费品（个人消费的市场）。与中等农民相比，农

村无产者消费较少（并且所消费的是质量低劣的产品，如用马铃薯

代替面包等等），而购买较多。农民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是从两

方面来建立市场的：第一，主要的是靠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市

场），因为富裕农民竭力要把他从“破落”地主和破产农民那里“收

集来”的那些生产资料变为资本。第二，这里市场的建立也靠个人

消费，因为较殷实的农民的需求在日益增长。①

（８）关于农民的分化是否在向前发展及其速度如何的问题，我

们还没有能与综合表的统计资料（第１节至第６节）相比的精确统

计资料。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现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甚至还

没有人打算有系统地研究一下农民分化的静态和指出这个过程发

生的那些形式。② 但是一切关于我国农村经济的总的资料，都证明

４５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唯一的例外是伊·古尔维奇的优秀著作《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１８９２年纽约
版，俄译本１８９６年莫斯科版。古尔维奇先生整理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的技巧
真是令人惊奇，因为汇编没有提供按殷实程度划分各类农户的综合表。

只有由于农民分化而形成国内市场这一事实，才能说明例如棉织品（棉织品生
产在改革后时期随着大批农民的破产而增长神速）国内市场大大发展的原因。
尼·—逊先生正是以我国纺织工业做例子来阐述自己关于国内市场的理论
的，但是他却根本不能解释怎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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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化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发展：一方面是，“农民”抛弃土地和出

租土地，无马户数量增加，“农民”流入城市等等；另一方面是，“农

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按部就班地发展，“农民”购买土地，改善经

营，采用犁，发展牧草的种植、牛奶业等等。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加

入这一过程的两个截然相反方面的都是哪些“农民”。

此外，移民运动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农民的分化，特别是种地

的农民的分化。大家知道，迁移的主要是农业省份的农民（工业省

份的移民非常少），并且正是工役制（阻碍农民的分化）最为发展

的、人烟稠密的中部各省的农民。这是第一。其次，离开迁出地区

的，主要是中等富裕程度的农民，而留在家乡的主要是两极的两类

农民。这样，迁移加强了迁出地区农民的分化，并且把分化的因素

又带到迁入地区（西伯利亚的新移居者在其新生活的初期都当雇

农①）。迁移与农民分化的这种联系，在伊·古尔维奇的卓越著作

《农民向西伯利亚的迁移》（１８８８年莫斯科版）中完全得到了证明。

我们竭诚向读者推荐我国民粹派报刊极力闭口不谈的这本书。②

（９）大家知道，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我国农村中起着巨大

作用。我们认为不用举出许多事实和指出这种现象的起源，因为这

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并且同我们的题目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

感兴趣的问题只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我国农村中对农民

的分化有什么关系？各类农民间的上述关系同农民债权人和农民

债务人的关系之间是否有联系？高利贷是分化的因素和动力，还是

阻碍这种分化？

５５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也可参看普里马克先生的著作：《研究向西伯利亚迁移的数字材料》。（第２版

注释）

因此，限制迁移，对农民分化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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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指出，理论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大家知道，在《资

本论》作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所作的分析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被赋予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论点如下：（１）

不管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或者是产业资本［即投入生产的资

本，不论是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都一样］，都是一个类型的经济现

象，它可以概括成一个一般的公式，即购买商品是为了出卖它并带

来利润（《资本论》第１卷第２篇第４章，特别是德文第２版第

１４８—１４９页①）。（２）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历史上总是先于产

业资本的形成，并且在逻辑上是产业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资本

论》第３卷第１部分第３１２—３１６页，俄译本第２６２—２６５页；第３

卷第２部分第１３２—１３７、１４９页，俄译本第４８８—４９２、５０２页）②，可

是不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其本身都还不能构成产生产业资

本（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足够的条件；它们并不经常瓦解旧的生产

方式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完全

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同上，第２

部分第１３３页；俄译本第４８９页）③。“它〈商业和商业资本〉对旧生

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

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

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

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同上，第３卷第１部分第

３１６页；俄译本第２６５页）④（３）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

６５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３７１页。——编者注

同上，第６７２页。——编者注
同上，第２５卷第３６６—３７１、６７１—６７５、６８８—６８９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１８６—１８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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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同上，第３１２页；俄译本第２６２页）①；商

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愈发展，产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就愈不

发展，反过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运用到俄国来时，就应该解决下面的问题：我国商业资

本和高利贷资本与产业资本是否有联系？商业和高利贷在瓦解旧

生产方式时，是否会导致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其他什么生产方

式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②这是一些实际问题，是俄国国民经济各

个方面都应当加以解决的问题。对农民耕作业来说，上面考察过的

资料就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而且是肯定的答复。按照民粹派

的通常观点，“富农”和“善于经营的农夫”不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

种形式，而是彼此毫无联系和相互对立的两种现象。这种观点是毫

无根据的。这是民粹派的偏见之一，这些偏见甚至从来都没有人想

通过分析确切的经济资料来加以证明。资料所说明的恰好相反。农

民雇用工人来扩大生产也好，农民买卖土地（请回忆一下上引富裕

农民大量租地的资料）或食品杂货也好，农民买卖大麻、干草、牲畜

等等或货币（高利贷者）也好，他们都是一个经济类型，他们的业务

从根本上说属于同一种经济关系。其次，在俄国村社农村中，资本

的作用不限于盘剥和高利贷，资本也投入生产，这可以从下列情况

中看出来：富裕农民不仅把钱投入商业企业（见上面），而且还用来

７５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② 瓦·沃·先生在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１页上就提到这个问题，然而不
论在这部著作中，或者在他的其他什么著作中，他都没有打算要研究一下俄国
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资料。尼·—逊先生虽然自命为马克思理论的忠
实信徒，但是他偏喜欢用自己发明的模糊的、不清楚的术语“资本化”或“收入
的资本化”来代替确切的、清楚的范畴“商业资本”；在这个晦涩的术语掩护下，
他非常顺利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且回避得很干脆。在他看来，俄国资本主义
生产的先驱者不是商业资本，而是……“人民生产”！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３６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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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经营，购买土地和租种土地，改良农具和牲畜，雇用工人等等。

如果资本在我国农村中除了盘剥和高利贷以外没有力量创立

某 种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根据关于生产的资料来断定农

民的分化，断定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那么全体农

民就都是为贫困所迫的业主这样一个相当均等的类型了，在这些

业 主 中，与 众 不 同 的 只 是 高 利 贷 者，这 也 只 是 由 于

货币财产的规模，而不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和组织。最后，

从上面分析的资料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论点：我国农村中商业

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阻碍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愈是向前

发展，把乡村和城市接近起来，排挤原始的农村集市和破坏农村小

店主的垄断地位，欧洲式的正规的信贷形式愈发展，使农村的高利

贷者受到排挤，那么，农民的分化就会愈深愈厉害。从小商业和高

利贷中排挤出来的富裕农民的资本，将更大规模地投入现在它已

经开始投入的生产。

（１０）我国农村经济中另一种阻碍农民分化的重要现象，是徭

役经济的残余，即工役制。工役制是建立在用实物偿付劳动的基础

上，因而也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工役制需要和要求

的正是中等农民，他们不十分富裕（否则他们不会受工役制的盘

剥），但也不是无产者（要承担工役，就必须有自己的农具，必须是

个稍微“宽裕的”业主）。

我们在上面说到农民资产阶级是现代农村的主人时，已经抽

掉了盘剥、高利贷、工役制等等这些阻碍分化的因素。实际上，现代

农村的真正主人，常常不是农村资产阶级，而是农村的高利贷者和

邻近的地主。然而，抽掉这些因素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方法，否则，就

不能研究农民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结构。有趣的是，民粹派也使

８５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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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法，可是他们只停留在半途上，没有把自己的议论贯彻到

底。瓦·沃·先生在其《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中谈到赋税的压榨

等等时指出：对于村社来说，由于这些原因，“自然的〈原文如此！〉

生活条件就不再存在了”（第２８７页）。妙极了！但是全部问题恰恰

在于，我国农村中还并不存在的“自然条件”是什么样的。要回答这

个问题，就必须研究村社内部经济关系的结构，排除——如果可以

这么说的话——改革前的旧残余，因为它们掩盖了我国农村生活

的这些“自然条件”。如果瓦·沃·先生这样做了，他就会看见：农

村关系的这种结构表明着农民的完全分化；盘剥、高利贷、工役制

等等受到的排挤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愈深。①根据地方自治局的

统计资料，我们在上面证明了这种分化现在已是既成事实，农民完

全分裂成了对立的两类。

９５１第二章 农民的分化

① 顺便谈谈。讲到瓦·沃·先生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即我们引证过的第６章
时，不能不指出其中有几页是很好的和十分公正的。这就是作者不谈“资本主
义的命运”，甚至也根本不谈资本主义，而只谈赋税征收方式的那几页。值得
注意的是：瓦·沃·先生并没有觉察到这些方式与徭役经济残余之间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他（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竟把徭役经济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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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５９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

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我们谈了农民经济，现在应当来谈地主经济。我们的任务是要

概括地考察一下地主经济的现有社会经济结构，阐明这个结构在

改革后时代演进的性质。

一 徭役经济的基本特点

考察现代的地主经济制度，必须以农奴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

地主经济结构作为起点。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实质，就在于某一个农

业单位即某一块世袭领地的全部土地，分为地主土地和农民土地；

后者作为份地分给农民，农民（除份地外，还得到其他生产资料，如

森林或者牲畜等等）用自己的劳动、农具和牲畜耕种这块土地，从

而养活自己。农民的这种劳动的产品，用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

说就是必要产品；其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它提供生活

资料，对于地主来说它提供劳动力；这正如补偿资本价值的可变部

分的产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必要产品一样。农民的剩余劳动，则

是他们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劳动的产品归

地主占有。因此，这里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

０６１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农民替地主耕种地主的土地，替自己耕种自己的份地；他们在一星

期中有几天替地主干活，其余几天为自己干活。这样一来，在这种

经济下农民的“份地”似乎就成了实物工资（用现代的概念来说），

或者成了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的手段。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经营

的“自己的”经济，是地主经济存在的条件，其目的不是“保证”农民

获得生活资料，而是“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①

我们把这种经济制度叫作徭役经济。显然，这种经济制度的占

优势是以下列必要条件为前提的。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

奴制的领地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

少联系。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

达），这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第二，在这种经济下，直接生产者必

须分得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同时他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

不能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因此，攫取剩余产品的方法在徭役经济

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以生产者分得土地为

基础，后者则以生产者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基础。②第三，农民对

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地主没有直接支配

农民人身的权力，他就不可能强迫那些分得土地而经营自己的经

１６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② 亨利·乔治说：居民群众的被剥夺，是贫困和受压迫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
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反驳这种说法时写道：“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
……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而离开
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
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
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１８４４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８７年纽约版
序言第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３８７页。——编者注）］

亚·恩格尔哈特在其《农村来信》（１８８５年圣彼得堡版第５５６—５５７页）中，非
常清楚地描述了这种经济结构。他十分公正地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
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宰者就是地主，他把土地分给农民，命
令他们做这种或那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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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人来为他做工。所以，必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正如马克思

在阐述这种经济制度时所说的（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把这种经济

制度划入工役地租的范畴。《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３２４页）①。

这种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从农奴地位起，一

直到农民等级没有完全的权利为止。最后，第四，技术的极端低劣

和停滞是上述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后果，因为经营农业的都是些迫

于贫困、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和头脑愚昧的小农。

二 徭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的结合

  徭役经济制度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崩溃了。这一制度的一切

主要基础，如自然经济、地主世袭领地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其

各种成分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地主对农民的统治等等，都已经被

破坏了。农民经济脱离地主经济；农民需要赎回自己的土地完全归

自己所有，地主则需要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正如刚

才指出的，是建筑在截然相反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向另一个完

全不同的制度的过渡，当然不能一蹴而就，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

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需要有一个由惯于从事雇

佣劳动的人们组成的阶级，需要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代替农民的

农具和牲畜；需要把农业象其他各种工商企业那样，而不是象老爷

们的事情那样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条件只能逐渐形成，所以，某些

地主在改革后初期向国外订购外国机器以至招收外国工人的尝

２６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８９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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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９年载有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３章头６节的《开端》杂志第３期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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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也不可能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不能一下子过渡到按资本主义

方式经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只不过遭到了破

坏，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脱离地主经济，因

为地主还掌握着农民份地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割地”６０、森林、草

地、饮马场、牧场等等。农民没有这些土地（或地役权６１）就根本不

能经营独立的经济，结果，地主就有可能通过工役制形式继续实行

旧的经济制度。“超经济的强制”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着：暂时义务

农６２身分，连环保，体罚农民，派农民出公差等等。

可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

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

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改革后的地主经济结构也

确实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过渡时期所固有的形式虽然多不胜数，

但是现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却可以归结为以各种方式结合起来

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役制度①和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工役制度就是

用附近农民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其偿付形式并不改变这一

制度的实质（不管是计件雇佣制下的货币偿付，对分制下的实物偿

付，或者是狭义工役制下的土地或各种农业用地偿付）。这一制度

乃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②，徭役经济的上述经济特点几乎完全

５６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② 下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农业司的一位通讯员写道：“在叶列茨县南部
〈奥廖尔省〉，在地主的大农场里，除有年工从事耕作外，有一大部分土地由农
民耕种，以租给他们的土地作为报酬。过去的农奴继续向他们原来的地主租
地，并为此而替地主种地。这样的村庄仍然叫作某某地主的‘徭役’村。”（谢·
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
工人的流动》第１１８页）还有一个例子。另一个地主写道：“在我的农庄中，一切
活计都是由我原来的农民（８个村共约６００人）来做的，他们为此获得牧场

现在我们用“工役制”这个术语来替代“徭役制”这个术语，因为前者更适合于
改革后的各种关系，而且在我国的著作界中已得到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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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工役制度（唯一的例外，是徭役经济的一个条件在工役制度

的一种形式下已不再存在，即在计件雇佣制下，我们看到的劳动

报酬已不是实物，而是货币）。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雇用工人

（年工、季节工、日工等等）用私有主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上

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它们在许多地主田庄上相互结合，并被应用到各种经济工作上

去。①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

起，在实际生活中就会引起一连串极其深刻复杂的冲突和矛盾，许

多业主就在这些矛盾的压力下遭到破产等等，这是十分自然的。这

一切都是任何一个过渡时代固有的现象。

如果要问，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比较普遍？那么首先应该说，关

于这一问题的精确统计资料是没有的，而且也未必能收集起来，因

为这样做不仅需要调查一切田庄，而且还要调查一切田庄的一切

经济业务。现在只有大略的、大体上说明个别地方哪种制度占优势

的资料。上面摘引过的农业司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

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已经以说明全俄情

况的综合性形式引用了这类资料。安年斯基先生根据这些资料绘

制了一张一目了然的统计地图，表明这两种制度的分布情况（《收

６６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绝大多数农场是这样经营的：一部分土地（虽然极少）地主用自己的农具和牲
畜雇用年工以及其他工人来耕种，其余所有的土地或者按对分制或者以土地
报偿的办法，或者以货币报偿的办法交给农民耕种”（《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
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同上，第９６页）…… “在
大多数田庄上，同时存在着几乎一切雇佣方式或者好多种雇佣方式”（即“供给
农场劳动力”的方式）。农业司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的农业和林业》
１８９３年圣彼得堡版第７９页。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俄亩）；季节工只开垦荒地和用播种机播种。”（同上，第３２５页。
引自卡卢加县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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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１卷第１７０页）。现

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制成一表，并加上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私有地播种面

积的资料（据《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４卷——《欧俄地区１８８３—

１８８７年５年的平均收获量》１８８８年圣彼得堡版）① 来加以对比。

按在地主中占优势的经
济制度划分的省份类别

省 份 数 目

黑土
地带

非黑土
地 带

共计

地主土地上各种粮食
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
（单位千俄亩）

一、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９ １０ １９ ７４０７

二、混合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３ ４ ７ ２２２２

三、工役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１２ ５ １７ ６２８１

共  计 ２４ １９ ４３ １５９１０

  由此可见，如果在纯俄罗斯人省份中占优势的是工役制，那么

在整个欧俄，应当承认，现在占优势的是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制

度。我们这张表还远没有充分反映出这种优势，因为在第一类省份

中，有的省份完全不采用工役制（如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而在第三

类中，大概没有一个省，甚至没有一个经营自己经济的田庄，不是

至少部分地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在我们根据地方自治局统

计资料（拉斯波平《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看俄国私有经济》，１８８７

７６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在欧俄５０个省份中，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奥洛涅茨、维亚特卡、
彼尔姆、奥伦堡和阿斯特拉罕等７省，这７个省在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的私有主土
地播种面积，在欧俄１６４７２０００俄亩的总面积中占了５６２０００俄亩。第一类包括
下列各个省：波罗的海沿岸３省，西部４省（科夫诺、维尔纳、格罗德诺和明斯
克），西南部３省（基辅、沃伦和波多利斯克），南部５省（赫尔松、塔夫利达、比
萨拉比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顿河），东南部１省（萨拉托夫），以及彼得堡、
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３省。第二类包括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
卡卢加、沃罗涅日、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７省。第三类则包括其余各省。为了
更精确起见，应当从私有主土地的播种面积总数中减去属于租地者的播种面
积，但是没有这样的资料。应当指出，即便是作了这样的修正也未必能改变我
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结论，因为在黑土地带，大部分私有主的耕地是
出租的，而在这一地带的各省中占优势的乃是工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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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学通报》６３第１１—１２期，第１２期第６３４页）来说明这一点：
库尔斯克省
各   县

按自由雇用工人的
男庄的百分数

雇用雇农的田庄的
百  分  数

中等的 大型的 中等的 大型的

德米特罗夫斯克县 ５３．３ ８４．３ ６８．５ ８５．０

法捷日县 ７７．１ ８８．２ ８６．０ ９４．１

利戈夫县 ５８．７ ７８．８ ７３．１ ９６．９

苏贾县 ５３．０ ８１．１ ６６．９ ９０．５

  最后，必须指出，有时候工役制度正在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

并同后者紧密地溶合在一起，想把它们分开和加以区别几乎都是

不可能的。例如，一个农民租一小块土地，就必须服一定天数的工

役（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参看下一节的例子）。这种

“农民”和为了取得一小块土地而必须干一定天数的活的西欧“雇

农”或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雇农”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生活产

生了许多使一些基本特征相对立的经济制度十分缓慢地结合在一

起的形式。现在已不能说“工役制”在哪些地方结束，“资本主义”在

哪些地方开始。

这样我们就判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地主经济的各种各样

形式都可归结为以种种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制度——工役制

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我们对这两种制度作一个经济上的评述，

并考察一下，在整个经济演进过程的影响下，究竟是哪一种制度排

挤哪一种制度。

三 对工役制度的评述

如上所述，工役制的形式是非常多的。有时农民受货币雇用以

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这就是所谓“计件雇佣制”、

８６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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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

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卷第１７０页上编制的关于

各种经济制度在俄国分布情况的汇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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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亩制”①、“全包制”②６４（即种一俄亩春播作物和一俄亩秋播作

物）等等。有时农民借了粮或钱，就必须用工役来抵偿全部债务或

债务的利息③。在这种形式下，整个工役制所固有的特征，即这种

雇佣劳动的高利贷盘剥性质就表现得特别突出。有时农民做工是

因为“践踏了庄稼”（即必须以工役来抵偿法定的践踏庄稼的罚

金），或者仅仅是“为了表示敬意”（参看上引恩格尔哈特的书第５６

页），即不取任何报酬，只吃一顿饭，以免失去地主方面的其他“外

水”。此外，以工役换取土地的情形也很普遍，这或者采取对分制形

式，或者直接采取用做工来抵偿租给农民的土地和农业用地等等

的形式。

同时，租地的偿付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甚至结合在

一起，除货币偿付外还有实物偿付和“工役”。下面就是两个例子：

租地１俄亩要耕种土地１１２俄亩＋鸡蛋１０个＋母鸡１只＋女工

工作日１个；租４３俄亩春播地要缴１２卢布（租５１俄亩秋播地要

缴１６卢布）＋打若干垛燕麦、７垛荞麦、２０垛黑麦＋租地中至少有

５俄亩要每俄亩施用３００车自己的厩肥（卡雷舍夫《农民的非份地

租地》第３４８页）。在这里，甚至农民的厩肥也成了地主经济的组成

部分！工役制的一大堆名称，也说明它流行极广，形式极多，如奥特

拉包得基、奥特布奇、奥特布特基、巴尔申纳、巴萨林卡、波素布卡、

潘申纳、波斯土皮克、维约姆卡等等（同上，第３４２页）。有时候农民

必须按“地主的命令”工作（同上，第３４６页），必须完全“听从”、“顺

从”地主，给地主“帮忙”。工役制包括“农村日常生活的一整套活

１７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②

③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７９年莫斯科版第５卷第１编第１８６—１８９页。我
们指明出处，只是为了举一个实例而已。一切有关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著
作，都有很多这样的材料。

上引恩格尔哈特的书。
《梁赞省统计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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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通过工役制来进行耕地和收割谷物、干草方面的全部农业作

业，储备木柴，搬运货物”（第３４６—３４７页），修理屋顶和烟囱（第

３５４页和第３４８页），缴纳母鸡和鸡蛋（同上）等等。圣彼得堡省格

多夫县的一位调查人员说得好：这里所有的工役制的各种形式，都

带有“过去改革以前的那种徭役制性质”（第３４９页）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用工役换取土地的形式即所谓工役地租和

实物地租②。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农民的租地中怎样出现

了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本章里，我们看到的“租地”则是徭役经济的

直接残余③，它有时不知不觉地在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用分给小

块土地的办法来保证田庄获得农业工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

无可争辩地判明了这类“租地”同土地出租者自营经济之间的这种

联系。“由于地主田庄的自营耕地日益扩大，地主便有了一种保证

自己在必要时获得工人的需求。因此，许多地方的地主日益渴望按

工役制或产品分成制兼工役制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种经济

制度“……流行很广。出租者的自营经济愈多，提供的租地愈少，租

地的要求愈迫切，这种租地的形式也就扩展得愈广泛”（同上，第

２７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参看第１３４页（参看本卷第１６５—１６６页。——编者注）脚注中所引的例子。在
徭役经济下，地主给农民土地是为了使农民替他们做工。在按工役制出租土
地时，其经济目的显然是一样的。

按《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２卷）一书统
计，农民用货币租进的土地占他们的全部租地的７６％；用工役换取的租地占
３—７％；按产品分成制租进的土地占１３—３７％；最后，用混合偿付的办法租进
的土地占２—３％。

值得指出的是，俄国极为繁多的工役制形式和带有种种附加支付和其他条件
的租地形式，已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第４７章所确定的前资本主义的农
业制度的基本形式全部包括了。前一章已经指出，这些基本形式有三种：（１）
工役地租；（２）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３）货币地租。因此，马克思正是想运用
俄国的资料来说明有关地租的那一篇，那是十分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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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页，也可参看第３６７页）。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种非常独

特的租地形式，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地主放弃自营经济，而是地主

的耕地更加扩大了，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农民经济因其土地占有

的扩大而得到巩固，而是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在前一章里我们看

到，租地在农民经济中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对于一部分人说

来，是有利的扩大经营的手段，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说来，则是迫于

需要而进行的交易。现在我们看到，出租土地在地主经济中也具有

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取得地租而把农场转给他人；

有时候是经营自己经济的一种方法，是保证田庄获得劳动力的一

种方法。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役制下的劳动报酬问题。各方面的资料全

都证明，工役制雇佣和盘剥性雇佣下的劳动报酬往往比资本主义

“自由”雇佣下的劳动报酬低。第一，这可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证明：

实物地租，即工役制地租和对分制地租（正如我们方才所看到的，

它们所表现的，只是工役制雇佣和盘剥性雇佣）照例到处都比货币

地租贵，而且贵很多（同上，第３５０页），有时甚至贵一倍（同上，第

３５６页，特维尔省勒热夫县）。第二，实物地租在最贫苦的农户类别

中特别发达（同上，第２６１页及以下各页）。这是迫于贫困而采取的

一种租地，是那种已经无可幸免地要通过这条道路变为农业雇佣

工人的农民的“租地”。殷实农民尽量以货币租进土地。“租地者尽

可能用货币缴纳租金，以便减低使用他人土地的费用”。（同上，第

２６５页）我们要补充一句：这不仅可以减低租地的费用，而且还可

以摆脱盘剥性的雇佣。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甚至有这样一种值得

注意的现象，随着租价的提高，货币地租竟转为粮垛租６５，尽管在

粮垛租中农民所得的份额减少了（同上，第２６６页）。这个事实非常

３７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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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说明了实物地租的意义，即迫使农民彻底破产并使他们变

为农村雇农。①第三，如果直接拿工役制雇佣下的劳动价格和资本

主义“自由”雇佣下的劳动价格作一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后者的水

平要高得多。根据上面引用过的农业司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

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的计算，用

农民的农具和牲畜包种一俄亩秋播作物的平均酬金为６卢布（中

部黑土地带１８８３—１８９１年８年间的资料）。如果按自由雇佣来计

算一下同样活计的工价，那么单是徒手劳动就可以获得６卢布１９

戈比，马工还不包括在内（马工酬金不可能少于４卢布５０戈比，上

４７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最新的租地汇总资料（卡雷舍夫先生在《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
的影响》第１卷中的文章）充分证明，只有贫困才迫使农民按对分制或以工役
来取得土地，殷实农民却宁愿以货币租进土地（第３１７—３２０页），因为对于农
民说来，实物地租总是比货币地租贵得多（第３４２—３４６页）。但是所有这些事
实并没有妨碍卡雷舍夫先生把事情说成这样：“贫穷的农民……可以按对分制
租进别人的土地来稍稍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从而能更好地满足对于饮食的
需求。”（第３２１页）请看，对于“自然经济”的偏爱竟使人们产生了多么荒谬的
想法！实物地租比货币地租贵，实物地租是农业中的一种实物工资制６６，实物
地租使农民彻底破产并把农民变为雇农，这一切都已经为事实证明了，然而我
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谈论改善饮食！看吧，对分制租地“应当有助于”“贫困的农
村居民取得”租地（第３２０页）。在这里，经济学家先生把在最坏的条件下，即在
使农民变为雇农的条件下获得土地叫作“帮助”！试问，俄国民粹派和那些向
来就时刻准备给予“贫困的农村居民”以这种“帮助”的俄国大地主又有什么区
别呢？我们顺便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比萨拉比亚省霍亭县，对分制佃农平均
日工资是６０戈比，而夏季日工的工资是３５—５０戈比。“结论是，对分制佃农的
收入毕竟要比雇农的工资高。”（第３４４页，黑体是卡雷舍夫先生用的）这个“毕
竟”真是说明问题。但是对分制佃农与雇农有所不同，他不是有经营支出吗？
他不是应当有马和马具吗？为什么不算一算这些支出呢？如果比萨拉比亚省
夏季日平均工资是４０—７７戈比（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和１８８８—１８９２年），那么带马
具的雇工日平均工资为１２４—１８０戈比（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和１８８８—１８９２年）。
“结论是”，雇农所得“毕竟”要比对分制佃农高，这岂不更正确吗？在１８８２—
１８９１年间，比萨拉比亚省的徒手工人日平均工资（全年平均数）是６７戈比。
（同上，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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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第４５页）。编者公正地认为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同上）。

不过应当指出，纯粹资本主义雇佣下的劳动报酬，比盘剥和其他前

资本主义的关系的任何形式下的劳动报酬都要高，这是不仅在农

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他各国都已确定了的事

实。下面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更精确和更详尽的地方自治局统计

资料（《萨拉托夫县统计资料汇编》第１卷第３篇第１８—１９页。转

引自卡雷舍夫先生《农民的非份地租地》第３５３页）。

萨 拉 托 夫 县

耕种一俄亩土地的平均价格（单位卢布）

属于冬季
包工合同

属于以工役
换取租地者

属于自由雇佣者

 工 作 种 类 并预付工 根据 根 据 根 据 根 据

资８０％—
１００％者

书面
契约

租地人
的陈述

雇主的
陈 述

受雇者
的陈述

包括运送和脱粒在内的
 全套耕收工作………

９．６ — ９．４ ２０．５ １７．５

除脱粒而外的全套耕收
 工作（春播作物）……

６．６ — ６．４ １５．３ １３．５

除脱粒而外的全套耕收
 工作（秋播作物）……

７．０ — ７．５ １５．２ １４．３

耕种…………………… ２．８ ２．８ — ４．３ ３．７

收获（收割和运送）…… ３．６ ３．７ ３．８ １０．１ ８．５

收获（不运送）………… ３．２ ２．６ ３．３ ８．０ ８．１

割草（不运送）………… ２．１ ２．０ １．８ ３．５ ４．０

  可见，在工役制下（如同在和高利贷结合起来的盘剥性雇佣下

一样），劳动价格比资本主义雇佣往往要低一半以上①。因为能够

５７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既然如此，怎么能不把瓦西里契柯夫公爵这样的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叫
作反动的批判呢？公爵慷慨激昂地呼喊：“自由雇佣”这个字眼本身就包含着
矛盾，因为雇佣的必要条件就是依附关系，而依附关系是排斥“自由”的。资本
主义用自由的依附关系代替了盘剥的依附关系，这一点，民粹主义的地主当然
是想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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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工役的只是本地的而且必须是“分有份地”的农民，所以工资

大为压低这件事实也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作为实物工资的份地的

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份地直到现在仍然是“保证”地主取得廉价劳

动力的手段。然而自由劳动和“半自由”① 劳动的差别决不只是工

资上的差别。下列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半自由”劳动总是以受雇

者对雇主的人身依附为前提，总是以或多或少地保持“超经济的强

制”为前提。恩格尔哈特说得很中肯，所以用工役作担保发放贷款，

是因为这种债务最有保障，按执行票向农民追缴欠款很困难，“而

农民担保过要干的活当局可以强迫他执行，哪怕他自己的庄稼还

没有收割”（上引书第２１６页）。农民扔下自己的粮食让雨淋，而去

搬运别人的粮食，“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只

有长年当奴隶和替老爷从事农奴劳动才能养成”（同上，第４２９

页）。如果不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把居民束缚在居住的地方，束缚

在“村社”里，如果没有公民权利的某些不平等，工役制作为一种制

度便无法存在。自然，工役制的上述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

劳动生产率低下，因为以工役制为基础的经营方式只能是极端守

旧的，被盘剥的农民的劳动质量不能不与农奴劳动的质量相似。

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使得现代地主经济结构在

经济组织方面与那种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前俄国纺织工业中占优

势的结构极其相似。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一部分工序（如纱线整

经、织物染色和整理等等）是商人使用自己的工具和雇用工人来进

行的，另一部分工序则是靠农民手工业者的工具来进行的，他们用

６７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这是卡雷舍夫先生的用语（上引书）。卡雷舍夫先生本来应当作出对分制租地
“帮助”“半自由”劳动存在下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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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材料来替商人做工；在现代地主经济中，一部分活计是雇佣

工人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进行的，另一部分活计则是农民用自己

的劳动、农具和牲畜在别人的土地上进行的。在那时的纺织工业

中，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了，因而压在手工业者头上的除

资本而外，还有盘剥、师傅的中间剥削、实物工资制等等；在现代地

主经济中，商业资本和具有降低工资和加强生产者人身依附的种

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同样也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了。在那时的纺

织工业中，建立在原始手工技术基础上的过渡制度延续了几百年，

但在不到３０年中被大机器工业所摧毁；在现代地主经济中，几乎

从有俄罗斯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工役制（地主还在《罗斯法典》６７时

代就盘剥农民了），它使陈旧的技术长久不变，只是在实行改革以

后才开始迅速让位给资本主义。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

代地主经济中，旧制度只意味着生产方式（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停滞和亚洲式制度的统治。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

代地主经济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尽管存在着它所固有的种

种矛盾，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四 工役制度的衰落

  试问，工役制度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工役制度不相容，因为这一制度建筑

在自然经济、停滞的技术以及地主同农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因

此，完备的工役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

的每一步发展都破坏着这一制度实现的条件。

其次，应当注意下述情况。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现代地主

７７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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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工役制应当分为两种：（１）只有有役畜和农具的农民业主

才能承担的工役制（如“全包”的耕种和耕地等等）；（２）没有任何农

具的农村无产者也能承担的工役制（如收割、割草、脱粒等等）。显

然，无论对农民经济或地主经济说来，这两种工役制具有对立的意

义，第二种工役制是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通过一系列极不显

著的转变过程同资本主义相溶合。在我国著作界，通常总是谈论整

个工役制，而不作这样的区别。其实，在工役制被资本主义排挤的

过程中，重心从第一种工役制移到第二种工役制是有很大意义的。

下面就是从《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中摘出的一个例子：“在大多

数田庄中……耕地和播种，即关系到收成好坏的那些需要细心完

成的工作是由固定工人来做的，而收获庄稼，即最需要及时和迅速

完成的工作，则由附近农民来做，后者为此获得货币或农业用地。”

（第５卷第２编第１４０页）在这种农场中，大部分劳动力是通过工

役制获得的，但是这里占优势的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附近农民”

实际 上 在 变 成 农 业 工 人，就 象 德 国 的“合 同 日 工”一

样，这种“合同日工”也占有土地，也在一定季节被雇用（见上面第

１２４页脚注①）。由于９０年代的歉收，农民的马匹大量减少了，无

马户随之增加②，这不能不对加速资本主义制度排挤工役制度的

８７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的４８省马匹调查表明，全体养马主的马匹减少了９．６％，养马
主减少了２８３２１人。在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梁赞、奥廖尔、图拉和下
诺夫哥罗德各省，从１８８８年到１８９３年马匹减少了２１．２％。在其他７个黑土地
带省，从１８９１年到１８９３年马匹减少了１７％。在欧俄３８省，在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
计有７９２２２６０个农户，其中有马户为５７３６４３６个；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间，这些
省有８２８８９８７个农户，其中有马户为５６４７２３３个。可见，有马户的数目减少
了８９０００个，无马户的数目增加了４５６０００个。无马户的百分比从２７．６％增加
到了３１．９％。（《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１８９６年圣彼得堡版第３７卷）我们

见本卷第１５１—１５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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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产生 有力的影响。①

最后，应当指出，农民的分化是工役制度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工役制（第一种）与中等农户的联系是明

显的而且是先天的，这可以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来证明。例

如，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汇编就提供了各类农户中从事计件工

作的农户数目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百分比如下：

户 主 类 别
从事计件工作的
户主对该类户主
总数的百分比

在农户总数中
占的百分比

在从事计件工
作的总户数中
占的百分比

无马者 ９．９ ２４．５ １０．５

有１匹马者 ２７．４ ４０．５ ４７．６

有２—３匹马者 ２９．０ ３１．８ ３９．６

有４匹马者 １６．５ ３．２ ２．３

  全 县 ２３．３ １００ １００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计件工作的现象在两极的两类农

户中逐渐减弱。从事计件工作的多半是中等农户。因为在地方自

治局统计汇编中，往往把计件工作也算作一般的“外水”，所以我们

在这里就看到了中等农民典型“外水”的例子，正如我们在前一章

里了解到下等农户和上等农户的典型“外水”一样。前面所考察的

各种“外水”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企业和出卖劳动力），而

目前这种“外水”则相反，它体现出资本主义不发展和工役制占优

９７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还可参看谢·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
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４６—４７页，这里根据１８８２年和１８８８年的马匹
调查举例说明，在农民马匹数目减少的同时，私有主的马匹数目却增加了。

在上面已经指出，欧俄４８省中，无马户的数目从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的２８０万增加
到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的３２０万，即从２７．３％增加到了２９．２％。在南部４省（比萨
拉比亚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塔夫利达省和赫尔松省），无马户的数目从
１８９６年的３０５８００个增加到１９０４年的３４１６００个，即从３４．７％增加到了３６．

４％。（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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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假定在“计件工作”的总量中占优势的是我们算作第一种工役

制的那些工作的话）。

自然经济和中等农民愈衰落下去，工役制就愈加遭受资本主

义的有力排挤。自然，富裕农民不会成为工役制度的基础，因为只

有极端贫困才能迫使农民去干这种报酬极低并使他的经济破产的

工作。但是农村无产阶级也同样不适合于工役制度，不过这是由于

另一种原因：农村无产者没有任何经济，或者只有一小块土地，他

们不象“中等”农民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因此他们很容易外出，可

以在“自由的”条件下即在工资较高而又不受任何盘剥的条件下受

雇用。因此，我国大地主对农民到城市去以及一切寻找“外水”的做

法，普遍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埋怨农民“很少受到束缚”（见下面第

１８３页①）。纯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着工役制

度②。

０８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下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巴
赫姆特县各地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相对流行情况说明如下：
“货币地租流行最广的地方是煤炭工业和矿盐工业地区，最不流行的地方

是草原地区和纯农业地区。农民一般不愿意为别人做工，尤其不愿意在私人
‘农庄’中做比较受约束而报酬又少的工作。矿井和一切矿场及采矿工业中的
劳动是繁重的并且还损害工人的健康，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工作的报酬较高，
按月或按周领取现款的美景吸引着工人，这种现款，工人在‘农庄’上做工通常
是看不到的，因为在那里做工不是为了抵偿‘一小块土地’、‘一小捆麦秸’、‘一
小块面包’，就是事先已经支取了全部工资以供自己的日常需要等等。这一切
都驱使工人避开‘农庄’的工作，只要在‘农庄’以外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就这样
做。而这种机会恰巧在矿井很多的地方特别多，矿井付给工人‘很多的’钱。农
民在矿井中赚‘几个钱’，就可以用来租种土地，不必再到‘农庄’上去做工。这
样，货币地租就占了统治地位。”（引自《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
国经济调查总结》第２卷第２６５页）在该县非工业的草原乡，则实行粮垛租和
工役地租。
总之，农民为了摆脱工役制宁愿跑到矿井中去做工！按时发现金工资、人

见本卷第２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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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下面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

役制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理论上是如此明

显），早就为考察过地主田庄各种经营方式的农业著作家们看到

了。斯捷布特教授在他１８５７—１８８２年所写的俄国农业论文集序言

中指出：“……在我们的村社农民经济中，正经历着一个农村产业

家业主和农业雇农之间的分离过程。前者成为大耕作者，开始雇用

雇农，通常他们都不再承担计件工作，除非是极端需要添加一些播

种地或使用农业用地放牧牲畜，因为这些土地大多需要承担计件

工作来换取；后者没有马匹，所以根本不能承担任何计件工作。因

此，显然需要过渡到雇农经济，而且要迅速地过渡，因为连那些仍

然承担按亩计件工作的农民，由于他们的马匹衰弱无力和他们担

负的活计过多，在工作质量方面或及时完成工作方面都成了劣等

工作者。”（第２０页）

在现今的地方自治局统计中，也说明了农民的破产引起了资

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例如，在奥廖尔省可以看到，许多租地者

由于粮价的跌落而破产了。于是地主不得不扩大自营耕地。“随着

自营耕地的扩大，普遍希望用雇农劳动代替计件劳动，不再使用农

民的农具……希望采用改良农具来改善耕作……改变经营制度，

种植牧草，扩大和改进畜牧业，使它具有供应畜产品的性质。”

（《１８８７—１８８８年度奥廖尔省的农业概况》第１２４—１２６页。转引自

彼·司徒卢威《评述》第２４２—２４４页）１８９０年，在波尔塔瓦省，在

１８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身自由的雇佣形式和有规律的做工“吸引着”农民，他们甚至宁愿到地下矿井
去做工，而不愿到我国民粹派喜欢描绘得象田园诗一般的农业中去做工。因
为农民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大地主和民粹派加以理想化的工役制有什么
价值，纯粹资本主义的关系比工役制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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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低落的情况下，“全省……农民租种的土地减少了…… 因此

在很多地方，虽然粮价急剧下跌，地主自营耕地的面积却扩大了”

（《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１卷第３０４

页）。在坦波夫省出现过马工价格急剧上涨的事实：１８９２—１８９４这

３年的价格比１８８９—１８９１这３年的价格增长了２５—３０％（１８９５

年《新言论》第３期第１８７页）。马工涨价（农民马匹减少的自然结

果）不能不影响到资本主义制度对工役制的排挤。

当然，我们决不是想拿这些个别的例子来证明资本主义排挤

工役制的论点，因为这方面完备的统计资料还没有。我们只是想以

此来说明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之间有联系这个论点。

大批一般性的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种排挤的存在，这些资料

都是关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和关于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不过在

谈到这些资料以前，我们应当先考察一下民粹派经济学家对现代

俄国地主经济的观点。

五 民粹派对问题的态度

工役制度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这个论点是民粹派也不否

认的。相反，尼·—逊先生（《论文集》第９节）和瓦·沃·先生（在

１８８２年《祖国纪事》第８—９期《我国农民经济和农业》一文中表现

得特别明显）都承认这个论点，虽然他们不是全盘承认。所以下述

情况更加令人惊奇：民粹派竟竭力不去承认下面这个简单的和显

而易见的事实，即现代地主经济结构是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的结合，因而前者愈发达，后者就愈薄弱，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他们

竭力不去分析这两种制度同劳动生产率、同工人的劳动报酬以及

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基本特点等等有什么关系。要是把问题放在

２８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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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础上，即放在确认实际发生的“代替”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

承认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必然性和这种排挤的进步性。民粹派

为了回避这个结论，竟不惜把工役制度理想化。这种奇怪的理想

化，就是民粹派的地主经济演进论的基本特征。瓦·沃·先生甚至

写道：“人民在为农业形式而进行的斗争中仍然是胜利者，尽管取

得的胜利更加促进了他们的破产。”（《资本主义的命运》第２８８

页）。承认这种“胜利”要比确认失败明显得多！尼·—逊先生把徭

役经济和工役经济下的农民分得土地看作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

相结合”的“原则”，却忘记了一件小事，即这种分配土地是保证地

主获得劳动力的手段。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在描述前资本主义的

农业制度时，分析了俄国所有的一切经济关系形式，突出地强调指

出，在工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下，小生产以及农民和土地

相联系都是必然的。但是马克思的头脑中怎么会产生把依附农民

分得土地当作生产者同生产资料永恒联系的“原则”的想法呢？生

产者同生产资料的这种联系乃是中世纪剥削的根源和条件，它造

成技术和社会的停滞，必然需要种种形式的“超经济的强制”，难道

马克思曾有一分钟忘记过这些事实吗？

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这两位先生在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统

计《汇编》中，举出波多利斯克县的某位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农场

作为典型（见第５卷第１编第１７５—１７６页和第２卷第２篇第５９—

６２页），他们同样把工役制和盘剥理想化了。按照卡布鲁柯夫先生

的意见，这个农场证明，“有可能把事情安排好，以消除〈原文如

此！！〉这种对立”（即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利益的对立）“并促进农

民经济和私有经济共臻繁荣〈原文如此！〉”（第５卷第１编第

１７５—１７６页）。原来，农民的繁荣要依靠……工役制和盘剥。农民

３８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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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牧场和牧道（第２卷第６０—６１页）（这并不妨碍民粹派先生

们把他们算作“宽裕”业主），这些农业用地是靠替女地主做工租来

的，他们为此“在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田庄里细心地、及时地、迅速

地干所有的活”①。

简直把这种徭役制直接残余的经济制度完全理想化了！

民粹派这套议论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忘记农民分得土地是徭

役经济或工役经济的一个条件，只要把这种仿佛“独立的”农民必

须交纳工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事实抽象化，我们就会得

出关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纯粹”观念。但是资本主义

同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实际关系，并不会由于简单地把这些

形式抽象化而有丝毫改变。②

我们略微谈一谈卡布鲁柯夫先生的另一个极有趣的议论。我

们已经看到他把工役制理想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作为一个

统计学家评述莫斯科省纯粹资本主义农场的实际类型时，在他的

叙述中（违背他的意志并以歪曲的方式），正好把那些证明俄国农

４８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丘普罗夫先生代表《收成和粮价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一书的全体作者
声明：“据说，工役地租代替货币地租流行起来……乃是一种退步。难道我们
说这一现象是称心的有益的吗？我们……从来也没有肯定这是进步的现象。”

（见《１８９７年３月１—２日帝国自由经济学会辩论会的速记记录》６８第３８页）
这个声明甚至从表面上看也是不对的，因为卡雷舍夫先生（见上面）曾把工役
制描绘成是对农村居民的一种“帮助”。实际上，这个声明同民粹派把工役制
理想化的一切理论的实际内容是完全矛盾的。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司
徒卢威先生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正确地提出了低粮价的意义问题（１８９７
年）：评价低粮价的标准，应当是这种粮价是否促进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
这个问题显然是个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同上述著作家们稍有
分歧。根据本书所叙述的资料（特别是见本章第７节和第４章），我们认为，工
役制在低粮价时期受资本主义排挤，如果不比先前高粮价的历史时期快些，至
少也不会比它慢些，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多半就是如此。

参看上述沃尔金的著作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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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事实反映出来了。请读者注意，并请读者原谅

我们搞引一段较长的文字。

在莫斯科省除了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旧型农场而外，还有

“一种诞生不久的新型农场，这种农场彻底抛弃了一切传统，把事业看得

很简单，如同人们看待每一种生产部门一样，不过是收入的一种来源而已。现

在农业已不再被看作是贵族的消遣，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了…… 不，这

里公认必须要有专门的知识…… 核算的基础〈关于生产组织的核算〉也同

在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中一样”（《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５卷第１编第

１８５页）。

卡布鲁柯夫先生甚至没有看出，对７０年代“诞生不久”的新型

农场的这种评述，正好证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正是资本主

义破天荒第一次把农业从“贵族的消遣”变成了普通的工业，正是

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把事业看得很简单”，使他们“同传

统决裂”，并以“专门的知识”武装起来。在资本主义以前，这既不需

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领地、村社、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不依赖于

其他经济而“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们摆脱长年的停

滞。而资本主义却正是这种力量，它建立了（通过市场）对各个生产

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考虑社会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在欧

洲各国的农业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此。

现在让我们继续听一听卡布鲁柯夫先生是怎样评述我国纯粹

资本主义农场的：

“其次，核算甚至包括了作为影响自然界的必要因素的劳动力，没有这一

因素，任何田庄组织都是白费的。可见，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这一因素的全部意

义，但同时却没有把这一因素当作收入的独立来源，就象在农奴制时期或在

现在所做的一样。现在田庄收益的基础并不是劳动的产品（虽然取得这种产

品乃是使用劳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力求使用这种劳动来生产更有价值的

劳动的产品并通过这种办法来利用劳动成果，而是力求减少工人所得到的那

５８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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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产品，希望为业主尽可能把劳动价值缩小到零。”（第１８６页）这里提到了

用割地换取工役来从事的经营。“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取得收益，并不需要业

主有知识或有特殊的本领。这种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成了地主的纯收入，或者

至少成了那种几乎用不着消耗任何流动资本就可以获得的收入。但是，这种

经营当然是搞不好的，严格说来甚至不能称为经营，正如不能把出租各种农

业用地叫作经营一样；在这里并没有经营的组织。”（第１８６页）作者举了一些

出租割地以换取工役的例子，得出结论说：“经营的重心，从土地取得收入的

方法，在于对工人的作用，而不在于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第１８９页）

这段议论是一个极有趣的例证，表明根据错误的理论会把实

际所看到的事实歪曲成什么样子。卡布鲁柯夫先生把生产和生产

的社会结构混淆起来了。在任何社会结构下，生产总是工人对物质

和物质力量的“作用”。在任何社会结构下，地主的“收入”来源都只

能是剩余产品。和卡布鲁柯夫先生的看法相反，就这两方面来说，

工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两种制度的

真正差别则在于：工役制必然以最低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因此，

没有可能通过增加剩余产品的数量来增加收入，要增加收入只有

一种办法，那就是采用一切盘剥性的雇佣形式。相反，在纯粹资本

主义经济下，盘剥性的雇佣形式一定会消亡，因为不受土地束缚的

无产者是一个不适于盘剥的对象；这时，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是可

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提高收入和在剧烈竞争中保存自

己的唯一手段。由此可见，如此热心地要把工役制理想化的卡布鲁

柯夫先生本人对我国纯粹资本主义农场所作的评述，完全证实了

下述事实：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创造一种必然要求农业合理化和废

除盘剥的社会条件，相反，工役制却排除农业合理化的可能性，使

技术的停滞和生产者的受盘剥永远保留下去。民粹派看到我国农

业中资本主义微弱的情形总是欣喜若狂，这是再轻率不过的了。正

６８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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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主义微弱，事情才更糟糕，因为这只能说明使生产者遭到更

加无比痛苦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强大。

六 恩格尔哈特农场的历史

恩格尔哈特在民粹派中间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要批判他对

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的评价，就等于重复前一节所叙述的东西。我们

认为，把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观点同他自己农场的历史对照一

下，要恰当得多。这种批判也会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个农场的演

进，正好是一幅改革后俄国整个地主经济演进的基本特点的缩影。

当恩格尔哈特接办时，这个农场是建筑在排斥“合理经营”的

传统工役制和盘剥基础上的（《农村来信》第５５９页）。工役制使畜

牧业和土地耕作的质量低劣，使陈旧的耕作制度千篇一律（第１１８

页）。“我看到，按从前的方式经营是不行的。”（第１１８页）草原地区

粮食的竞争降低了粮价，使农场成为无利可图（第８３页）。① 应当

指出，在农场中，除工役制度外，资本主义制度也一开始就起了一

定的作用：雇佣工人虽然为数很少，但在旧式经营时就出现了（牧

工等），恩格尔哈特还证明，他的雇农（来自拥有份地的农民）的工

资“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第１１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畜牧

业质量低劣的情况下“不能再多给了”。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排除了

提高工资的可能性。总之，我们已经熟悉的一切俄国农场的特点，

也就是恩格尔哈特农场的起点，这就是：工役制、盘剥、极低的劳动

７８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廉价粮食的竞争是引起技术改革的原因，因而也是引起自
由雇佣代替工役制的原因。草原地区粮食的竞争在粮价高的年份里也是有
的；不过粮价低的时期使这一竞争特别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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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低得难以想象的”劳动报酬、停滞不前的耕作法。

恩格尔哈特是怎样改变这一经营方式的呢？他改种亚麻，即改

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商业性工业作物。这样一来，就加强了农业的

商业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但是怎样获得劳动力呢？恩格尔哈特

最初试图把旧制度即工役制应用到新的（商业性的）农业上去。但

是没有成功，人们工作得很坏，农民无法胜任“按亩工役”，他们竭

力抵抗这种“一揽子的”和盘剥性的工作。“应当改变一下制度。何

况这时我已经羽毛丰满，买下了自己的马匹、马具、大车、浅耕犁、

耙，并能经营雇农经济了。我开始种植亚麻，把一部分工作交给自

己的雇农去做，另一部分工作则按计件即按定额雇人去做。”（第

２１８页）可见，要过渡到新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性农业，必须用资本

主义制度代替工役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恩格尔哈特采用了资

本主义生产的有效方法：计件工作制。农妇们被雇来按垛、按普特

做工，恩格尔哈特（不免有几分天真的得意）叙述了这种制度的成

功；耕作的费用提高了（从每俄亩２５卢布增加到３５卢布），但是收

入也增加了１０—２０卢布，由于从盘剥性工作过渡到自由雇佣工

作，女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每夜２０俄斤提高到１普特），女

工工资也增加到每天３０—５０戈比（“这在我们这里是空前未有

的”）。当地的一个布商衷心地赞扬恩格尔哈特说：“您搞亚麻使商

业兴隆起来了。”（第２１９页）

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上，然后逐渐推广

到其他农业作业。资本从工役制下夺走的第一批活计之一是脱粒。

大家知道，在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这种工作通常都是按资本主义

方式进行的。恩格尔哈特写道：“我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民按全包

制耕作，否则，我就无法收割黑麦了。”（第２１１页）可见，工役制是

８８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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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保证业主在农忙时找到日工。最初，脱

粒也包括在全包制之内，但是这里的工作质量同样很糟糕，结果不

得不采用自由雇佣劳动。于是全包制耕作不再包括脱粒，脱粒工作

一部分由雇农进行，一部分按计件付酬制包给手下有一批雇佣工

人的包工头。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工役制的结果在这里也是：（１）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从前１６人每天脱粒９００捆，现在８人每天脱粒

１１００捆；（２）增加了脱粒量；（３）缩短了脱粒时间；（４）提高了工人

工资；（５）提高了业主利润。（第２１２页）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也发展到耕地作业中去了。犁代替了旧式

浅耕犁，工作从被盘剥的农民手中转到了雇农手中。恩格尔哈特得

意扬扬地讲述了新式经营的成就和工人的认真态度，他十分公正

地证明，通常都责骂工人懒惰和不认真，这是“打上农奴烙印”的结

果，是“替地主”做奴役性工作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却要求业主

有事业心，要求他们了解人并善于使用他们，了解工作和工作量，

熟悉农业技术和农业的商业性，就是说，要具有农奴制乡村或盘剥

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６９所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那种本领。

农业技术的各种改变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

经济改造。“例如，假定你要种植亚麻和三叶草，那么马上就需要实

行许多其他的变革，如果不实行这种变革，企业就办不好。需要改

换耕具，用犁代替浅耕犁，用铁耙代替木耙，而这又需要有另一种

马、另一种工人和另一种雇用工人的经营制度等等。”（第１５４—

１５５页）

由此可见，农业技术的改变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是紧密联

系着的。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挤的渐进性，即经营制度象

从前一样把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重心却渐渐从前

９８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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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转向后者。请看一看恩格尔哈特经过改造的农场组织吧：

“目前我的工作很多，因为我改变了整个经营制度。大部分工

作是由雇农和日工来做的。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烧荒准备种小麦，

清除桦树准备种亚麻，在第聂伯河边租了一块草地，种了三叶草，

还有无数的黑麦，很多的亚麻。劳动力的需要是没有底的。为了能

雇到工人，必须事先关照，因为到农忙时，大家不是在家里就是在

别的农场上干活。这样招募工人，就要为将来的工作预先支付现金

和粮食。”（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可见，甚至在“合理”组织的农场中也仍然存在着工役制和盘

剥，但是首先，它们同自由雇佣相比已处于从属地位，其次，工役制

本身也有了改变；保存下来的多半是第二种工役制，这种工役制不

是以农民业主为前提，而是以农业雇农和日工为前提。

总之，恩格尔哈特本人的农场，比任何议论都更好地驳倒了恩

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理论。恩格尔哈特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合理

的农场，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他如不组织使用雇农的农

场，便做不到这一点。在他的农场里，农业技术的提高和资本主义

对工役制的排挤是同时并行的，就象在俄国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

的情形一样。这个过程极明显地表现在机器在俄国农业中的使用

上。

七 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

根据农业机器制造业和机器在农业中使用的发展情况，改革

后的时代可分为四个时期。①第一个时期包括农民改革前最后几

０９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１８８３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卷（为１８８２年展览会出
版的版本）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业机器制造业》；同上，１８８６年圣彼
得堡版第２卷第９类；《俄园的农业和林业》（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１８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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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改革后的最初几年。地主争着购买外国机器，以便应付没有农

奴“无偿”劳动的局面，并排除雇用自由工人的困难。自然，这种做

法终于失败了；热潮很快就冷下来，从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起，对外国机

器的需求减少了。从７０年代末期开始了第二个时期，一直延续到

１８８５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国外机器的输入极其有规律地、极其

迅速地增长着；国内生产也有规律地增长着，但是比输入增长得

慢。从１８８１年到１８８４年，农业机器的输入增加得特别快，其部分

原因是由于１８８１年废除了农业机器制造厂所需生熟铁的进口免

税制度。第三个时期于１８８５年开始，直到９０年代初期。在此以前，

输入农业机器是免税的，从这一年起开始征税了（每普特征收５０

个金戈比）。高额关税使机器输入大量减少，加之，恰恰在这一时期

开始了农业危机，国内生产也受到影响，发展很缓慢。最后，第四个

时期看来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农业机器的输入

又增加了，国内农业机器的生产也增长得特别快。

我们且引用一些统计资料来说明上述各点。下面是国外农业

机器在各个时期的年度平均输入量：

时  期 单位千普特 单位千卢布

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年 ２５９．４ ７８７．９

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年 ５６６．３ ２２８３．９

１８７７—１８８０年 ６２９．５ ３５９３．７

１８８１—１８８４年 ９６１．８ ６３１８

１８８５—１８８８年 ３９９．５ ２０３２

１８８９—１８９２年 ５０９．２ ２５９６

１８９３—１８９６年 ８６４．８ ４８６８

１９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圣彼得堡版）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它们的推广和制
造》；《俄国的生产力》（为１８９６年展览会出版的１８９６年圣彼得堡版）中列宁先
生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第１篇）；《财政与工商业通报》１８９６年第５１期
和１８９７年第２１期；上引瓦·拉斯波平的文章。只有最后这篇论文把问题提到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前面各篇都是农学专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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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关于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情况，却没有这样完备

和精确的资料。我国工厂的统计不能令人满意，整个机器生产和农

业机器生产混在一起，没有任何明确规定的原则来区分农业机器

的“工厂”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这一切不能提供俄国农业机

器制造业发展的全貌。综合上述各处资料，我们得到下述俄国农业

机器制造业发展的情况：

农业机器和农的生产、输入和使用情况（单位千卢布）

年份
波兰
王国

波罗的
海沿岸
３ 省

４个南部草原省：
顿河、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塔夫
利达和赫尔松

欧俄
其余
各省

欧俄５０
省和波
兰王国
共 计

外国农
业机器
的输入

农 业
机器的
使 用

１８７６ ６４６ ４１５ ２８０ ９８８ ２３２９ １６２８ ３９５７

１８７９ １０８８ ４３３ ５５７ １７５２ ３８３０ ４０００ ７８３０

１８９０ ４９８ ２１７ ２３６０ １９７１ ５０４６ ２５１９ ７５６５

１８９４ ３８１ ３１４ ６１８３ ２５６７ ９４４５ ５１９４ １４６３９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改良农具排挤原始农具的过程（因而也

是资本主义排挤原始经济形式的过程）是多么明显。１８年中，农业

机器的使用增加了２．５倍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生产增长３倍

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产的主要中心从维斯瓦河沿岸和波

罗的海沿岸省份移到了南俄草原省份。如果在７０年代，俄国农业

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是西部边疆地区省份，那么在１９世纪９０年

代，在纯俄罗斯省份中形成了更出色的农业资本主义地区。①

对于刚才引证的资料，必须补充一点：这些资料虽然是以我们

所研究的问题的官方资料（就我们所知，这也是唯一的资料）为根

２９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为了判明近来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引用《俄罗斯年鉴》（１９０６年圣彼
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中１９００—１９０３年的资料。在这里，帝国的农业机器生
产额是１２０５８０００卢布，而外国农业机器输入额１９０２年是１５２４００００卢布，
１９０３年是２０６１５０００卢布。（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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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还是很不完全，还不能把各个年份作充分比较。１８７６—１８７９

年的资料是专门为１８８２年的展览会搜集的；这批资料极为完备，

不仅包括农具的“工厂”生产，而且还包括农具的“手工业”生产；在

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间，欧俄和波兰王国平均每年计有企业３４０家，但

是若按“工厂”统计资料来看，１８７９年欧俄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

工厂至多不过６６家（根据奥尔洛夫的１８７９年《工厂一览表》计

算）。这两个数字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在３４０家企业中，拥有蒸

汽发动机的还不到１３（１００个），而手工作坊却占１２以上（１９６

个）。在这３４０家企业中，有２３６家没有铸铁工房，不得不在别的地

方铸造生铁零件（《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１８９０年和

１８９４年的材料则取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工商业司版）①。

这些材料甚至连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生产也没有完全包括进

去；例如，据《汇编》统计，１８９０年在欧俄从事这种生产的工厂有

１４９家，而在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中，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

工厂却有１６３家以上；在１８９４年，据前一种资料，欧俄有１６４家这

类工厂（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７０第２１期第５４４页），而据

《工厂索引》，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则有

１７３家以上。至于农业机器和农具的“手工业”小生产，则完全没有

包括在这些资料之内。②因此，毫无疑问，１８９０年和１８９４年的材

３９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② 所有制造和修理农具的作坊，在１８６４年有６４个；１８７１年有１１２个；１８７４年有
２０３个；１８７９年有３４０个；１８８５年有４３５个；１８９２年有４００个；１８９５年约有
４００个（《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３５８页和１８９６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５１
期）。然而，据《汇编》计算，在１８８８—１８９４年这类工厂只有１５７—２１７个（７年
内平均每年为１８３个）。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农业机器的“工厂”生产和“手工
业”生产之间的比例。１８９４年，彼尔姆省只有４个“工厂”，生产总额为２８０００

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２１期已把１８８８—１８９４年的这些资料进行了
比较，但并没有确切指出资料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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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大大低于实际情况；专家们的评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

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总值约为

１０００万卢布（《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３５９页），在１８９５年，则将近

有２０００万卢布（１８９６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５１期）。

我们再引用一些关于俄国制造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种类与数

量的稍微详细的资料。据统计，１８７６年生产了２５８３５件农具，１８７７

年为２９５９０件，１８７８年为３５２２６件，１８７９年生产了４７８９２件农业

机器和农具。从下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这

些数字。１８７９年生产了约１４５００部犁，而１８９４年的年产量达到了

７５５００部。（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２１期）“如果说在５年

前，设法在农民农场中推广犁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那么现在

这个问题却已经自行解决了。农民买一张犁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

而是成了常事，现在农民每年购买的犁，已经数以千计了。”①目前

在俄国使用的大量原始农具，还为犁的产销保留了广阔的场所。②

使用犁方面的进步，甚至提出了应用电力的问题。据《工商报》

（１９０２年第６号）报道，在电气技术人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弗·

阿·勒热夫斯基的报告《农业中的电力》曾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报

告人用一些绘制得很好的图片说明德国用电犁耕地的情况，并且

引证了用这种方法耕地的节约数字，这些数字取自报告人应一个

地主之请为他在南方某省的田庄所作的设计方案和计算。按照设

４９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３６０页。

《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１８９２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１卷第２０２页。
在同一时期，农民的犁生产，由于受到工厂生产排挤而逐渐下降。

卢布，然而按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的调查，这一部门的“手工业作坊”有９４个，其
生产总额为５万卢布，并且，其中包括有６个雇佣工人生产总额在８０００卢布
以上的作坊。（《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１８９６年彼尔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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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预计每年要耕地５４０俄亩，其中一部分每年耕两次。耕地

的深度是４．５—５俄寸，土地是纯黑土。除犁而外，方案中还有用于

其他田间工作的机器设备，甚至包括脱粒机和磨粉机，磨粉机是

２５马力的，每年工作２０００小时。据报告人计算，田庄全套装备外

加６俄里５０毫米粗的架空电线，价值达４１０００卢布。耕种每一俄

亩土地，在装有磨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７卢布４０戈比，在没有磨

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８卢布７０戈比。结果是，按当地劳动力和役

畜等等价格计算，利用电力设备，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节省１０１３

卢布，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没有磨粉机因而用电较少的情况下，

可以节省９６６卢布。

这种急遽的转变，在脱粒机和风车的生产中并没有看到，因为

这种生产早就比较稳固地建立起来了。①甚至连这些农具的“手工

业”生产的特殊中心——梁赞省萨波若克市及其附近村庄——也

已经形成，当地的农民资产阶级分子靠这种“行业”发了好大一笔

财（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２０８—２１０页）。我们

看到，收割机的生产发展得特别迅速。１８７９年，收割机的年产量约

为７８０台；１８９３年，据统计全年共销售收割机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台，而

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则大约达到２７０００台。例如，在１８９５年，塔夫

利达省别尔江斯克城约·格里夫斯工厂——“欧洲这一生产部门

中最大的工厂”（即制造收割机的生产部门，１８９６年《财政与工商

业通报》第５１期）——共生产了４４６４台收割机。在塔夫利达省农

民中间，收割机应用极为普遍，甚至出现了用机器替别人收割庄稼

５９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１８７９年生产的脱粒机约为４５００台，而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约为３５００台。后一数
字并不包括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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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特殊行业。①

关于其他一些不大普及的农具，也有同样的资料。例如，已经

有几十家工厂在生产撒播机。１８９３年，生产更完善的条播机的工

厂只有两家（《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３６０页），而现在已有７家了

（《俄国的生产力》第１编第５１页），使用这些工厂产品特别普遍的

地方，仍然是俄国南部。机器的使用普及到了农业生产的一切部门

和个别产品生产的全部作业：许多专业评论都指出风车、精选机、

谷物清选机（选粮筒）、谷物烘干机、干草压榨机、亚麻碎茎机等等

在普遍采用。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局出版物《１８９８年农业报告的

补充》（１８９９年《北方信使报》第３２号）确认，由于消费性亚麻业转

变为商业性亚麻业，各种机器特别是亚麻碎茎机得到广泛的采用。

犁的数量不断增加。外出做零工的现象对农业机器数量的增加和

６９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例如，１８９３年“有７００台农民机器聚集在法尔茨－费恩（有２０万俄亩土地的
地主）的乌斯宾斯基农庄找活干，但其中一半空手而去，因为一共只雇用了
３５０台”（沙霍夫斯科伊《外出做农业零工》１８９６年莫斯科版第１６１页）。但是在
其他草原省份，特别是在伏尔加左岸省份，收割机的应用还不普遍。然而近几
年，这些省份也都在力求赶上新罗西亚。例如，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所运输
的农业机器、锅驼机及其零件，在１８９０年为７５０００普特，１８９１年为６２０００普
特，１８９２年为８８０００普特，１８９３年为１２００００普特，１８９４年为２１２０００普特，就
是说，不过５年光景，运输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乌霍洛沃车站运出当地制造的
农业机器，在１８９３年约为３００００普特，１８９４年约为８２０００普特，但是在１８９２
年以前（包括１８９２年），该站的农业机器发货量，每年不到１００００普特。“从乌
霍洛沃车站运出的主要是脱粒机，这些机器是在卡尼诺村和斯梅科沃村制造
的，有一部分是在梁赞省萨波若克县城制造的。卡尼诺村有叶尔马柯夫、卡列
夫和哥利科夫３家铸铁厂，主要制造农业机器零件。在上述两个村（卡尼诺和
斯梅科沃）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事机器的最后加工和装配工作。”（《１８９４年塞兹
兰—维亚济马铁路在运输方面与前几年相比的商业活动简况》１８９６年卡卢加
版第４编第６２—６３页）在这个例子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首先，正是在粮价下
跌的最近几年里，生产大大地发展了；其次，“工厂”生产与所谓“手工业”生产
有联系。后者不过是工厂的“厂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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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提高有影响。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同上，第３３号），由于外来

移民的增加，农业机器的采用更加普遍了。在１８８２年，计有农业机

器９０８台；在１８９１—１８９３年，每年平均有２９２７５台；在１８９４—

１８９６年，每年平均有５４８７４台；在１８９５年，农具和农业机器达到

６４０００台。

机器应用的日益增长，自然引起对机器发动机的需求。除蒸汽

机以外，“最近在我国农场中开始大量推广煤油发动机”（《俄国的

生产力》第１编第５６页），虽然第一台煤油发动机在７年以前才在

国外出现，但是我们已经有７个制造这种机器的工厂了。赫尔松省

在７０年代只有１３４台农业用锅驼机（《俄罗斯帝国蒸汽发动机统

计材料》１８８２年圣彼得堡版），在１８８１年已有５００台左右（《俄国

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２卷农具篇）。在１８８４—１８８６年，该省３县

（全省共有６个县）共有蒸汽脱粒机４３６台。“现在（１８９５年），这种

机器的数量估计至少要多一倍。”（捷贾科夫《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

其卫生监督组织》１８９６年赫尔松版第７１页）《财政与工商业通报》

（１８９７年第２１期）指出：在赫尔松省，蒸汽脱粒机“约有１１５０台，

在库班州，蒸汽脱粒机的数量保持在这个数字左右，等等…… 购

买蒸汽脱粒机近来具有了工业性…… 常有这种情形：只要经过

两三个丰收年，企业主就可以将一台价值５０００卢布的带有锅驼机

的脱粒机成本全部收回，并立即用同样的条件购买一台新机器。因

此，在库班州的小农场中，往往可以看到５台乃至１０台这样的机

器。在 那 里，这 种 机 器 已 成 了 所 有 设 备 完 善 一 点 的

农场的必需的东西”。“总的说来，在俄国南部，现在有１万台以上

的农业用锅驼机在转动着。”（《俄国的生产力》第９编第１５１页）①

７９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参看１８９８年８月１９日《俄罗斯新闻》（第１６７号）登载的塔夫利达省彼列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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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在整个欧俄农业中只有１３５１台锅驼机，而

在１９０１年，根据不完全的资料（《１９０３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

已有农业用锅驼机１２０９１台，在１９０２年有１４６０９台，在１９０３年有

１６０２１台，在１９０４年有１７２８７台。只要回想一下这种情形，我们就

会明白，最近二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在我国农业中进行了何等巨大

的革命。地方自治机关对于加速这一过程出了很大的力量。在

１８９７年初，“就已经有１１个省２０３个县的地方自治局设置了农业

机器和农具的地方自治局货栈，其流动资本共达１００万卢布左右”

（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２１期）。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

货栈的贸易额，１８９０年为２２６００卢布，１８９２年增加到９４９００卢布，

１８９５年达到２１０１００卢布。６年来，共售出了１２６００部犁，５００台风

车和精选机，３００台收割机，２００台马拉脱粒机。“地方自治局货栈

农具的最主要买主是哥萨克和农民，他们所买的犁和马拉脱粒机

占这些产品全部销售量的７０％。播种机和收割机的买主，主要是

地主，而且是拥有１００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１８９７年《财政与

工商业通报》第４期）

据１８９５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地方自治局的报告，“该省改

良农具的普及非常迅速”。例如，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计有：

８９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县通讯。“由于在我国农民中收割机、蒸汽脱粒机和马拉脱粒机非常普及，田
间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用‘磙子’脱粒的老办法，已经过时了。克里木农民年
年都在扩大播种面积，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改良的农具和农业机器。用磙
子脱粒，每天至多不过１５０—２００普特，而一架１０马力的蒸汽脱粒机每天脱粒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普特，马拉脱粒机每天也能脱粒７００—８００普特。因此对农具、收
割机和脱粒机的需求，逐年增加，以致出现了今年也出现的情况：农具工厂没
有存货，不能满足农民要求。”应当认为，粮价下跌是改良农具普及的最主要原
因之一，因为粮价下跌迫使农村业主降低生产费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１８９４年 １８９５年

犁、多铧浅耕犁和翻耕器（属于地主的） ５２２０ ６７５２

犁、多铧浅耕犁和翻耕器（属于农民的） ２７２７１ ３０１１２

马拉脱粒机（属于地主的） １３１ ２９０

马拉脱粒机（属于农民的） ６７１ ８３８

（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６期）

根据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１８９５年莫斯科省农民共有

犁４１２１０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２０．２％（１８９６年《财政与工

商业通报》第３１期）。据１８９６年的单独统计，特维尔省共有犁

５１２６６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１６．５％。在１８９０年，特维尔县

仅有犁２９０部，而在１８９６年，则达到５５８１部。（《特维尔省统计资

料汇编》第１３卷第２编第９１页和第９４页）由此可见，农民资产阶

级的经济是多么迅速地在增强和改进。

八 机器在农业中的意义

我们弄清农业机器的制造和机器在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使用

高速度发展这一事实以后，现在就应当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的社

会经济意义问题。由上述关于农民农业和地主农业的经济情况可

以得出如下原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

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

现在谈一谈第一个原理。我们看到，工役经济制度和同它有密

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守的技术和保持

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

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和与世

９９１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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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依附农民的穷苦贫困和逆来顺受，都排斥了进行革新的可能

性。特别应当指出，工役经济下的劳动报酬比使用自由雇佣劳动条

件下的劳动报酬要低得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而大家知道，低

工资是采用机器的最重要障碍之一。确实，事实也告诉我们，广泛

的农业技术改革运动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改革后

时期才开始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竞争和农民对世界市

场的依赖，使技术改革成为必要，而粮价的跌落则更加强了这种必

要性①。

为了阐明第二个原理，我们应当分别地考察一下地主经济和

农民经济。地主在购置机器或改良农具时，就用自己的农具代替农

民（为地主做工者）的农具；这样，他就从工役经济制度过渡到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广泛使用农业机器，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

挤。当然，譬如说使用收割机和脱粒机等等的日工形式的工役，仍

然可能成为出租土地的条件，但这已经是把农民变为日工的第二

种工役了。因此，这种“例外”只是证实了下面这个普遍的常规：地

主农场购置改良农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照民粹派的术语来说是

“独立的”）农民变为雇佣工人，这正象把工作分到各家去做的包买

主购置自己的生产工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手工业者”变为雇佣

工人一样。地主农场购置自己的农具，必然会使靠工役谋取生活资

００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近两年，由于粮价跌落和必须降低农活费用，收割机开始如此迅速地推广起
来，货栈已不能及时满足全部需要。”（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７１页）现代农业危
机是资本主义危机。它象一切资本主义危机一样，使某个地方、某个地区、某
个农业部门的农场主和业主破产，同时给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区、另一些农
业部门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尼·—逊、卡布鲁柯夫等先生们在这
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议论，就在于他们不了解现代危机及其经济性质的这个
根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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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中等农民遭到破产。我们已经看到，工役正是中等农民特有的

“副业”，因而中等农民的农具不仅是农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①因此，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普及和农

民的被剥夺，是两种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象。至于在农民中

普及改良农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前一章里已经说明，此地不

再赘述。机器在农业中的经常使用，毫不留情地排挤宗法式的“中

等”农民，正象蒸汽织布机排挤手工业织工一样。

机器应用于农业的结果，证实了上面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

进步的一切典型特征及其固有的一切矛盾。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

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以前，农业几乎完全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之

外。因此，单是俄国农业中日益广泛使用机器这一事实，就足以使

人看出，尼·—逊先生所谓俄国粮食生产“绝对停滞”（《论文集》第

３２页）乃至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

个论断与公认的事实相抵触，尼·—逊先生需要它，是要把前资本

主义的制度理想化。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论断。

其次，机器导致生产的积聚和资本主义协作在农业中的应用。

一方面，采用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只有大业主才能办到；另

一方面，只有需要加工的产品数量很大，使用机器才不会亏本；扩

大生产是采用机器的必要条件。因此，收割机、蒸汽脱粒机等等的

广泛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的积聚，我们在下面也确实看到，使用

机器特别普遍的俄国那个农业地区（新罗西亚），农场的规模也是

１０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瓦·沃·先生以下列独特方式表达这一真理（中等农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地主工役经济制度的存在）：“可以说，地主分担着他（农民）的农具费
用”。萨宁先生对此公正地指出：“结果，不是工人为地主工作，而是地主为工
人工作。”古尔维奇《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俄译本附录：阿·萨宁《关于人民生
产理论的几点意见》，１８９６年莫斯科版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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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的。不过应当指出，如果仅仅把粗放式地扩大播种面积这一

种形式看作是农业的积聚（尼·—逊先生就是这样看的），那就错

了；事实上，由于商业性农业具有各种形式，农业生产的积聚也表

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关于这点见下一章）。生产的积聚同工人在

农场中的广泛协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

大农庄的例子，该农庄同时使用数百台收割机来收割庄稼。“４—８

匹马拉的脱粒机，需要１４—２３个以至更多的劳动力，其中半数是

妇女和少年儿童，即半劳力…… 所有大农场都拥有的８—１０马

力的蒸汽脱粒机〈赫尔松省〉，同时需要５０—７０个劳动力，其中多

半是半劳力，即１２—１７岁的男女儿童”（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９３

页）。同一位作者公正地指出：“同时集聚了５００—１０００名工人的大

农场，堪与工业企业媲美。”（第１５１页）① 就这样，当我们的民粹派

妄谈什么“村社”“可以轻易地”把协作应用于农业时，实际生活却

在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已经把村社分化为许多彼此利

益相冲突的经济集团，建立了以雇佣工人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农

场。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看出，机器为资本主义建立了国内市场：

第一，生产资料市场（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等等的产品的市场）；

第二，劳动力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采用导致自由雇佣劳动

代替工役制，也导致雇用雇农的农民农场的建立。农业机器的大量

采用，是以大量农业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业资本主义最

发达的地区，这种采用机器同时采用雇佣劳动的过程，是同另一个

过程即机器排挤雇佣工人的过程交错着的。一方面，农民资产阶级

２０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也可参看下一章第２节，该节引证了有关俄国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农场规模的
更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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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和地主从工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造成对雇佣工人的需

求；另一方面，在那些经营早已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地方，机

器却在排挤雇佣工人。这两个过程给整个俄国带来的总的结果怎

样，即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关于这一点，还

没有大量确切的统计资料。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个数目是增

加了（见下一节）。我们认为，这个数目现在还在继续增加①。第一，

关于机器排挤农业雇佣工人的资料，只有新罗西亚一个地区的，而

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西部边疆区、

东部边疆地区、某些工业省份），这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证。

还存在着广大的工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机器的采用也

造成对雇佣工人的需求。第二，农业集约程度的增大（如种植块根

作物），大大扩大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见第４章）。当然，资本主义

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全国农业完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各种

农业作业都普遍采用机器时，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工人相反）的

绝对数量就一定会减少。

至于谈到新罗西亚，当地的调查者指出那里确有高度发达的

资本主义的通常后果。机器排挤雇佣工人，并在农业中造成资本主

义的后备军。“劳动力价格高得出奇的时期，在赫尔松省也已成为

过去。由于……农具的迅速普及……〈以及由于其他原因〉劳动力

的价格不断下降〈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农具的配置，解除了

大农场对工人的依赖②，同时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工人陷于

３０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② 关于这一点波诺马廖夫先生是这样说的：“机器调整好收获价格，大概同时还
使工人守纪律。”（《农业和林业》杂志中的论文，转引自１８９６年《财政与工商业
通报》第１４期）。请回忆一下，“资本主义工厂的平达”７１尤尔博士，是怎样

无须说明，在拥有大量农民的国家里，农业雇佣工人数量的绝对增加，与农村
人口数量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都是完全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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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境地。”（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６６—７１页）另一位地方自治

局的卫生医生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在其著作《１８９５年塔夫利达省

卡霍夫卡镇尼古拉耶夫市集的外来农业工人和对他们的卫生监

督》（１８９６年赫尔松版）中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劳动力价格……日

趋跌落，很大一部分外来工人被抛在一边，得不到任何工钱，就是

说造成了经济科学上所谓的劳动后备军——人为的过剩人口。”

（第６１页）这种后备军所引起的劳动价格的跌落，有时竟使“许多

拥有机器的业主宁肯”（在１８９５年）“用手工收割而不用机器收割”

（同上，第６６页，引自１８９５年８月出版的《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汇

编》）！这一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清楚、更令人信服地表明，机器的

资本主义使用所固有的矛盾是何等深刻！

使用机器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业

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农业，一般说来已造成了一种近乎工厂工人等

级制的工人等级制。例如，在南俄农庄中工人分为：（Ａ）整劳力，能

做一切工作的成年男子；（Ｂ）半劳力，即妇女和２０岁以下的男子；

半劳力又分为两类，（１）从１２、１３岁至１５、１６岁——狭义的半劳

力，（２）力气大的半劳力，“农庄上称为‘四分之三’劳力”①，即从１６

岁至２０岁，除用大镰刀割草外，能做整劳力所做的任何工作；最

后，（Ｃ）干零活的半劳力，８岁以上１４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做的工

作是养猪、养牛犊、除草以及犁地时赶牲口。他们干活往往只是为

了有饭吃和有衣穿。农具的采用“使整劳力的劳动贬值”，使人可以

用更廉价的妇女劳动和少年劳动来代替它。有关外来工人的统计

４０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７２页。

欢迎在工人中建立“秩序”和“纪律”的机器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不仅顺利地
建立了“农业工厂”，而且还顺利地造成了一批这些工厂的“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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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证实了妇女劳动排挤男劳动的情况：１８９０年，卡霍夫卡镇和

赫尔松城登记过的工人中，妇女占工人总数的１２．７％；１８９４年在

全省占１８．２％（５６４６４人中有１０２３９人）；１８９５年占２５．６％（４８７５３

人中有１３４７４人）。１８９３年儿童占０．７％（１０—１４岁），１８９５年占

１．６９％（７—１４岁）。在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的本地农庄工人

中，儿童占１０．６％。（同上）

机器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例如采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收割

机（用手投的）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叫“焦头机”或“烂额

机”，因为用它来工作要求工人极度紧张，工人自己要代替投掷器。

（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１编第５２页）同样，在使用脱粒机时的劳

动强度也增加了。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机器在这方面（和在其他

任何方面一样）也造成了延长工作日的巨大刺激因素。农业中也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夜工。“丰收年景……在某些农庄和许多农民农场

里，甚至晚上都工作”（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１２６页），用人工照明

即点着火把进行工作（第９２页）。最后，经常使用机器势必发生农

业工人受伤事故；少女和儿童在机器旁干活，自然会发生特别多的

工伤。例如，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医院和诊疗所，农忙季节“几乎全

被外伤病号”挤满，成了“那些遭受农业机器和农具无情摧残的、不

断从农业工人大军掉队下来的人们的野战医院”。（同上，第１２６

页）现在已经出现了论述农业机器造成工伤事故的医学专著。有人

建议颁布一些关于使用农业机器的强制性法令。（同上）农业中的

大机器工业正如工业中的大机器工业一样，强有力地提出了对生

产实行社会监督和调节的要求。关于这种监督的尝试，我们以后还

要谈到。

最后，我们要指出，民粹派对农业中使用机器问题的态度是极

５０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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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的。承认使用机器的好处和进步意义，维护发展和促进使用

机器的各种措施，同时又忽视机器在俄国农业中是按资本主义方

式使用的，这就滑到大小地主的观点上去了。我们的民粹派恰恰忽

略了采用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甚至不想去

分析，采用机器的都是些什么类型的农民农场和地主农场。瓦·沃

·先生怒气冲冲地把瓦·切尔尼亚耶夫先生叫作“资本主义技术

的代表人物”（《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１１页）。大概，正是瓦·

切尔尼亚耶夫先生或农业部其他某位官员要对俄国机器按资本主

义方式使用负责吧！尼·—逊先生尽管夸夸其谈地允诺“不脱离事

实”（《论文集》第ＸＩＶ页），但是却回避正是资本主义促进机器在

我国农业中的使用这个事实，甚至还杜撰了一种可笑的理论，说交

换会降低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第７４页）！批判这种对资料不经任

何分析而颁布的理论，既无可能，又无必要。我们只举尼·—逊先

生议论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如果我们这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

那么，现在每俄石小麦的价钱就不是１２卢布，而是６卢布，如此而

已。”（第２３４页）远不止如此而已啊，最可敬的经济学家先生。“我

们这里”（也象在任何商品经济社会里一样），着手提高技术的是个

别业主，其余的只是逐渐效法罢了。“我们这里”，只有农村企业主

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我们这里”，大小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进步，是

同农民破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如果说被

农村企业主的农场提高了的技术已成为社会必要技术（只有在这

种情况下，价格才会下跌一半），那就意味着几乎全部农业都转入

资本家手中，意味着千百万农民完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非农业人

口大量增长，工厂不断增加（要使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

必须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蒸汽机运输业，修建许多新

６０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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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业建筑物，如商店、货栈、水渠等等，等等）。尼·—逊先生在这

里又犯了他议论中常犯的一个小小错误：他跳过资本主义发展所

必 经 的 渐 进 步 骤，跳 过 必 然 伴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的

那一套复杂的社会经济改革，而悲叹和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

危险性。

九 农业中的雇佣劳动

现在我们来谈谈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自由雇佣劳动

的使用。改革后经济的这一特点，最有力地表现在欧俄的南部和东

部边疆地区，表现在名叫“外出做农业零工”这种人所共知的农业

雇佣工人的大批流动上。因此，我们首先要引证一下俄国农业资本

主义的这个主要地区的资料，然后再来考察有关整个俄国的资料。

我国农民外出寻找雇佣工作的大规模流动，在我国著作界早

就有人提到。弗列罗夫斯基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俄国工人阶级的

状况》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他曾试图确定这种流动情况在各省的

相对普遍程度。１８７５年，查斯拉夫斯基先生对“外出做农业零工”

作了概括的评论（《国务知识汇编》第２卷），并指出了它的真实意

义（“形成了……一种半流浪的居民……一种未来的雇农”）。１８８７

年，拉斯波平先生汇总了有关这一现象的许多地方自治局统计资

料，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一般的农民出外寻找“外水”，而是农业中

雇佣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在９０年代，谢·柯罗连科、鲁德涅夫、

捷贾科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沙霍夫斯科伊等先生的著作出版了，

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空前充实起来。

７０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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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雇佣工人移入的主要地区是比萨拉比亚省、赫尔松省、塔

夫利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顿河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

（南部）和奥伦堡省。这里所谈的只限于欧俄地区，但是必须指出，

这种流动还在继续发展（尤其是最近），连北高加索和乌拉尔州等

地也被扩及到了。关于这一地区（商业性谷物业地区）的资本主义

农业的资料，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引证；在那里，我们还要举出其他

一些农业工人移入的地区。农业工人移出的主要地区是中部黑土

地带各省：喀山省、辛比尔斯克省、奔萨省、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

省、奥廖尔省、库尔斯克省、沃罗涅日省、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

切尔尼戈夫省、基辅省、波多利斯克省和沃伦省。①可见，工人的流

动是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移向人口最稀少的可以移民的地区，是

从过去农奴制最发展的地区移向过去农奴制最薄弱的地区②，是

从工役制最发展的地区移向工役制不发展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

地区。这样一来，工人就从“半自由”劳动流向自由劳动。如果以为

这种流动只限于从人口稠密的地方移到人口稀少的地方，那就错

了。对工人流动情况的研究（上引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著作）揭示

了一个奇特而重要的现象：在很多移出地区，由于工人的大量出

走，竟出现了缺少工人的现象，结果就从其他地区移入工人以补不

足。这就是说，工人的出走不仅体现了居民要更平均地分布于现有

地区的意向，而且也体现了工人要到更好的地方去的意向。我们只

要想一想，移出地区即工役制地区的农业工人的工资特别低，而移

８０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查斯拉夫斯基已经指出，在工人移入的地区，过去农奴的百分比是４—１５％，
而在移出的地区是４０—６０％。

在第８章中，我们研究俄国雇佣工人流动的整个过程时，将更详细地叙述各地
外出做零工的性质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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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区即资本主义地区的工资要高得多，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理

解这种意向了。①

至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规模，则只有谢·柯罗连科先生的

上述著作提供了这方面的总的资料，据他统计，整个欧俄的过剩工

人（同当地对工人的需求相比较）有６３６００００人，其中包括上述１５

个外出做农业零工省份的２１３７０００人，然而８个移入省份所缺少

的工人据他计算则为２１７３０００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方法

虽然还远不能常常令人满意，但是应当承认，他的总的结论（我们

在下面将不止一次地看到）大体是正确的，流浪工人的数字非但没

有被夸大，甚至低于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在这移到南方的２００万

工人中，有一部分是非农业工人。但是，沙霍夫斯科伊先生（上引

书）作了完全任意和粗略的计算，说这个数目中有一半是工业工

人。第一，我们根据种种资料知道，移到这个地区的工人大多数是

农业工人；第二，农业工人不仅来自上述各省。沙霍夫斯科伊先生

自己就提供了一个足以证实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的数字。正

是他指出：在１８９１年，１１个黑土地带省份（属于上述农业工人移

出的地区）共发出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２０００７０３张（上引书第２４

页），而按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这些省份放出的工人却只有

１７４５９１３人。因此，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丝毫没有夸大，而俄

国农业流浪工人的总数，显然一定在２００万以上。②这么多的“农

９０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②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核对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我们从上面引证的捷贾科
夫和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的著作中得知，在寻找“外水”的流动中，至少乘坐过
一段火车的农业工人人数，约占工人总数的１１０（把两位作者的资料加在一
起，我们得出，在被询问过的７２６３５个工人中，至少乘坐过一段火车的仅７８２７

见第８章第４节（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中的１０年图表资料（见本卷第５４１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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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抛弃了自己的房屋和份地（指有房屋和份地的），这就明显地证

实了小农变为农村无产者的巨大过程，证实了日益发展的农业资

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大量需求。

现在试问，欧俄的农业雇佣工人——流浪工人和定居工人加

在一起，一共有多少呢？据我们所知，唯一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

鲁德涅夫先生的著作《欧俄农民的副业》（《萨拉托夫地方自治机关

汇编》１８９４年第６号和第１１号）。这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汇总了欧

俄１９个省中１４８个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据他计算，在

５１２９８６３个男劳动力（１８—６０岁）当中，“从事副业者”共占

２７９８１２２人，即占农民劳动力总数的５５％①。作者仅仅把农业雇佣

劳动（雇农、日工、牧人和饲养员）算作“农业副业”。算出俄国各省

各区农业工人在成年男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后，作者得

出如下结论：在黑土地带，从事农业雇佣劳动的约占全体男劳动力

的２５％，而在非黑土地带，约占１０％。由此得出的数字是，欧俄的

农业工人为３３９５０００人，化为整数是３５０万人（上引鲁德涅夫的著

作第４４８页。这个数字约占成年男劳动力总数的２０％）。这里必须

指出，据鲁德涅夫先生说，“日工和计件农业工作只有在成为某个

人或某个家庭的最主要工作时，统计人员才将它列入副业”（上引

０１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可见，不把农业雇佣工作当作最主要工作，而当作与自己的经营同样重要的工
作的大批农民，没有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人）。然而，据沙霍夫斯科伊先生报道，在１８９１年，由上述方向三条最主要铁路
干线运送的工人数目不超过２０万人（１７００００—１８９０００人）（上引书第７１页，
关于铁路的资料）。因此，到南方去的工人总数应为２００万左右。顺便说一句，
乘火车的农业工人所占比例微不足道，说明尼·—逊先生认为我国铁路客运
的主要旅客是农业工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尼·—逊先生忘记了非农业工人得
到的工资较高，所以他们乘火车较多，而这些工人（例如建筑工人、掘土工人、
搬运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工人）的外出时间也在春夏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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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第４４６页）①。

鲁德涅夫先生的这个数字，应当说是最低的，因为第一，地方

自治局的调查资料是８０年代的，有时甚至是７０年代的，多少有些

过时了；第二，在确定农业工人的百分比时，完全忽略了农业资本

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各省。但是由于没

有其他资料，也就只好采用３５０万人这个数字。

由此可见，约有五分之一的农民已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的

“最主要工作”，是在富裕农民和地主那里做雇佣工作。在这里，我

们看到了第一批需要农村无产阶级劳动力的企业主。这就是雇用

近半数下等农民的农村企业主。这样，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同

下等“农民”的扩大即农村无产者数量的增加之间，出现了一种完

全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些农村企业主中间，农民资产阶级起着显

著作用，例如，在沃罗涅日省的９个县中，农民雇用的雇农占雇农

总数的４３．４％（鲁德涅夫的著作第４３４页）。如果我们把这一百分

比作为计算全俄农业工人的标准，那就可以看出，农民资产阶级共

需要约１５０万农业工人。同样是“农民”，一方面把千百万寻找雇主

的工人抛到市场上，另一面又大量需要雇佣工人。

十 自由雇佣劳动在农业中的意义

现在我们想叙述一下由于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而在农业中形成

１１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鲁德涅夫先生还指出，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土地、购买地和租地上耕作之外，其
他一切工作都算作“副业”。无疑地，这些“从事副业者”多半是农业和工业中
的雇佣工人。因此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些资料接近于我们计算出来的农村无
产者的数字：在第２章里，我们认为农村无产者约占农民的４０％。此地我们看
到“从事副业者”占５５％，其中大约有４０％以上从事各种雇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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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社会关系的基本特点，并确定它们的意义。

这样大量地移入南方的农业工人，都属于农民中最贫苦的阶

层。移入赫尔松省的工人，有７１０是徒步去的，因为他们没有钱买

火车票，“沿着铁路和水路，欣赏着火车飞速奔驰、轮船徐徐航行的

美丽景色，成百上千俄里地长途跋涉”（捷贾科夫的书第３５页）。每

个工人平均大约只带两个卢布①，有时甚至连买身分证的钱都没

有，只好花１０戈比弄一张限期一月的临时身分证。旅途要继续

１０—１２天，行路人的两脚由于走路过多（有时要赤足在春天冰冷

的泥泞中行走）都浮肿起来，满是茧子和伤口。约有１１０的工人是

坐民船（用木板钉的大船，可容纳５０—８０人，通常挤得水泄不通）

走的。官方委员会（兹韦金采夫委员会７２）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流动

方法极端危险：“每年总有一两只或更多超载的民船，连同它们的

乘客一起葬身水底。”（同上，第３４页）绝大多数工人都有份地，但

是数量微乎其微。捷贾科夫先生公正地指出：“实际上，这成千上万

的农业工人都是无地的农村无产者，现在他们全靠外出做零工为

生…… 土地的被剥夺在飞快进行着，同时，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

也在不断增加。”（第７７页）新工人即初次找工作的人的数目，是这

种迅速增长的明证。这种新工人往往占３０％左右。同时，根据这个

数字可以判断造成固定的农业工人基干这一过程的速度。

工人的大批流动造成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独特雇

佣形式。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了许多劳动力市场，成千上万的工人

聚集在那里，雇主们也会合到那里。这种市场常常同城市、工业中

心、商业村和市集结合在一起。中心区所具有的工业性质特别吸引

２１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路费是凑起来的，靠变卖家具乃至什物，抵押份地，典当物品、衣服等等，甚至用
服工役的办法“向神父、地主和当地富农”借钱（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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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因为他们也乐于受人雇用去做非农业工作。例如，在基辅省，

什波拉镇和斯梅拉镇（甜菜制糖工业的大中心）以及白采尔科维城

都成了劳动力市场。在赫尔松省，商业村（新乌克兰卡、比尔祖拉、

莫斯托沃耶——在这些地方每逢星期日聚集了９０００名以上的工

人——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铁路车站（兹纳缅卡、多林斯卡亚等

等）、城市（伊丽莎白格勒、博布里涅茨、沃兹涅先斯克、敖德萨等

等）都成了劳动力市场。敖德萨的小市民、小工和“纨袴子弟”（当地

对游民的称呼）夏天也来找农活做。在敖德萨，雇用农业工人的地

方叫作谢列季纳广场（或“科萨尔卡”）。“工人们都不经其他市场而

直奔敖德萨，以图在这里得到较高的工资。”（捷贾科夫的书第５８

页）克里沃罗格镇是雇用农业工人和采矿工人的大市场。在塔夫利

达省卡霍夫卡镇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劳动力市场，那里以前聚集过

将近４万工人，在９０年代有２—３万工人，现在根据一些资料来看

更少了。在比萨拉比亚省应该指出的是阿克尔曼城；在叶卡捷琳诺

斯拉夫省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和洛佐瓦亚车站；在顿河州是顿

河畔罗斯托夫，那里每年来往的工人将近有１５万。在北高加索是

叶卡捷琳诺达尔和新罗西斯克两城、季霍列茨卡亚车站等。在萨马

拉省是波克罗夫斯克镇（在萨拉托夫对岸）、巴拉科沃村等。在萨拉

托夫省是赫瓦伦斯克和沃利斯克两城。在辛比尔斯克省是塞兹兰

城。这样，资本主义就在各个边疆地区创造了“农业和手工业结

合”的新形式，即农业雇佣劳动和非农业雇佣劳动的结合。这种结

合，只有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时代，才有可能达到广

泛的规模，因为大机器工业破坏了技巧、“手艺”的作用，由一种职

业转到另一种职业变得容易了，雇佣形式一律化了。①

３１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沙霍夫斯科伊先生还指出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成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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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 这个地区的雇佣形式是十分独特的，在资本主义农业

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部黑土地带常见的一切半宗法式的半盘

剥性的雇佣工作形式，这里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雇主和雇工的

关系，只是劳动力买卖的交易。正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下常有

的情况一样，工人愿意做日工或周工，因为这种雇佣形式可以使他

们按照对劳动的需求更精确地调整工资。“每个市场地区（周围４０

俄里）的价格都象数学般精确地确定下来，雇主想要破坏这种价格

非常困难，因为外来的农夫与其接受较低的工资，还不如呆在市场

上或到别处去。”（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１０４页）不言而喻，劳动价

格的剧烈波动，引起无数违反合同事件，不过这并不象雇主通常所

说的只出于一方，而是出于双方，“罢工的发生是由于双方面的原

因：工人商量要多得些工资，雇主商量要少出些工资”（同上，第

１０７页）。①在这里，在阶级关系中，“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公然支

配到什么程度，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老练的雇主非常清

楚”，工人只有在吃完他们全部面包的时候才会“屈服”。“一个业主

说，他到市场上去雇用工人……他在工人当中走来走去，用手杖敲

他们的背包〈原文如此！〉，里面有面包，就不跟这种工人搭话，转身

４１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在丰收的农忙季节，工人洋洋得意，要说动他得花很大力气。给他出价，他连
睬都不睬，一味重复说：答应我的要价，就算成交。这倒不是因为人手少，而是
正象工人所说的：‘我们占着上风’。”（一个乡文书的报道，沙霍夫斯科伊的书
第１２５页）
有个地主通讯员承认说：“要是收成不好，劳动力的价格跌落，富农雇主就

利用这个机会，在合同期满以前解雇工人，于是工人的大忙时期就在当地寻找
工作中或在旅途中逝去。”（同上，第１３２页）

万的木筏沿着第聂伯河驶往下游各城市。每个木筏上有１５—２０个工人（木筏
工人），他们大部分是奥廖尔省的白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他们在整个航
行期间只能得到几个戈比”，主要指望能被人雇用去收割和脱粒。这种指望只
有在“丰收”年景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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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市场”，等到“市场上有了空背包”的时候再说（引自１８９０年

《农村通报》第１５期，同上，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正象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样，在这里也可看到，小资本

压迫工人特别厉害。单纯的商业性考虑① 使大雇主放弃微小的压

榨，因为这种压榨得益很少，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受到巨大损失。因

此，例如大雇主（雇用３００—８００工人）就尽量不在一周过后便解雇

工人，并且他们自己按照对劳动的需求来规定价格；某些雇主甚至

在附近地区劳动价格提高时，实行附加工资制，——一切证据都说

明，由于工人很好地工作和不发生冲突，这些附加工资会得到超额

的补偿（同上，第１３０—１３２页和第１０４页）。相反，小业主是不择手

段的。“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移民雇用的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付

给他们的工资高１５—２０％，但是这些业主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

动量要高５０％。”（同上，第１１６页）在这类业主那里做工的“乡下

姑娘们”，正如她们自己所说的，不知道“白天和黑夜”。移民们在雇

用割草工人时，要自己的子弟轮班紧跟在他们后头工作（即督促工

人！），这些轮班的督促者一天三次精力充沛地去换班，督促工人，

“所以从疲惫的外貌就容易看出哪些人是在德意志移民那里做工

的”。“独立农庄主和德意志人一般避免雇用以前在地主农庄里做

过活的人。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在我们这里是吃不消的’。”

（同上）②

５１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② 人们说库班州的“哥萨克”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哥萨克千方百计地压低劳动力
的价格，或者用个人的力量，或者用整个村社的力量〈原文如此！可惜，关于
‘村社’的这种最新职能，我们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克扣伙食，加班加点，解雇
工人时扣留工人的身分证，通过村社决议，责成个别业主不得雇用高于一定

参看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序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
３７２—３８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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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机器工业把大量工人集中在一起，改革了生产方法，撕毁

了掩盖阶级关系的一切传统的、宗法式的屏障和外衣，总是使社会

注意力经常转到这种关系上来，引起实行社会监督和社会调节的

尝试。这种现象（在工厂视察中表现特别明显）在俄国资本主义农

业中，即在资本主义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已开始表现出来。关于工

人卫生状况的问题，在赫尔松省，早在１８７５年赫尔松地方自治机

关医生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过，随后到１８８８年又重新

提出，１８８９年制定了调查工人状况的计划。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进行的

卫生调查（非常不完全），揭开了掩盖穷乡僻壤劳动条件的帷幕的

一角。例如，调查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工人住处，即使有工

棚，通常都盖得极不合乎卫生，土窑也“并不特别罕见”，住在里面

的是牧羊人，他们深受潮湿、拥挤、寒冷、黑暗和窒闷的痛苦。工人

们常常吃不饱。工作日一般长达１２．５—１５小时，即比大工业中的

一般工作日（１１—１２小时）要长得多。在最炎热的时候打歇也只是

一种“例外”，因而患脑病是常有的事情。在机器上干活造成了职业

分工和职业病。例如在脱粒机上干活的有“滚筒工”（把麦捆放进滚

筒，工作非常危险而且极端困难，因为禾秸上的大量尘土会从滚筒

里喷到脸上）、“递捆手”（传递麦捆，活很重，每隔１—２小时就得换

班）。妇女们打扫滑秸，小孩子们把它们搬运到一边，再由３—５个

工人堆成垛。全省脱粒工人在２０万人以上。（捷贾科夫的书第９４

页）①捷贾科夫先生对农活的卫生状况作出这样的结论：“古人说，

６１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顺便指出，脱粒这个活常常由自由雇佣工人干。因此可以断定，全俄脱粒工人
的数目该有多大！

工价的工人，否则处以罚款等等。”（Ａ．别洛博罗多夫《库班地区的外来工人》，
载于１８９６年《北方通报》２月号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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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劳动是‘最惬意而有益的工作’，这种说法在资本主义精神

统治着农业领域的现在，一般说来，未必合宜了。随着农业活动中

使用机器耕作，农业劳动的卫生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坏

了。机器耕作引起了农业领域前所未闻的劳动专业化，因

而农村居民中的职业病增加了，严重的工伤事故大量发生。”（第

９４页）

试图建立医疗膳食站来进行工人登记，监督工人的卫生状况

以及供给廉价饭食，这是卫生调查的结果（在荒年和霍乱流行之

后）。不论所做的事情的范围和成果怎样微小，不论它的存在怎样

不稳固①，但它总是一个表明农业资本主义趋向的重大历史事实。

根据医生收集的资料，有人向赫尔松省全省医生代表大会建议：承

认医疗膳食站的重要性和改善它们的卫生条件的必要性，扩大它

们的活动，使它们兼有通告劳动价格及其涨落情况的工人职业介

绍所的性质，把卫生监督推广到拥有大量人手的一切规模不同的

大农场中去——“如同在工业企业中那样”（第１５５页），颁布使用

农业机器和登记工伤事故的强制性法令，提出有关工人生活保障

权、改善蒸汽机运输和降低其价格的问题。全俄医生第五次代表大

会通过决议，责成各有关地方自治机关注意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

在组织医疗卫生监督方面的活动。

最后，我们再一次回头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家。我们在上面已

经看到，他们把工役制理想化了，闭眼不看资本主义比工役制进步

７１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① 在赫尔松省６个县的地方自治会议中（捷贾科夫先生叙述了这些会议对组织
监督工人卫生状况一事的意见），有４个表示反对这种制度。当地的地主指责
省地方自治局，说“它会完全使工人变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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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现在我们应当补充一点，他们还反对工人“外出做零工”，

赞成在当地挣“外水”。例如，尼·—逊先生是这样表达这个寻常的

民粹派观点的：“农民……外出寻找工作…… 试问，这在经济方

面有多大益处呢？不就个别农民而就全体农民来说，这在国家经济

方面有多大益处呢？…… 我们想要指出，农民每年整个夏天的迁

移（天 晓 得 他 们 到 什 么 地 方 去）造 成 了 纯 经 济 上 的

损失，本来在这个时候，手边会有很多工作……”（第２３—２４

页）

与民粹派的理论相反，我们断定，工人的“迁移”不仅给工人本

身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而且一般说来应当认为是一种进步现

象；社会注意力不应当集中在以当地的“手边工作”来代替外出做

零工，相反，应当集中在消除一切阻挡外出的障碍，从各方面来促

进外出，使工人流动的一切条件得到改善并减低费用等等。我们这

样说的根据如下：

（１）“迁移”能给工人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因为他们所去的

地方工资较高，在那里他们当雇工的境况较有利。尽管这个理由是

多么简单，可是人们常常把它忘记了，他们总喜欢站到更高的仿佛

是“国家经济的”观点来看问题。

（２）“迁移”能破坏盘剥性的雇佣形式和工役制。

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从前外出还不大通行的时候，南方的地主

（以及其他企业主）乐意采用如下的雇佣方法：他们派自己的管家

到北方各省，以极苛刻的条件来雇用（通过村长）欠缴税款的人。①

８１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上引沙霍夫斯科伊的书第９８页及以下各页。作者甚至引用了因有利地雇用到
农民付给文书和村长的“酬金”价格。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６５页。特里罗果夫
《村社和赋税》一书中的《国民经济中的盘剥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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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雇主利用了自由竞争，而雇工就不能利用它。上面我们已经

引证过这样的例子：农民甚至情愿跑到矿井去，以逃避工役和盘

剥。

因此，我国大地主同民粹派对“迁移”问题的观点一致，这是不

足为奇的。就拿谢·柯罗连科先生来作例子吧。他在自己的书中

引证了地主反对工人“外出做零工”的许多意见，同时又列举了反

对“外出做零工”的许多“论据”：“放荡”，“粗野”，“酗酒”，“不诚

实”，“希望离开家庭，以摆脱家庭和父母的监督”，“贪图玩乐和更

开心的生活”，等等。而特别值得注意的论据是：“最后，正如谚语所

说的，‘石留原地则生苔’，人留原地就一定会置办产业，珍惜产

业。”（上引书第８４页）确实，这个谚语很明显地说明定居在一个地

方会对人发生什么影响。谢·柯罗连科先生特别不满的是我们上

面指出过的那种现象：“过”多的工人从某些省出走，其缺额又得从

别的省移入工人来补充。例如谢·柯罗连科先生在指出有关沃罗

涅日省的这个事实时，也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赐与

份地的农民太多了。“显然，这种农民所处的物质境况比较恶劣，他

们并不记挂着自己那点微乎其微的财产，因而常常不履行自己承

担的义务，甚至在家乡可以找到足够数量外水的时候，一般也很轻

率地跑到外省去。”“这种农民很少束缚于〈原文如此！〉自己那份不

充裕的份地，他们往往连农具也没有，所以很容易抛弃家室，远离

故乡去寻找幸福，他们不关心本地的外水，有时甚至不关心自己所

承担的义务，因为从他们那里也往往没有东西可以追赔。”

（同上）

“很少受到束缚”！这是真话。

那些说“迁移”没有益处，最好在当地找点“手边工作”的人，应

９１２第三章 地主从徭役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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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仔细想想这句话！①

（３）“迁移”意味着造成居民的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

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

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而认为任何一所农村学校都能

使人获得人们在独立认识南方和北方、农业和工业、首都和偏僻地

方时所能获得的知识，那就太天真了。

０２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民粹派成见的有害影响。捷贾科夫先生（我们常常引
证他的杰作）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赫尔松省本身缺乏大量工人，可是有很
多当地工人离开那里到塔夫利达省去。他把这叫作“非常奇怪的现象”：“业主
吃亏，工人也吃亏，因为工人抛弃了家乡的工作，到塔夫利达去冒找不到工作
的危险。”（第３３页）相反，我们认为捷贾科夫先生的这种说法才是非常奇怪
的。难道工人不懂得自己的利益，没有权利为自己寻找最有利的雇佣条件吗？
（塔夫利达省农业工人的工资比赫尔松省高。）难道我们真的应当认为，农夫一
定要在他有户口和“有份地”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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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我们考察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内部经济结构，现在应当

来研究农业生产中的变化问题：这些变化是否表现了资本主义和

国内市场的发展？

一 关于改革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

各种商业性农业的总的资料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关欧俄粮食生产的总的统计资料。收获

量的起伏很大，这使个别时期的或个别年份的资料完全不适用。①

必须考察几个不同的时期和许多年份的资料。下面是我们掌握的

资料：关于６０年代，有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年的资料（《军事统计汇编》

１８７１年圣彼得堡版第４编，省长报告的资料）；关于７０年代，有农

业司的整整１０年的资料（《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１８８３年圣彼

得堡版第１卷）；最后，关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有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５

年的资料（《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４卷），这５年可以代表整个

８０年代，因为１８８０—１８８９年这１０年的平均收获量甚至比１８８３—

１２２

① 单凭这一个原因来看，尼·—逊先生所用的方法就是完全错误的，他根据一个
１０年中的８年（１８７１—１８７８年）的资料，就作出非常大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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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７年这５年的平均收获量还要高些（见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

《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一书第１３２页和第１４２页）。其次，为了判断

９０年代朝什么方向演进，我们采用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这１０年的资料

（《俄国的生产力》第１编第４页）。最后，１９０５年的资料（《俄罗斯

年鉴》１９０６年版）对于判断当前的情况是完全适用的。１９０５年的收

获量仅略低于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年这５年的平均收获量。

我们把所有这些资料作个比较①：

欧俄５０省７３
全部粮食，即谷
物加马铃薯 马 铃 薯 每一口人的纯收获

 时 期
男女人口
（单位百万）

播 种
纯收获 播 种
（单位百万俄石）

纯收获
 

谷物
 

马铃薯 粮食总计
（单位俄石）

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６１．４ ７２．２ １５２．８ ６．９ １７．０ ２．２１ ０．２７ ２．４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９ ６９．８ ７５．６ ２１１．３ ８．７ ３０．４ ２．５９ ０．４３ ３．０２

１８８３—１８８７ ８１．７ ８０．３ ２５５．２ １０．８ ３６．２ ２．６８ ０．４４ ３．１２

１８８５—１８９４ ８６．３ ９２．６ ２６５．２ １６．５ ４４．３ ２．５７ ０．５０ ３．０７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

—１９０５ １０７．６ １０３．５ ３９６．５ ２４．９ ９３．９ ２．８１ ０．８７ ３．６８

  我们由此看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改革后时代的特点是谷

物和马铃薯的生产都显著增加。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第一，

纯收获量比播种量增加得快（除了某些局部的例外）；第二，必须注

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这个时期不断减少，这是由于人口由农

业转入商业和工业，同时也由于农民迁离欧俄境外。② 有一件事实

特别值得注意，即商业性农业在增长：按每一口人计算的粮食收获

２２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尼·—逊先生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他断言：“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他们的人数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在减少，正好相反。”（《论文集》第３３页脚注）见第８章
第２节。

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这段时期采用的是１８８５年的人口数；增长率＝１．２％。大家知
道，省长报告的资料和农业司的资料差别不很大。１９０５年的数字是以普特折
成俄石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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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扣去种子）增加了，而在这些人口内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工商

业人口增加了；农业人口分化为农村企业主和农村无产阶级；农业

本身越来越专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粮食数量的增长，要比全

国生产的粮食总量的增长快得多。马铃薯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

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①马铃薯播

种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农业技术的提高（种植块根作物）和农产品

技术加工的发展（酿酒和马铃薯淀粉的生产）；另一方面，在农村企

业主阶级看来，则是生产相对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生活费的下降，

人民饮食的恶化）。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这１０年的资料进一步表明，

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的危机曾经大大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夺，这次危机使

谷物生产大为减少，使各种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降低；但是马铃薯

排挤谷物的过程竟顽强地延续着，尽管收获量减少，马铃薯的生产

按每一口人计算却增加了。再者，最近５年（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年）同样

说明农业生产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人阶级状况的

恶化（马铃薯的比重增加）。

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的专业

化。大量有关各种粮食生产的笼统资料，只能最一般地说明这个过

程（但也不是经常如此），因为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在这里都消失

３２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从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年到１８７０—１８７９年，马铃薯的纯收获量，按每一口人计算，在
所有欧俄各地区都有增加。从１８７０—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１１个地区中
有７个地区增产（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地区，西北部地区，北
部地区，南部地区，草原地区，下伏尔加地区和伏尔加左岸地区）。
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７

编（农业部出版）。１８７１年欧俄５０省种植马铃薯７９００００俄亩，１８８１年种植
１３７５０００俄亩，１８９５年种植２１５４０００俄亩，也就是说在１５年中增加了５５％。
以１８４１年马铃薯的收获量为１００，以后时期的数字如下：１８６１年——１２０；
１８７１年—１６２；１８８１年——２９７；１８９５年——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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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而改革后俄国农业最大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不同农业地区的

独特化。例如，我们已经引证过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１８８３

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卷）就指出了下列农业地区：亚麻业地区；“以畜

牧业为主的”、特别是“牛奶业很发达”的区域；以谷类作物为主的

区域，包括三圃制地区和改良了的熟荒地制或多圃草田制地区（草

原地带的一部分，它的“特点是生产最名贵的所谓上品粮食，主要

是为了运销国外”）；甜菜地区；酿酒用马铃薯种植地区。“上述经济

地区是不久以前在欧俄境内出现的，并且每年还在不断地发展和

独特化。”（上引书第１５页）① 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研究农

业专业化这一过程。我们应当考察各种商业性农业是否有所发展，

资本主义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正在形成，农业资本主义是否具

有我们在前面分析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总的资料时所指出的那

些特性。不言而喻，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要研究几个最主要的商

业性农业地区就够了。

但是在研究各个地区的资料以前，我们要指出以下的情况：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总是竭力设法回避一个事实，即

改革后时代的特征正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自然，他们在这里还忽

略了这样一个情况：谷物价格的下跌一定会推动农业的专业化和

引起农产品的交换。举例来说，《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

方面的影响》这本名著的作者们，都以粮价对于自然经济没有意义

这个前提作为出发点，并且无数次地重复这个“真理”。然而他们中

４２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也可参看《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８４—８８页；这里还增加了烟草地区。在德·
谢苗诺夫先生和阿·福尔图纳托夫先生绘制的地图中，按主要大田作物的差
别，标明了各个不同的地区，例如普斯科夫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是黑麦—燕麦
—亚麻地区，格罗德诺省和莫斯科省是黑麦—燕麦—马铃薯地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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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一位卡布鲁柯夫先生看出，在商品经济的一般环境中，这个前

提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他写道：“当然，可能有这种情况，与自己农

场里种的谷物相比，供应市场的谷物是用较少的生产费用生产的，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农场似乎也会有不种谷物而改种其他作物〈或

从事其他事业，——我们加上一句〉的兴趣，可见，只要谷物的市场

价格同消费农场的生产费用不一致，谷物的市场价格对消费农场

就具有意义”。（第１卷第９８页脚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但是我

们不能考虑这一点”，——他下令说。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１）

改种其他农作物“只是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才有可能。卡布鲁柯

夫先生就用这种空洞的老生常谈（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只是在一定

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若无其事地回避了这个事实：改革后时代在

俄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专业化和使人口离开农业

的条件…… （２）因为“在我国的气候下，不可能找到一种在食粮

意义上和谷物相等的产品”。论据非常独特，完全是为了回避问题。

既然谈的是出售其他产品和购买廉价粮食，怎么又扯起这些其他

产品的食粮意义来了呢？…… （３）因为“消费式的谷物农场始终

有它 存 在 的 合 理根 据”。换 句 话 说，是 因 为 卡 布 鲁 柯

夫先生“和同志们”认为自然经济是“合理的”。请看，论据是不可驳

倒的……

二 商业性谷物业地区

这个地区包括欧俄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即新罗西亚和伏

尔加左岸的草原省份。这里农业的特点是粗放性和大量生产销售

粮。如果我们看一看下列８个省份——赫尔松省、比萨拉比亚省、

５２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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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利达省、顿河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萨拉托夫省、萨马拉省

和奥伦堡省，就会知道，在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这里的人口是１３８７７

０００人，谷物（除去燕麦）纯收获量是４１３０００００俄石，也就是说，

占欧俄５０省纯收获总量的１４强。这里种得最多的是小麦——主

要的出口粮食。①这里的农业发展最快（与俄国其他地区相比），因

而这些省份把原先占第一位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排挤到第二位去

了：

下列时期内每一口人的谷物纯收获量②

各 省 地 区 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８７０—１８７９ １８８３—１８８７

南部草原省地区……… ２．０９ ２．１４ ３．４２

下伏尔加和伏尔加左岸

 省地区……………… ２．１２ ２．９６ ３．３５

中部黑土地带省地区… ３．３２ ３．８８ ３．２８

  可见，谷物生产的主要中心发生转移：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和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曾为各省之冠，但在１９世纪８０

年代就把第一位让给了草原省份和下伏尔加省份；它们的谷物生

产开始下降。

上述地区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这个有趣的事实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在改革后时代草原边疆地区曾经是久有人满之患的欧俄中

部的移民区。大片的闲地吸引移民大量流入这里，他们很快就扩大

了播种面积。③商业性的播种面积所以能够广泛发展，只是由于这

６２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见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１８９７年６月《新言论》）关于边疆地区人口有巨大

资料来源前面已经说过。各省地区的划分是依据《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
“下伏尔加和伏尔加左岸”地区的划分并不妥当，因为把更适合于列入中部黑
土地带的阿斯特拉罕省（该省食用粮食不足）、喀山省和辛比尔斯克省都列入
了大量生产谷物的草原省份。

除了萨拉托夫省有１４．３％的小麦播种面积以外，我们看到在上述其余各省有
３７．６—５７．８％的小麦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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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移民区一方面同俄罗斯中部，另一方面又同输入谷物的欧洲国

家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俄罗斯中部工业的发展和边疆地区商业性

农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互相为对方建立市场。工业

省份从南方得到粮食，同时把自己工厂的产品送到那里去销售，给

移民区供应劳动力、手艺人（见第５章第３节，关于小手工业者向

边疆地区的迁移）和生产资料（木材、建筑材料、工具及其他）。只是

由于这种社会分工，草原地方的移民才能够专门从事农业， 并在

国内市场上，特别是在国外市场上销售大量谷物。只是由于同国内

外市场的联系密切，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才能如此迅速；而这正是

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在商业性农业增长的同时，把人口吸引到工

业的过程，城市发展以及新的大工业中心形成的过程也在同样迅

速地进行（参看下面第７章和第８章）。①

至于说这个地区内的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是否同农业的技术进

步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有联系的问题，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我

７２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２８９页，——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基本
特征之一是移民容易得到大片的闲地（俄译本第６２３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２５卷第８５２—８５３页。——编者注）把这个地方完全译错了）。也可参看
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２１０页，俄译本第５５３页，——农业移民区所以有大量剩余
粮食，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全部居民一开始就“几乎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
宗农产品的生产”，用以换取工业品。“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
到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产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２５卷第７５５页。——编者注）

增长和从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９７年有几十万农民自内地各省往边疆地区迁移的文
章。关于扩大播种面积，参看前面提到过的弗·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萨马拉
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瓦·格里戈里耶夫的《梁赞省农民的迁移》。关于乌
法省，见列梅佐夫《野蛮的巴什基尔生活特写》，该书生动地描写了“移民者”如
何砍伐造船木材，把“肃清了”“野蛮的”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变成“小麦工厂”。
这是殖民政策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它足以与德国人在非洲任何地方的任何丰
功伟绩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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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第２章中看到：农民在这些地方有着多么广阔的播种面积，这

里的资本主义关系即使在村社内部也表现得多么尖锐。我们在前

一章中看到：机器的使用在这个地区发展得特别迅速，边疆地区的

资本主义农场吸引了几十万和几百万的雇佣工人，发展了农业中

从未见过的、由雇佣工人进行巨大协作的大农场等等。现在我们只

要略微补充一下这个情况就行了。

在草原边疆地区，地主田庄不仅有时具有规模巨大的特点，而

且还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在前面引用过萨马拉省有人有８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俄亩播种面积的报道。在塔夫利达省，法尔

茨—费恩有２０００００俄亩，莫尔德维诺夫有８００００俄亩，另外两个

人各有６００００俄亩，“很多地主拥有１００００到２５０００俄亩”（沙霍

夫斯科伊的书第４２页）。下列事实可以略微说明经营的规模。例

如，在法尔茨－费恩那里，１８９３年割草期间使用了１１００台机器

（其中有１０００台是农民的）。在赫尔松省，１８９３年有３３０００００俄

亩播种面积，其中１３０００００俄亩是地主的；该省５个县（敖德萨县

除外）计有１２３７个中等农户（占地２５０—１０００俄亩），４０５个大农

户（占地１０００—２５００俄亩），还有２２６个各占地超过２５００俄亩

的农户。根据１８９０年所收集的５２６个农户的资料，这些农户共有

３５５１４名工人，即平均每户有６７名工人，其中有１６到３０名年工。

１８９３年，伊丽莎白格勒县１００个比较大的农户中，有１１１９７名工

人（平均每户有１１２名工人！），其中年工占１７．４％，季节工占３９．

５％，日工占４３．１％。①下面是关于该县所有农户的（地主的和农民

的）播种面积分配情况的资料②：

８２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赫尔松省土地估价材料》１８８６年赫尔松版第２卷。每类播种面积俄亩数是用

上引捷贾科夫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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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占播种面积的
大 概 数 字
（单位千俄亩）

不种地的农户 １５２２８ —

种地不满５俄亩的农户 ２６９６３ ７４．６

种地５—１０俄亩的农户 １９１９４ １４４

种地１０—２５俄亩的农户 １０２３４ １５７

种地２５—１００俄亩的农户
种地１００—１０００俄亩的农户
种地超过１０００俄亩的农户

   
２００５
３７２
１０

２３８７    
９１
１１０
１４

２１５

    全县 共 计 ７４００６ ５９０．６

  由此可见，３％多一点的农户（如果只算耕作者，则为４％）集

中了全部播种面积的１９以上，这些土地的耕种和收获需要大批

季节工和日工。①

最后，是关于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的资料。我们在第２章中

只举出了在村社中进行经营的俄罗斯农民；现在我们把德意志人

和“独立农庄主”（在单独地段进行经营的农民）也算上。可惜我们

没有掌握地主农场的资料。②

萨 马 拉 省

新 乌 津 斯 克 县

户数

土  地

购买地 租 地

播
种
面
积

单 位 俄 亩

牲畜头

数（折

合成大

牲畜的

总 数）

改

良

农

具

雇

工

平 均 每 户 所 有

土  地

购买地 租 地

播种
面积

单位俄亩

牲畜头
数（折
合成大
牲畜的
总 数）

全 县 共 计 ５１３４８１３０４２２７５１８７３８１６１３３３４３２６０１３７７８８２７８ ２．５ １４．６ １５．９ ６．７

有１０头以上役畜的
农户      

 
前项数字中拥有２０
头以上役畜的俄
罗斯独立农庄主

３９５８ １１７６２１５８０１５８３２７５２７１５１７４４１０５９８６０５５ ２９ １４６ ８２ ３８

２１８ ５７０８３ ２５３６６９ ５９１３７ ３９５２０１０１３１３７９ ２６１ １１６３ ２７１ １８１

９２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新乌津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全部租地，包括官地租地、私有地租地、份地
租地，均已列入。下面是俄罗斯独立农庄主所有改良工具一览表：犁６０９部，

平均播种面积乘农户数算出来的。类别数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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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没有必要给这些资料作注解。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上

述地区是最典型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地区，当然，所谓典型的不是

指农业而言，而是就社会经济来说的。这些得到最自由发展的移民

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改革前生活方式的许多残余阻碍资本主义

的话，那么俄国其余地方可能而且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发展起

来。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农业资本主义的形式是非常繁多的。

三 商业性畜牧业地区。关于

 牛奶业发展的总的资料

  我们现在来谈俄国另一个最重要的农业资本主义地区，即不

是以谷物产品而是以畜产品为主的区域。这个区域除波罗的海沿

岸和西部省份以外，还包括北部省份、工业省份和几个中部省份

（梁赞省，奥廖尔省，图拉省，下诺夫哥罗德省）的一部分。这里饲养

牲畜是为了发展牛奶业，而农业的整个性质都适应于获得尽可能

多的尽可能值钱的这类市场产品。①“我们亲眼见到积肥畜牧业正

在明显地向乳品畜牧业过渡；这种过渡在最近１０年表现得特别显

著。”（上注中所引著作，同上）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俄国各区域在这

０３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在俄国其他区域，畜牧业具有另外的意义。例如，在最南部地区和东南地区形
成了一种非常粗放的畜牧业形式，即育肥牲畜的肉用畜牧业。再往北，牛被当
作劳动力使用。最后，在中部黑土地带，牛成了“制造厩肥的机器”。弗·柯瓦
列夫斯基和 ．列维茨基《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１８７９年圣
彼得堡版）。这本书的作者象大多数农业专家一样，对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很
少感兴趣，也很少了解。例如，他们直接从农户收入的提高得出“国民福利和
食品”得到保证的结论，便是完全错误的（第２页）。

蒸汽脱粒机１６台，马拉脱粒机８９台，割草机１１０台，马拉搂草机６４台，风车
６１台，收割机６４台。雇工数字内不包括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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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牛的绝对数量，而

是产乳牲畜的数量及其质量。如果以每１００个居民拥有的牲畜总

数来看，那就会发现：在俄国，这个数量最多的是草原边疆地区，数

量最少的是非黑土地带（《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２７４页），而且这

个数量在逐渐减少（《俄国的生产力》第３编第６页。参看《俄国工

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因此，在这里看到的也正是罗雪尔曾经

指出的现象，即每一单位人口拥有的牲畜数量以经营“粗放畜牧

业”的地方为最多（威·罗雪尔《农业经济》１８７３年斯图加特第７

版第５６３—５６４页）。而我们所关心的是集约畜牧业，特别是乳品畜

牧业。因此我们只能局限于上述《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

概论》一书的作者们所提供的大致的计算，不奢求去对现象作精确

的估计。这样的计算清楚地说明俄国各区域牛奶业发展程度的对

比。我们完整地引用这一计算，并将我们计算出来的几个平均数字

和“工厂”统计资料中关于１８９０年干酪生产的资料补充进去。

省  份  类  别

男女人
口（单
位千）
（１８７３
年）

奶牛

（单位

千）

牛奶产

量（单
位千维

德罗①

奶油产
量（单
位 千
普 特）

每头奶
牛平均
产奶量
（单位
维 德
罗）

每一百个居民拥有的

奶牛

牛奶
（单位
维德
罗）

奶油
（单位

普特）

干酪、凝乳和
奶油的生产
（根据１８７９年
的大致计算）

１８９０年
的干酪
生 产

单位千卢布

一、波罗的海沿岸及西部
 省份（９）

８１２７ １１０１ ３４０７０ ２９７ ３１ １３６ ４２０ ３６ ？ ４６９

二、北部省份（１０） １２２２７ １４０７ ５００００ ４６１ ３５ １１．４ ４０９ ３．７ ３３７０．７ ５６３

三、工业（非黑土地带）省
 份（７）

８８２２ ６６２ １８８１０ １５４ ２８ ７．５ ２１４ １．７ １０８８ ２９５

四、中部（黑土地带）省份
 （８）

１２３８７ ７８５ １６１４０ １３３ ２０ ６．３ １３０ １．０ ２４２．７ ２３

五、南部黑土地带、西南
 部、南部及东部草原
  省份（１６）

２４０８７ １１２３ ２０８８０ １７４ １８ ４．６ ８６ ０．７ — —

 欧俄５０省共计 ６５６５０ ５０７８１３９９００１２１９ ２７ ７．７ ２１３ １．８ ４７０１．４ １３５０

 ① 俄国液量单位，等于１２．３公升。——编者注

１３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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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清楚地说明（尽管所依据的是十分陈旧的资料）牛奶业

专业地区的划分、这些地区内商业性农业（牛奶的销售和牛奶的技

术加工）的发展以及产乳牲畜生产率的提高。

为了判断牛奶业的逐步发展情况，我们所能利用的只有关于

乳脂和干酪生产的资料。这种生产在俄国出现于１８世纪末（１７９５

年）；１９世纪开始发展的地主经营的干酪制造业，在１９世纪６０年

代遭到了严重的危机，而这个６０年代却开辟了农民和商人经营干

酪制造业的时代。

欧俄５０省的干酪作坊如下①：

１８６６年７２个作坊，计工人２２６名，生产额１１９０００卢布。

１８７９年１０８个作坊，计工人２８９名，生产额２２５０００卢布。

１８９０年２６５个作坊，计工人８６５名，生产额１３５００００卢布。

可见，２５年中生产增加了１０倍以上；根据这些极不完整的资

料，只能判断现象的动态。现在我们再引用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沃洛格达省的牛奶业实际是从１８７２年开始好转的，当时正值雅罗

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的铁路通车；从那时起，“业主们开始关心自

己畜群的改良，种植牧草，购置改良农具……竭力把牛奶业放在纯

粹商业的基础上”（《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第２０

２３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军事统计汇编》和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第１版和第３版）所载资
料。关于这些资料见本书第７章（见本卷第４１９—４２２页。——编者注）。不过
应当指出，援引的数字减低了实际发展的速度，因为“工厂”这个概念运用的范
围，１８７９年比１８６６年狭窄，而１８９０年比１８７９年还要狭窄。在《工厂一览表》
第３版中有关于２３０个工厂开办时间的资料：原来只有２６个工厂是在１８７０
年以前开办的，６８个工厂是在７０年代开办的，１２２个工厂是在８０年代开办
的，１４个工厂是在１８９０年开办的。这也说明了生产的迅速增长。至于最新的
《工厂索引》（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内容极为混乱，只登记了两三个省的干酪
生产，其余各省全部略过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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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７０年代的所谓“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

“已经打下了基础”，而“干酪制造业作为私人办企业在继续发展，

‘劳动组合’只是徒有其名”（第２５页）；我们补充一点，《工厂一览

表》中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是一种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欧俄

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的作者们依据官方资料，认为干

酪和奶油的生产额是４１２０００卢布（从散见于该书中的数字统计出

来的），不是２９５０００卢布，而这个数字的修正使得奶油和干酪的生

产额成为１６０００００卢布，如果加上炼乳和凝乳，就是４７０１４００卢

布，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各省还都未计算在内。

关于后一段时期，我们引用上面摘引过的农业司出版的《从欧

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

动》一书的评述如下。关于所有工业省份的情况，我们看到：“牛奶

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农户的状况完全改观”，它“还间接影响了

农业的改进”，“这个地区的牛奶业一年比一年发展”。（第２５８页）

在特维尔省，“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力图改善牲畜的饲养”；畜牧

业的收入共计１０００万卢布。（第２７４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牛奶

业一年比一年发展…… 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甚至开始具有

某种工业性质……牛奶是向邻居甚至是向农民收购来的。有的干

酪制造厂是由一些地主合伙经营的”。（第２８５页）雅罗斯拉夫尔省

达尼洛夫县的一个通讯员写道：“目前，这里地主经济的一般趋向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１）从三圃轮作过渡到在地里种草的五圃——

七圃轮作；（２）开垦熟荒地；（３）经营牛奶业，其结果是更严格地挑

选牲畜和改善牲畜的饲养。”（第２９２页）斯摩棱斯克省也是这样，

该省的干酪和奶油的生产额，据省长报告，１８８９年是２４００００卢布

（根据统计，１８９０年为１３６０００卢布）。在卡卢加省，科夫诺省，下诺

３３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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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爱斯兰省，沃洛格达省也可以看出牛奶

业的发展。沃洛格达省奶油和干酪的生产额，根据１８９０年的统计，

是３５０００卢布，根据省长的报告，是１０８０００卢布，根据１８９４年当

地３８９个工厂的统计资料，是５０００００卢布。“这是根据统计得来

的数字。实际上，工厂要多得多，因为根据沃洛格达地方自治局的

调查，仅沃洛格达１个县就有２２４个工厂。”而生产已在３个县内

发展起来，并且已经部分渗入第４个县。① 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

需要把上面引用的数字增加若干倍才能接近实际情况。一位专家

认为，目前乳脂制造厂和干酪制造厂的数目“共有几千个”（《俄国

的农业和林业》第２９９页），这个粗略的评断比２６５个工厂这一似

乎精确的数字更正确地说明了问题。

总之，资料使人毫不怀疑这种特殊的商业性农业有了巨大发

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增长也引起了陈旧技术的改革。例如，我

们在《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一书中看到：“最近２５年来俄国在干酪

制造业方面成就之大，恐怕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做到的。”（第

３０１页）。布拉任先生在《牛奶业的技术成就》（《俄国的生产力》第３

编第３８—４５页）这篇文章中也是这样肯定的。主要的改革，是用离

心机（分离机）② 分离乳脂的方法来代替“历来的”乳脂沉淀法。机

器使生产不再受气温的限制，增加了牛奶中的奶油出产量１０％，

４３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１８８２年以前，俄国几乎没有分离机。从１８８６年起，分离机推广得很快，竟完全
排挤了旧的工作方法。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甚至有了奶油抽取分离机。

１８９６年《星期周报》７４第１３期。牛奶业之有利可图，竟使城市商人都急忙投入
这种营业，而且他们还带来了用商品付款的办法。当地一个拥有大工厂的地
主，为了使农民摆脱包买主的盘剥，为了“占有新的市场”，设立了一个“现款收
购牛奶”的劳动组合。这个典型例子说明了劳动组合和有名的“销售组织”的
真正含义：借助产业资本的发展来“摆脱”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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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制作奶油的费用（使用机器需要较少的劳

动、较少的场地、用具、冰块），使生产积聚。农民经营的大型乳脂制

造厂出现了，这些厂“每天要加工大约５００普特的牛奶，如采用沉

淀法，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同上）。生产工具改良了（保温锅、

螺旋式压榨机、改良地窖），细菌学被用来帮助生产，它提供了乳脂

发酵所必需的那种乳酸菌的纯培养。

这样，在我们所论述过的两个商业性农业地区中，因市场需要

而引起的技术改良，首先针对那些最便于改革而且对市场来说又

特别重要的工序：商业性谷物业中的收割、脱粒、净谷工作；商业性

畜牧业地区的畜产品技术加工。资本认为把牲畜的饲养留给小生

产者去料理暂时还更有利：让小生产者“勤快地”、“热心地”照料

“自己的”牲畜（并以自己的勤快感动瓦·沃·先生，见《农民经济

中的进步潮流》第７３页），让小生产者担负起看管产奶机器这件最

繁重最粗笨的工作的主要部分。资本拥有最新的改良工具和工作

方法，不仅仅用以从牛奶中分离乳脂，而且也用以从这种“勤快”中

榨出“乳脂”，从贫苦农民的子女那里夺走牛奶。

四 续。上述地区的地主经营中的经济

上面已经引用了农学家和农村业主的论证，说明地主田庄的

牛奶业引起了农业的合理化。我们在这里补充一句，拉斯波平先生

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所作的分析，完全证实了

这个结论。①我们介绍读者到拉斯波平先生的论文中去寻找详细

５３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而这个问题，拉斯波平先生是用正确的、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观点提出来的（在
我国文献中，大概是第一次）。他一开始就指出，“畜牧业生产率的提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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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这里只引用他的主要结论。“畜牧业、牛奶业的状况同荒废

田庄的数量、农场的集约程度之间的依存性是无可争辩的。在乳品

畜牧业、牛奶业最发达的县份（莫斯科省的），荒废农场的百分比最

小，大田作业高度发达的田庄的百分比最大。莫斯科省的耕地规模

到处都在缩小，改成草地和牧场，谷物轮作制让位于多圃牧草轮作

制。不仅在莫斯科省的农庄中，而且在整个莫斯科省工业区的农庄

中，起首要作用的已经是牧草和产乳牲畜，而不是谷物。”（上引著

作）

乳脂制造业和干酪制造业的规模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

为它们证明了农业中的彻底改革，农业成了企业性的农业并且不

再因循守旧了。资本主义使一种农产品受自己支配，于是农业的其

他一切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产品。饲养产乳牲畜就要种牧草，

就要把三圃制改为多圃制等等。制造干酪时的剩余物用来喂养供

销售的牲畜。不仅牛奶加工成为一项企业，而且全部农业都成为企

业。①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影响，并不只限于那些开办这些

制造厂的农场，因为牛奶往往是从附近的农民和地主那里收购来

的。资本通过收购牛奶的办法也使小农受自己支配（特别是在建立

所谓“联合牛奶厂”的情况下），这种“联合牛奶厂”早在７０年代就

６３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日班科夫博士在他所著的《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１８９４年斯摩棱斯
克版第１编第７页）中说：“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是很少的…… 辅助工人要
多得多，干酪制造厂和经营农业同时都需要他们；这都是些牧人和挤奶女工等
等。在所有的［干酪制造］工厂里，这些工人比专门制造干酪的工人要多１倍、
２倍、甚至３倍。”顺便指出，按照日班科夫博士的记述，这里的工作条件非常
不合乎卫生，工作日特别长（１６—１７小时）等等。由此可见，所谓农民从事田园
诗式的劳动的传统观念，对这个商业性农业地区来讲，并不是那么回事。

是牛奶业的发展，在我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进行的，而且也是资本渗入农
业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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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确认是普遍存在的了（见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和列维茨基先生的

《欧俄北部和中部地带牛奶业统计概论》）。这是一种建立在大城市

或大城市附近的、把铁路上运来的大量牛奶进行加工的企业。乳脂

要立刻从牛奶中提出来，趁新鲜卖出去，而脱脂牛奶则廉价卖给不

富裕的购买者。这些企业为了保证自己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有时和

供应者订立合同，责成他们遵守饲养奶牛的某些规则。不难看出，

这类大企业的作用有多大：一方面它们夺取了大众市场（把没有油

脂的牛奶卖给不富裕的市民），另一方面，它们为农村企业主大大

扩展了市场。农村企业主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来扩大和改良商业性

农业。可以说，大工业督促着他们，要求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把不够

“标准”水平的小生产者挤出市场（或者把他们送到高利贷者手

中）。牛奶的按质定价（如按照牛奶的含脂量定价）也必定起同样的

作用，技术竭力为这种办法发挥作用，发明了各种乳比重计等等，

而专家们是热烈赞成这种办法的（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３编第

９页和第３８页）。在这一点上，联合牛奶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

的作用，完全和大型谷仓在商业性谷物业中所起的作用相仿。大型

谷仓把粮食按质分类，使粮食不再是个体的产品，而是分种类的产

品（即民法学家所说的可代替物７５），这就是说，第一次使粮食完

全适合于交换（参看麦·捷林关于北美合众国粮食贸易的论文，

《土地占有制和农业》文集第２８１页及以后各页）。这样，大型谷仓

就大大推动了商品性的粮食生产，并且也用实行按质定价的办法

促进了商品性粮食生产的技术发展。这种措施一下子就给小生产

者两个打击。第一，它把大耕作者质量较高的粮食作为标准，使之

具有法律效力，结果就减低了贫苦农民的质量较差的粮食的价格。

第二，它按照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形式进行粮食分类和粮食保管，这

７３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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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大耕作者降低了这方面的开支，使他们能够简便地出售粮食，

结果使那些以宗法式的原始办法推着车子在市场上兜售粮食的小

生产者完全落到富农和高利贷者手中。可见，大型谷仓建设在最近

的迅速发展，说明在谷物业中资本取得了巨大胜利，小商品生产者

受到贬斥，正象资本主义的“联合牛奶厂”的出现和发展所说明的

情况一样。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

建立了国内市场①，首先是生产资料——牛奶加工用的器具、房

屋、牲畜的厩舍、从陈旧的三圃制改为多圃轮作制时所用的改良农

具等等的国内市场，其次是劳动力的国内市场。建立在工业基础上

的畜牧业比旧的“积肥”畜牧业所需要的工人多得多。牛奶业地区

——工业省份和西北部省份——确实吸引了大批农业工人。有很

多人到莫斯科省、圣彼得堡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弗拉基米尔省去

找农活干；到诺夫哥罗德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其他非黑土地带省

份去的人少一些，但仍然有相当数量。按照农业司通讯员的报告，

在莫斯科省和其他省份，地主的经济甚至主要是靠外来工人经营

的。农业工人从农业省份（主要是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有一部分

从北部省份）流入工业省份去干农活，以代替离开本地的大批工业

工人，这种反常的事情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见谢·亚·柯罗

８３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商业性畜牧业的市场，主要是靠工业人口的增长建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
后还要详谈（第８章第２节）。关于对外贸易的问题，我们只作以下说明：在改
革后的初期，干酪的出口比进口少得多，但是在９０年代，出口几乎和进口相等
（在１８９１—１８９４年这４年内，每年平均进口４１８００普特，出口４０６００普特；在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年这５年内，出口甚至超过进口）。牛油和羊油的出口总是比进口
多得多，这项出口额增长得很快：在１８６６—１８７０年，平均每年出口１９００００普
特，而在１８９１—１８９４年，则为３７００００普特。（《俄国的生产力》第３编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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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上引书）。这种现象比任何计算和推论更

令人信服地说明：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劳动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境况，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工业省份相比，要低

下和恶劣得多。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俄国也已经成

为普遍的事实：工业工人的境况比农业工人的境况要好些（因为在

农业中，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

压迫）。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

向农业（例如，根本没有人迁离工业省份），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

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雅罗斯拉夫尔省），“哥

萨克”（弗拉基米尔省），“种地人”（莫斯科省）。

其次，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冬季比夏季需要更多的工人

来照料牲畜。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上

述地区内对工人的需求量不仅日益增加，而且在全年内和各年间

都分配得比较平均。工资资料（如果取好几年的工资资料来看）是

判断这个有趣事实的最可靠材料。我们现在就来引用这些资料，但

只限于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７６各类省份。鉴于西部省份在生活方

式上的特殊性和人为的人口集聚（特许犹太居住区），我们且把这

些省份撇开，而我们引证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只是为了说明在最

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下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①

９３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第一类（资本主义谷物业地区）有８个省：比萨拉比亚省，赫尔松省，塔夫利达
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顿河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和奥伦堡省。第二类
（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地区）有１２个省：喀山省，辛比尔斯克省，奔萨省，坦波
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库尔斯克省，沃罗涅日省，哈尔科夫省，波尔
塔瓦省，切尔尼戈夫省。第三类（资本主义牛奶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地区）有１０
个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卡卢加省，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科斯特
罗马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圣彼得堡省，诺夫哥罗德省和普斯科夫省。工资额
的数字是各省的平均数字。资料来源是农业司的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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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份 类 别

１０年的平均数字
（１８８１—１８９１年）

８年的平均数字（１８８３—１８９１年）

工 资
（单位卢布）

全年
工资

夏季
工资

夏 季
工 资
占全年
工资的
百分数

收割季节日工
的 工 资
（单位戈比）

最低平
均 数

最高平
均 数

二
者
之
差

日工的工资
（单位戈比）

播种
季节
工资

收割季节
工资的平
均  数

二
者
之
差

一、南部和东部边疆
 地区

７８ ５０ ６４％ ６４ １８１ １１７ ４５ ９７ ５２

二、中部黑土地带省
 份

５４ ３８ ７１％ ４７ ７６ ２９ ３５ ５８ ２３

三、非黑土地带省份 ７０ ４８ ６８％ ５４ ６８ １４ ４９ ６０ １１

 波罗的海沿岸省
 份

８２ ５３ ６５ ６１ ７０ ９ ６０ ６７ ７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其中主要３栏是用黑体字排印的。第

一栏表明夏季工资在全年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愈低，夏季

工资愈接近于半年工资，那么对工人的需求量在全年中就分配得

愈平均，冬季失业的现象就愈轻微。在这方面最差的是中部黑土地

带省份，这是一个实行工役制的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区。①在工

业省份，在牛奶业地区，对劳动的需求量比较高，冬季失业现象也

比较轻微。这里的工资在各年间也最稳定，这从第二栏中就可以看

出来，这一栏是表明收割季节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的。

最后，播种季节工资和收割季节工资的差别在非黑土地带也最小，

这就是说，对工人的需求量在春夏两季分配得比较平均。波罗的海

沿岸省份在上述一切方面都超出非黑土地带省份，而有外来工人

０４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鲁德涅夫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凡是年工劳动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夏季工
人的工资更接近于半年的工资。因此，在西部省份以及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
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则相反，工人的劳动价格在夏季是很低的。”（上引著作第
４５５页）

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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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获量波动最大的草原省份，工资最不稳定。所以，有关工资的

资料证明，上述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不但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需

求，而且使这种需求在全年分配得比较平均。

最后，必须再指出上述地区内小农对于大业主的一种依附形

式。这就是以购买农民的牲畜来补充地主的畜群。地主们发现，向

那些迫于贫困而“亏本”出卖牲畜的农民购买牲畜，要比自己饲养

牲畜更为有利；正象我国的所谓手工工业中的包买主常常宁愿以

非常便宜的价钱向手工业者购买成品，而不愿在自己的作坊中制

造这种产品一样。这件事实证明小生产者极端屈辱的地位，证明小

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无限制地降低需求才能维持下去，可是

瓦·沃·先生把它当成维护“人民”小生产的论据！……“我们有理

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大业主……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独立性

…… 而农民……却显露出较多的真正改良经济的能力。”（《农民

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７７页）这种独立性的缺乏表现在：“我国的

牛奶业业主……购买农民的〈奶牛〉时，所付的价钱很少抵得上奶

牛饲养费的一半，通常不超过这种费用的１３，甚至常常只有１４”

（同上，第７１页）。畜牧业业主的商业资本使小农完全依赖自己，它

使小农变成为了低微的工资而替它照料家畜的牧工，把小农的妻

子变成自己的挤奶女工。①看来，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阻止

１４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下面是关于一般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两段评述：米·叶·萨尔
蒂科夫在《生活琐事》中描写了“善于经营的农夫”…… “农夫是什么都需要
的，但最需要的……是工作得筋疲力尽、不吝惜自己劳力的本领…… 善于经
营的农夫简直就死在这上面”（工作上面）。“妻子和成年儿女所受的痛苦比服
苦役还要厉害。”
维·韦列萨耶夫在《利扎尔》这篇文章（１８９９年《北方信使报》第１号）里，

叙述了普斯科夫省一个叫利扎尔的农夫如何宣传用滴剂和其他药品“节育人
口”。作者说：“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特别是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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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赞助小生产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小生产使生产者的生活水平降到雇农的生活水平以下。但是

瓦·沃·先生的论断并不是这样。他赞扬农民在照料牲畜时的“热

心”（上引书第７３页），赞扬“一生与牛羊为伴”的农妇们“饲养牲畜

的成绩”如何“斐然可观”。（第８０页）真是了不起的天赐神惠啊！

“一生与奶牛为伴”（牛奶倒进了改良的乳脂分离器）；而为了酬谢

这样的一生，只要付出这头奶牛的饲养“费用的１４”就行了！咳，

的确，怎么能不赞成“人民小生产”呢！

五 续。牛奶业地区农民的分化

关于牛奶业对农民状况的影响，我们在著作界对这一问题的

评论中可以看到常有的矛盾：一方面认为这种经营是进步的，增加

了收入，提高了耕作技术，购买了优良工具；另一方面又说饮食恶

化了，形成了许多新的盘剥，农民破产了。看过第２章的叙述以后，

这些矛盾不应当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知道，这种互相对立的评论

是针对着互相对立的农民类别来说的。为了更正确地判断这个问

题，我们且看一下按每户奶牛头数的农户分类资料①：

２４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这是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中
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在这１８个县里约有１４０００户没有按拥有奶牛的头数
进行分类，因为这里农户的总数不是２８９０７９户，而是３０３２６２户。布拉戈

讲，他们常常遇到农村夫妇们提出这一类请求。”“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生活，
对各条道路都探索过了，最后碰到一条死胡同。这条胡同是没有出路的。于
是，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自然而然会拟定出来并且日益成熟。”
的确，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境况是没有出路的，并且在村社的俄国也象

在小块土地的法国一样，农民的这种境况“自然而然地”会导致用不自然的办

法去……延缓小经济的灭亡，而当然不是去“解决问题”。（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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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别

圣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
和斯摩棱斯克等省１８个县

圣 彼 得 堡省 的６个 县

户 数
百
分
比

奶牛头数
百
分
比

每户
拥有
奶牛
头数

户数
百
分
比

奶 牛
 

头 数

百
分
比

每户
拥有
奶牛
头数

没有奶牛的
 农户

５９３３６ ２０．５ — — — １５１９６ ２１．２ — — —

有１头奶牛
 的农户

９１７３７ ３１．７ ９１７３７ １９．８ １ １７５７９ ２４．６ １７５７９ １３．５ １

有２头奶牛
 的农户

８１９３７ ２８．４１６３８７４ ３５．３ ２ ２００５０ ２８．０ ４０１００ ３１．０ ２

有３头奶牛
 以上的
 农户

５６０６９ １９．４２０８７３５ ４４．９３．７ １８６７６ ２６．２ ７１４７４ ５５．５３．８

总  计 ２８９０７９ １００ ４６４３４６ １００ １．６ ７１５０１ １００ １２９１５３ １００ １．８

  由此看来，非黑土地带农民的奶牛分配情况，同黑土地带省

份农民的役畜分配情况（见第２章）是很相似的。同时，上述地区的

产乳牲畜集中程度高于役畜集中程度。这清楚地说明，农民的分化

正是同当地的商业性农业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看来，下面的资

料（可惜不够完备）也说明了这种联系。看一看地方自治局的统计

总结资料（见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的著作，资料包括２１个省１２２

个县），我们就会知道，每户平均有１．２头奶牛。因此，非黑土地带

农民拥有的奶牛显然比黑土地带农民多，而彼得堡省农民拥有的

奶牛又比整个非黑土地带农民多。另一方面，无牲畜的农户的百分

比在２２个省的１２３个县中占１３％，而在我们所引用的１８个县中

３４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维申斯基先生还引用了黑土地带省份两个县的这样的资料，但是这两个县显
然并不典型。在特维尔省１１个县中（《统计资料汇编》第１３卷第２页），无奶牛
户在份地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并不高（９．８％），而有３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则占
２１．９％，它们所集中的奶牛占总数的４８．４％。无马户的百分比是１２．２％；有３
匹马以上的农户只占５．１％，它们所拥有的马匹也只占总数的１３．９％。顺便指
出，马匹集中程度较低的现象（同奶牛集中程度相比），在其他非黑土地带省份
里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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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７％，在彼得堡省的６个县中占１８．８％。这就是说，农民分化

（在我们所考察的方面）得最厉害的是彼得堡省，其次是整个非黑

土地带。这证明，商业性农业正是农民分化的主要因素。

从上面引证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牛奶业对于一半左右的农户

（没有奶牛的农户和有１头奶牛的农户）来说只是有损而无益。有

１头奶牛的农户仅仅由于穷困而把牛奶卖掉，因而使自己子女的

饮食恶化。相反，将近１５的农户（有３头奶牛以上的农户）大概把

整个牛奶业的一半以上集中在自己手中，因为这类农户的牲畜质

量和营业收入都应该比“中等”农户高。① 有一份关于牛奶业和整

个资本主义都高度发达的一个地区的资料，是这一结论的一个有

趣例证。我们指的是彼得堡县。②在该县主要是俄罗斯人居住的别

墅区，牛奶业得到特别广泛的发展；这里最发达的是牧草种植业

（占份地耕地２３．５％，而全县只占１３．７％）、燕麦（占份地耕地５２．

３％）和马铃薯（占份地耕地１０．１％）的种植。这里的农业受圣彼得

堡市场的直接影响，因为这个市场需要燕麦、马铃薯、干草、牛奶和

马的劳动力（上引书第１６８页）。从事“牛奶业”的农户占登记户口

的４６．３％。在奶牛总数中，９１％的奶牛的奶是出售的。这种行业的

收入为７１３４７０卢布（平均每户的收入为２０３卢布，每头奶牛的收

４４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１８８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５编第２部。

在遇到下面这种笼统的评论时，必须注意这些关于相互对立的农民类别的资
料“在北部省份的广大地区，每家每年从乳品畜牧业上收入２０个卢布到２００
个卢布；这笔收入不仅仅是扩大和改进畜收业的最重要的动力，而且还影响到
大田作业的改善，乃至外出挣外水的现象的减少，因为它使居民可以在家工作
——或是照料牲畜，或是复耕从前荒废了的土地。”（《俄国的生产力》第３编第
１８页）总的来说，外出做零工的现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即或在个别地
区有所减少，那也是由于富裕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增加，或者是由于“家庭劳
动”，即为本地农村企业主当雇工的劳动有所发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入为７７卢布）。离圣彼得堡越近的地区，那里的牲畜质量和对牲畜

的照管越好。牛奶的销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就地卖给包买主，另

一种是卖给圣彼得堡的“奶场”等等地方。后一种销售方式赢利要

多得多，但是“有一两头或更多一点奶牛的农户，大多数都没有可

能把自己的产品直接运到圣彼得堡”（第２４０页），这是因为他们没

有马匹，零星运输会赔本，等等。至于包买主，不但是指那些专门经

营商业的人，而且还包括本身也经营牛奶业的人。下面就是该县两

个乡的资料：

圣彼得堡县的
两个乡

户
 
数

这些农户
拥有奶牛
头  数

每户拥
有奶牛
头 数

这些农户的
“外水”
（单位卢布）

外  水

每 户
每头
奶牛

把牛奶卖给包买主的
 农户

４４１ １１２９ ２．５ １４８８４ ３３．７ １３．２

把牛奶运到圣彼得堡
 去卖的农户

１１９ ６４９ ５．４ ２９１８７ ２４５．２ ４４．９

    总  计 ５６０ １７７８ ３．２ ４４０７１ ７８．８ ２４．７

  根据这份资料可以判断，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中，牛奶业的

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非黑土地带全体农民

中，产乳牲畜的集中程度比这５６０户中的集中程度还要高。这里要

补充的是，圣彼得堡县２３．１％的农户都雇用工人（这里和其他任

何农业地区一样，雇佣工人中多数是日工）。“如果注意到雇用农业

工人的几乎都是农业经营全面的农户〈而这种农户只占该县农户

总数的４０．４％〉，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农户有一半以上是

必须使用雇佣劳动的。”（第１５８页）

因此，在俄国的天南地北，在极不相同的地区，如在彼得堡省

和塔夫利达省，“村社”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农夫

－庄稼汉”（尼·—逊先生用语）不论在哪里都分化为少数的农村

５４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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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和大批的农村无产阶级。农业的特点就在于资本主义在这

一个地区使农业的这一方面受自己支配，在另一个地区又使农业

的另一方面受自己支配，所以同样的经济关系表现为极其不同的

农业形式和生活形式。

在判明了上述地区农民分化为对立的阶级这一事实以后，我

们就容易弄清楚人们通常对牛奶业的作用所作的那些矛盾的评论

了。富裕农民得到动力去发展和改善农业，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样

做的结果是推广牧草种植业，因为牧草种植业是商业性畜牧业的

必要组成部分。例如，在特维尔省，牧草种植业确实很发达，在最先

进的卡申县，已经有１６的农户种植三叶草（《统计资料汇编》第

１３卷第２编第１７１页）。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购买地比份地有更多

一部分耕地播种牧草，农民资产阶级自然认为私有土地比村社占

有土地更可取。①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１８９６年版第２编）中，

也有大量的材料说明牧草种植业的发展，而且主要也还是在购买

地和租地上种植牧草。② 在这本出版物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推

广改良工具（如犁、脱粒机、辗压器等等）的材料。乳脂制造业和干

酪制造业等等在猛烈发展。在诺夫哥罗德省，早在８０年代初就有

人指出，与农民的畜牧业普遍恶化和缩减的同时，在某些个别地

区，即在牛奶销售业有利可图或早就有了饲养牛犊这种副业的地

６４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第３９、６５、１３６、１５０、１５４、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７页及其他各页。我国改革前的赋税制度
在这方面也阻碍着农业的进步。有一个通讯员写道：“由于庄园密集，弄得一
乡之内到处都种植牧草，但是出售三叶草是为了完纳欠缴的税款。”（第９１页）
这一省的赋税有时竟高到这种地步，以致出租土地的业主必须补给新的份地
占有者一笔钱。

只有在牛奶销售业发展的地区，牛的饲养才有重大的改进（第２１９页和第２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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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民的畜牧业反而有所改善。（贝奇科夫《诺夫哥罗德县３个乡

农民经济状况和经营的按户调查试验》１８８２年诺夫哥罗德版）饲

养牛犊也是一种商业性畜牧业，这种副业在诺夫哥罗德省、特维尔

省以及一般离首都不远的地方相当普遍。（见农业司出版的《从欧

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

动》）贝奇科夫先生说道：“这种副业，就其实质来说，是那些有很多

奶牛的、本来就很富裕的农民的一笔收入，因为仅有一头奶牛，有

时甚至有两头产奶少的奶牛，饲养牛犊是不可能的。”（上引书第

１０１页）①

但是，农民雇用工人这一事实是上述地区农民资产阶级经营

成就的最突出的标志。当地的地主感到，他们的竞争者在不断增

多，他们在写给农业司的报告中，有时竟把缺少工人的现象归咎于

富裕农民抢雇工人。（《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

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４９０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弗

拉基米尔省、圣彼得堡省和诺夫哥罗德省，都有农民雇用工人的现

象。（上引书，散见各处）许多这样的材料也散见于《雅罗斯拉夫尔

省概述》。

但是，少数富裕农民的这一切成就给大批贫苦农民造成沉重

的负担。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雷宾斯克县科普里诺乡，在“著名

７４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顺便指出，由于当地农民的“副业”种类繁多，贝奇科夫先生把从事副业者按其
外水的多少分成两类。结果是，外水不到１００卢布的，共３２５１人（占人口２７．
４％），他们的外水总额＝１０２０００卢布，平均每人３１卢布。外水超过１００卢布
的共４５４人（占人口３．８％），他们的外水总额＝１０７０００卢布，平均每人２３６卢
布。前一类包括的主要是各种雇佣工人，后一类包括的是商人、干草业者和木
材业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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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创始人Ｂ．．布兰多夫”① 的倡导下，干酪

制造厂很普遍。“只有一头奶牛的较贫苦的农民把……牛奶送〈到

干酪制造厂〉去，当然会影响自己的饮食”；而殷实农民却在改良自

己的牲畜。（第３２—３３页）到干酪制造厂去做工也是雇佣劳动的一

种，在年轻的农民中出现了一批干酪师。波舍霍尼耶县的“干酪制

造厂和乳脂制造厂的数目在逐年增加”，但是“干酪制造厂和乳脂

制造厂给农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未必抵得上我国干酪制造厂和乳

脂制造厂在农民生活中所造成的损失”。农民自己感到，他们经常

被迫挨饿，因为自从某个地区开办了干酪制造厂以来，乳制品都被

送到这些干酪制造厂和乳脂制造厂去了，因而他们平时就喝掺水

的牛奶。用商品支付工资的现象也普遍起来了（第４３、５４、５９页及

其 他各页），因此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资本主义”工厂中

禁止以商品支付工资的法令没有推行到我国的“人民”小生产

中去。②

这样，直接了解情况的人所发表的评论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大

８４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下面是老乳脂制造者先生的一段很有特色的评论：“谁要是看到过并了解现代
的农村，再回想一下４０—５０年前的农村，谁就会因二者的不同而感到惊异。在
过去的农村里，所有农户的房子，不论外表或内部装饰都是一个式样的；而现
在，农村里有茅草屋也有彩画粉饰的大房子，有穷人也有富人，有被侮辱和被
损害的人，也有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人。从前我们常看到的村庄连一个单身
无靠的农民也没有，而现在这样的农民在每个村庄中至少有５个以至１０个。
老实说，把农村变成这个样子，乳脂制造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３０年来，乳脂
制造业使许多人发财致富，修饰房屋；有许多农民，即牛奶供应者，在乳脂制造
业发达时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添了更多的牲畜，合伙或单独购买了大量
土地，但是更多的人变穷了，乡村里出现了单身无靠的农民和乞丐。”（１８９９年

《生活》第８期，转引自１８９９年《北方边疆区报》７７第２２３号）（第２版注释）

科普里诺乡的“劳动组合干酪制造厂”列入《工厂一览表》，布兰多夫公司是干
酪制造业中最大的一家：１８９０年它在６个省里拥有２５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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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农民从当地农业成就中得到的只是损失。商业性农业的进步

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把他们完全推出农民的行列。我们注

意到，在民粹派的著作里曾经指出牛奶业的进步和农民饮食的恶

化之间的这种矛盾（第一个指出的好象是恩格尔哈特）。但正是从

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于在农民中和农业中所发生的那

些现象的评价是狭隘的。他们只看到了一种形式的矛盾、一个地区

的矛盾，而不了解这种矛盾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所固有的，是以不

同的形式在各处出现的。他们看到一种“有利的副业”的矛盾意义，

却极力建议在农民中间“培植”其他一切“地方副业”。他们看到一

种农业进步的矛盾意义，却不了解，譬如说，机器在农业中也象在

工业中一样，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六 亚麻业地区

由于上述两个资本主义农业地区的地域辽阔，而且我们在那

里所考察的关系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对这两个地区叙述得相当

详细。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只想比较简单地谈一谈几个最重要的

地区。

亚麻是所谓“技术作物”中最重要的一种。这个术语已经表明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正是商业性农业。例如，在“出产亚麻的”普斯科

夫省，用当地的话来说，亚麻早就是农民的“首要货币”（《军事统计

汇编》第２６０页）。亚麻生产确实是一种生财之道。总的来说，改革

后时代的特点就是商业性亚麻业的显著发展。例如，俄国亚麻的产

量，在６０年代末大约是１２００万普特纤维（同上，第２６０页），在８０

年代初是２０００万普特纤维（《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１８８３年圣

９４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彼得堡版第１卷第７４页），目前欧俄５０省收获亚麻纤维２６００万

普特以上。① 在亚麻产区（非黑土地带的１９个省），亚麻的播种面

积近来变更如下：１８９３年是７５６６００俄亩，１８９４年是８１６５００俄亩，

１８９５年是９０１８００俄亩，１８９６年是９５２１００俄亩，１８９７年是９６７５００

俄亩。在整个欧俄（５０个省），亚麻的播种面积在１８９６年是

１６１７０００俄亩，１８９７年是１６６９０００俄亩（《财政与工商业通报》，同

上，以及１８９８年第７期），而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只有１３９９０００俄

亩（《俄国的生产力》第１编第３６页）。书刊中的一般评述也同样证

实了商业性亚麻业的发展。例如，《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断定，

在改革后的头２０年，“供工业用的亚麻作物区扩大到好几个省份”

（上引书第７１页），铁路网的扩展对这一点特别有影响。关于弗拉

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维·普鲁加文先生在８０年代初写道：“最近

１０—１５年以来，亚麻的种植在这里获得了特别广泛的发展”；“某

些家庭人口多的农户每年出卖亚麻达３００—５００卢布以上…… 

他们在罗斯托夫城购买〈亚麻种〉…… 这里的农民非常注意选

种。”（《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的村社、手工业和农业》１８８４年

０５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根据中央统计委员会的资料，１８９３—１８９７年间亚麻纤维的平均年产量是
２６２９１０００普特。见《财政与工商业通报》１８９７年第９期和１８９８年第６期。先前
的亚麻生产统计资料都非常不确切，所以我们宁愿采用那些根据专家对各种
极不相同的资料加以比较而作出的大致计算。亚麻的产量在各年间波动很
大。因此，尼·—逊先生根据短短６年的资料立即作出了大胆的结论，硬说亚
麻的生产在“减少”，“亚麻的播种面积在缩减”（《论文集》第２３６页及以下各
页），他就犯了一些极其可笑的错误（见彼·伯·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
题的评述》第２３３页及以下各页中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我们要对正文中所说
的作点补充：根据尼·—逊先生引用的资料，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亚麻的播种面积
最多有１３７２０００俄亩，亚麻纤维的收获量是１９２４５０００普特，而在１８９６—１８９７
年亚麻的播种面积达到了１６１７０００—１６６９０００俄亩，亚麻纤维的收获量是
３１７１３０００—３０１３９０００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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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版第８６—８９页）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第１３卷第

２编）指出：“春播地中最重要的粮食即大麦和燕麦都让位于马铃

薯和亚麻”（第１５１页）；在某些县里，亚麻竟占春播地的１３到３

４，例如在祖布佐夫和卡申等县就是这样，“在这些县里，亚麻业带

有明显的投机性质”（第１４５页），它在租来的生荒地和休耕地上发

展得尤其厉害。同时还可以看到，在一些尚有闲地（生荒地、空地和

清除了林木的地段）的省份，亚麻业在拼命扩大，而在某些早就种

植亚麻的省份，“亚麻作物不是保持原有的规模，就是让位于新引

种的块根作物和蔬菜等等作物”（《财政与工商业通报》１８９８年第６

期第３７６页和１８９７年第２９期），即让位于其他种类的商业性农

业。

至于说到亚麻对国外的出口量，那么在改革后的头２０年增长

得非常快：平均年出口量从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间的４６０万普特，增到

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年间的８５０万普特，再增到１８７７—１８８１年间的１２４０

万普特；但后来的出口量似乎停留在以前的数量上了，在１８９４—

１８９７年间平均每年的出口量为１３３０万普特。① 当然，商业性亚麻

业的发展不仅引起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出卖亚麻和购买工厂产

品），而且也引起各种商业性农业之间的交换（出卖亚麻和购买粮

食）。这一很有意思的现象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

不仅是由于农业人口转入工业，而且也是由于商业性农业的专业

化。下面就是关于这一现象的资料②：

１５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见Ｈ．斯特罗金《普斯科夫省的亚麻业》１８８２年圣彼得堡版。作者从《税务委员
会报告书》中摘引了这份资料。

这是关于亚麻、亚麻短纤维和麻屑的出口量的资料。见《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
述》、彼·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和《财政与工商业通报》１８９７
年第２６期和１８９８年第３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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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进出普斯科夫省（“亚麻产地”）的铁路
货运量（平均量，单位千普特）：
运出亚麻 运进谷物和面粉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 ２５５．９ ４３．４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５５１．１ ４６４．７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７９３．０ ８４２．６
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１０５３．２ １１５７．９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１４０６．９ １８０９．３

  商业性亚麻业的这种发展，对于大家都知道是亚麻主要生产

者的农民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①“到过普斯科夫省并观察过那里

的经济生活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那里除了稀少的很富裕的大单位

——村镇而外，也有极其贫困的单位；这两种极端是亚麻地区经济

生活的特点。”“种植亚麻有了赌博式的性质”，“大部分”亚麻收入

“仍然归包买主和出租麻田的人所有”。（斯特罗金的书第２２—２３

页）足以使人破产的租价是真正的“货币地租”（见上面），而农民群

众“则完全地和无可奈何地依附于”（斯特罗金的书，同上）包买主。

商业资本的统治在这个地区早已形成②，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在

于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原先的小包买主垄断性的破坏、包揽全部

亚麻买卖的“亚麻营业站”的成立。斯特罗金先生在谈到普斯科夫

省时说道：亚麻业的意义“表现在……资本集中于若干人手中”（第

３１页）。资本把亚麻业变成一种赌博，使大批小农破产，这些小农

降低了亚麻的质量，耗尽了地力，直到出租份地，最后扩大了“外出

２５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军事统计汇编》就已指出：“农民种植的亚麻，实际上往往是麻贩〈当地对小包
买主的称呼〉的财产，而农民只不过是自己田地上的一个劳力罢了”（第５９５
页）。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８８页。

在１３９９０００俄亩的麻田中，有７４５４００俄亩是在非黑土地带，那里只有１３％的
麻田属于私有主。在黑土地带的６０９６００俄亩麻田中，有４４４％属于私有主。
（《俄国的生产力》第１编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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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零工”的工人的人数。而极少数的富裕农民和商人却有可能（竞

争也使他们有必要）实行技术改良。库特式的亚麻碎茎机开始流行

起来，有手摇的（约值２５卢布），也有马拉的（比前者贵两倍）。普斯

科夫省在１８６９年总共只有５５７台这样的机器，而在１８８１年便有

了５７１０台（４５２１台是手摇的，１１８９台是马拉的）。① 我们在《俄国

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中看到：“目前每一个从事亚麻业的富裕农户

都有一台库特式的手摇机，这种手摇机甚至取名为‘普斯科夫碎茎

机’。”（上引书第８２—８３页）这些购置机器的少数“富裕”业主同其

余农民的关系如何，这我们在第２章里已经看到了。普斯科夫省地

方自治机关已不再引进清选种子效能很差的原始筛箱，而开始推

行改良的谷物清选机（选粮筒），“比较富裕的农民工业者”发现，由

自己购买这种机器租给麻农，是有利可图的。（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

商业通报》第２９期第８５页）较大的亚麻包买主还设置有干燥室、

压榨机，并雇用工人选麻和打麻。（见维·普鲁加文先生所举的例

子，上引书第１１５页）最后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亚麻纤维的加工需

要特别多的劳动力，据计算，耕种１俄亩亚麻需要２６个农业劳动

日，把１俄亩麻茎制成纤维则需要７７个劳动日（《俄国工业历史统

计概述》第７２页）。因此，亚麻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农民在冬季有较

多的活计，另一方面又形成了种植亚麻的地主和富裕农民对雇佣

劳动的需求（见第３章第６节中有关这方面的例子）。

因此，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在亚麻业地区也引起了资本的统治

和农民的分化。而土地租价的昂贵②、商业资本的压力、农民的被

３５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目前由于麻价下跌，麻田的租价也在下跌，但是亚麻的播种面积并未减少，如
普斯科夫省的亚麻区１８９６年的情况就是这样（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
第２９期）。

斯特罗金的书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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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于份地以及份地的高额赎金，无疑都严重阻碍农民的分化过

程。所以，农民购买土地① 和外出做零工② 的现象越发展，改良农

具和改良耕作方法越普遍，产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排挤就越快，农

民中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地主经济的工役制

度的排挤就进行得越快。

七 农产品的技术加工

我们在前面（第１章第１节）已经指出，有些农业著作家在按

主要的市场产品划分农业系统时，把工厂农业系统或技术农业系

统划为单独的一类。这种农业系统的实质在于：农产品在进入消费

（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之前要经过技术加工。从事这种加工的作

坊，或者是出产原料的农场本身的一部分，或者属于向农村业主收

购原料的专门的手工业者。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这两种作坊之间

的差别不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性农业生产的增长对于资本主义的

发展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这种增长是商业性农业发展的一

种形式，而且也正是这种形式才特别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如何变为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工业部门。第二，农产品技术加工的发展通常

总是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密切联系着的：一方面，加工原料的生产本

４５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根据统计资料来看，普斯科夫省外出做零工的男人，从１８８５—１８７５年到１８９６
年几乎增加了３倍（《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１８９８年普斯科夫版第３页）。

普斯科夫省是俄国农民购买土地最盛的省份之一。根据《欧俄农村居民经济
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版）的资料，这里农民的购买地竟占好
份地的２３％；这是全部欧俄５０省中最大的数字。１８９２年１月１日以前，每一
实有男性农民人口平均有０．７俄亩购买地；在这方面，只有诺夫哥罗德省和塔
夫利达省高于普斯科夫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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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常常要求不断改进农业（例如，种植块根作物）；另一方面，加工

时剩下的废料往往可以用于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至少部分地恢

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而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

之一就是这种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的破坏。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来评述一下改革后俄国技术性农业生产

的发展。

（１）酿酒业

我们在这里只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考察酿酒业。所以我们没有

必要谈论酿酒业集中于大工厂的过程如何急剧（多少是由于消费

税制度的要求），工厂技术怎样迅速取得进步、降低生产费用，消费

税的增长如何超过了生产费用的降低，以及过高的消费税如何阻

碍了消费与生产的增长。

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关于整个俄罗斯帝国“农业”酿酒的资

料①：

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度的
酿 酒 厂

工厂数目
酒 精 酿 造 量
（单位千维德罗）

农业酿酒厂…………………………１４７４
混合酿酒厂…………………………４０４

１８７８
１３５２１
１０８１０

２４３３１

工业酿酒厂…………………………１５９ ５４５７

 共 计 ２０３７ ２９７８８

  由此可见，９１０以上的酿酒厂（占全部酿酒量的４５强）是直

５５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１８９０年６月４日的法令规定农业酿酒的特征如下：（１）从９月１日至６月１日
这段没有田间工作的时间为酿酒生产时间；（２）酒精酿造量与田庄内耕地的俄
亩数相适应。凡部分从事农业酿酒、部分从事工业酿酒的工厂叫作混合酿酒
厂（参看《财政与工商业通报》１８９６年第２５期和１８９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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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同农业联系着的。这些工厂既然是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就使一

切建立有这种工厂的地主农场（酿酒厂几乎全部属于地主而且主

要是贵族所有）也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商

业性农业在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特别发达，俄罗斯帝国全部酿酒厂

的１１０以上都集中在这里（在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度共有２３９家，其中

２２５家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酒精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１

４以上（在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度酒精产量为７７８５０００维德罗，其中

６８２８０００维德罗是农业酿酒厂和混合酿酒厂生产的）。因此，在工

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农业的商业性质往往（同其他地区相比）表现

在以粮食和马铃薯制造伏特加酒方面。用马铃薯酿酒在改革后时

代发展得特别迅速，这从有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列资料中便可

看出①：

酿酒原料的消耗量（单位千普特）

全部粮食
的消耗量

其中马铃薯
的 消 耗量

马铃薯消
耗量所占
的百分比

１８６７年……………………… ７６９２５ ６９５０ ９．１

１０年 的
平均数字

１８７３７４—１８８２８３
１８８２８３—１８９１９２

１２３０６６
１２８７０６

６５５０８
７９８０３

５３
６２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度…………… １５０８５７ １１５８５０ ７６

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度…………… １４４０３８ １０１９９３ ７０．８

  可见，在酿酒用的粮食总共增加１倍的情况下，酿酒用的马铃

薯增加了１４倍。这一事实明显地证实了前面（本章第１节）所确定

的论点：马铃薯的播种量和收获量的巨大增长，正是意味着商业性

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增长，同时意味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多圃

６５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资料来源：《军事统计汇编》第４２７页，《俄国的生产力》第９编第４９页和１８９８
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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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作制代替三圃制等等①。酿酒业最发达的地区，人均计算的马铃

薯纯收获量也最多（俄罗斯各省，即除去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西部

各省）。例如在北部黑土地带省份，这个数量在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年间、

１８７０—１８７９年间和１８８３—１８８７年间各为０．４４、０．６２、０．６０俄

石②，而整个欧俄（５０个省）的相应数字为０．２７、０．４３、０．４４俄石。

早在８０年代初，《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就已经指出：“种植马铃

薯最普遍的地区包括有：中部和北部黑土地带各省，伏尔加河流域

和伏尔加左岸以及中部非黑土地带各省。”（上引书第４４页）③

地主和富裕农民扩大马铃薯的种植，意味着对雇佣劳动需求

的增加；种１俄亩马铃薯比种１俄亩谷物所耗费的劳动量多得

多④，而机器的使用，例如在中部黑土地带还很不发达。因此，如果

７５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例如，据下诺夫哥罗德省巴拉赫纳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的计算：种１俄亩马
铃薯需要７７．２个劳动日，其中有５９．２个是从事栽种、培土、除草和刨马铃薯
的女工劳动日。因此，对当地农村妇女日工劳动的需求大大增加。

正是在中部农业省份，用马铃薯酿酒发展得极其迅速，这从下列资料中便可看
出。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梁赞、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等６省酿酒所用马铃薯，
在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度至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度间平均每年为４０７０００普特，在１８７４—
１８７５年度至１８８３—１８８４年度间平均每年为７４８２０００普特，在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
度至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度间平均每年为２００７７０００普特。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
为：１０６３３０００普特，３０５９９０００普特和６９６２００００普特。上述各省用马铃薯酿酒
的工厂数目，在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年度至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度间平均每年为２９家，在
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度至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度间平均每年为１３０家，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
度至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度间平均每年为１６３家。而整个欧俄的相应数字为：７３９
家、９７９家和１１９５家（见《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７
编）。

俄石是俄国旧容量单位，装散体物等于２０９．９１升，装液体物等于３．０７４８
升。——编者注

参看上引拉斯波平的著作——《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第１４页。酿
酒剩下的渣滓（酒糟）常被用来（不仅农业酿酒厂，就连商业性酿酒厂也这样
做）经营商业性的肉用畜牧业。参看《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
料》第７编第１２２页及其他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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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①，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栽

种块根作物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对工役制的排挤，就增加了对农

村日工的需求。

（２）甜菜制糖业

甜菜制糖业比酿酒业更集中于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它也是地

主（主要是贵族）田庄的组成部分。从事这项生产的主要地区是西

南各省，其次是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和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甜菜的播

种面积，在６０年代约有１０００００俄亩②，在７０年代约有１６００００俄

亩③，在１８８６—１８９５年间有２３９０００俄亩④，在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年间有

３６９０００俄亩⑤，在１９００年有４７８７７８俄亩，在１９０１年有５２８０７６俄

亩（１９０１年《工商报》第１２３号），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度有４８３２７２俄

亩（１９０６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１２期）。可见，在改革后时期甜

菜的播种面积增加了４倍多。至于甜菜的收获量和加工量，更是增

加得迅速无比：俄罗斯帝国平均每一年甜菜的加工量，在１８６０—

１８６４年间为４１０万别尔科维茨⑥；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４年间为９３０万别

８５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旧俄重量单位，等于１０普特或１６３．８公斤。——编者注

《财政与工商业通报》１８９７年第２７期和１８９８年第３６期。欧俄除波兰王国而
外，在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年间甜菜的播种面积为３２７０００俄亩。

《俄国的生产力》第１编第４１页。
《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
《财政部年鉴》第１编。《军事统计汇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２卷。

据统计，１８６７年欧俄各地的酿酒厂有５２６６０名工人（《军事统计汇编》。我们在
第７章中将说明，这本资料一般说来大大夸大了工厂工人的人数），而在１８９０
年则有２６１０２名工人（据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专门从事酿酒业的工人
为数并不多，同时他们和农业工人的区别也不大。例如，日班科夫博士曾经说
过：“农村工厂因为工人夏天要下地干活而不常开工，这种工厂所有的工人，都
同固定的工厂工人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身着农服，保留着农村的习气，没有
工厂工人所特有的那种风度。”（上引书第２编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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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科维茨；在１８７５—１８７９年间为１２８０万别尔科维茨；在１８９０—

１８９４年间为２９３０万别尔科维茨；在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度至１８９７—

１８９８年度间为３５００万别尔科维茨①。从６０年代以来，甜菜的加工

量增加了７倍多。可见，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即用资本主义方式

组织起来的大田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②。把甜菜这种块根

作物纳入轮作制，是同施行更完善的耕作制度、改进土地的耕种和

牲畜的饲养等等密切相关的。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

卷）中有这样一段话：“甜菜田的耕作，一般是相当复杂和费力的，

但是在我国很多甜菜农场里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度，特别是在

西南各省和维斯瓦河沿岸省份。各地在耕作时使用各种多少经过

改良的工具和犁，有时甚至还使用蒸汽动力耕地。”（第１０９页）

随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这种进步，极大地增加了对农业雇佣

工人——雇农、特别是日工的需求，同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也使

用得特别广泛。（参看《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２卷第３２页）在

邻近各省的农民中便形成一种特别的外出做零工项目——外出

“制糖”。（同上，第４２页）据计算，包种１莫尔格（＝２３俄亩）甜菜

需要４０个劳动日（《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

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７２页）。根据《欧俄农村居民经济

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版）的计算，用机器耕种１俄亩甜

菜需要１２个男劳动日，而使用手工劳动则需要２５个男劳动日，妇

女和少年还不算在内（第Ｘ—ＸＩ页）。这样看来，要耕种俄国全部

９５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在１８９０—８９４年间，俄罗斯帝国平均每年的甜菜播种面积为２８５０００俄亩，其
中１１８０００俄亩属于工厂，１６７０００俄亩属于种植园主。（《俄国的生产力》第９
编第４４页）

除上面指出的出处而外，见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３２期。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甜菜地，大约至少需要３０万个农村男女日工。但是根据甜菜播种

面积增加的俄亩数，还不能够完全知道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量，因为

有些工作是按每１别尔科维茨甜菜来付钱的。例如，在《俄国手工

工业报告和研究》（１８９４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２卷第８２

页）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不论是城里的或县里的〈这里指的是切尔尼戈夫省克罗列韦

茨城〉妇女都很重视甜菜地里的工作。在秋天每削１别尔科维茨甜

菜的工资是１０戈比，两个妇女１天能够削６—１０别尔科维茨。不

过有些人约定在甜菜生长期间做除草、培土这些管理工作。在这种

情况下，全套管理工作外加刨出和切削，每１别尔科维茨削好的甜

菜能拿到２５戈比。”甜菜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最苦的。例如，《哈尔

科夫省医务通讯》（１８９９年９月，转引自１８９９年《俄罗斯新闻》第

２４５号）举出“许多说明甜菜种植园工人状况极其悲惨的事实。如

阿赫特尔卡县科捷利瓦镇地方自治局医生波多利斯基写道：‘秋

天，伤寒病的蔓延，常常是从那些在富裕农民的甜菜种植园中工作

的青年人那里开始的。这些种植园主为工人休息和过夜而准备的

工棚真是脏极了，工人睡觉铺的禾秸到工作结束时简直都成了垃

圾，因为从来没有换过，因此这里就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曾经一

下子就检查出了四五个伤寒病患者，他们都是从同一个甜菜种植

园送来的。’这个医生认为，‘大部分梅毒病患者都是从甜菜种植园

那里出现的’。费恩贝格先生有充分根据地指出：‘种植园的工作就

其对于工人本身和附近居民的有害影响来说，并不亚于工厂的工

作，种植园的工作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在这里作工的有大批的妇

女和少年，这里的工人连最起码的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都没有’；

基于上述一切，作者完全同意罗曼年科博士在哈尔科夫省医生第

０６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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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意见：‘在颁布强制性决议时，也应该关心

甜菜种植园内的工人状况。这些工人缺乏最必需的东西，一连数月

在露天下住宿，在一个锅里吃饭。’”

由此可见，甜菜生产的增长大大地提高了对农业工人的需求，

使附近农民变成了农村无产阶级。农业工人人数的增长，只是由于

专门从事甜菜制糖业的工人人数有些减少而稍受影响。①

（３）马铃薯淀粉业

我们上面谈的是地主农场中所独有的技术生产部门，现在来

谈一谈农民多少也可以办到的技术生产部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

用马铃薯（部分也用小麦或其他粮食）制造淀粉和糖浆的加工业。

由于需要用淀粉的纺织工业的巨大发展，淀粉业在改革后时代增

长得特别迅速。广泛从事这种生产的地区，主要是非黑土地带省

份、工业省份和北部黑土地带的部分省份。根据《俄国工业历史统

计概述》（第２卷）的统计，在６０年代中期，这类工厂约有６０个，生

产总额约为２７００００卢布；而在１８８０年则有２２４个，生产总额为

１３１７０００卢布。根据《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在１８９０年有１９２个工

厂，工人有３４１８名，生产总额为１７６００００卢布②。在《俄国工业历

１６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我们所以采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的资料，是因为这些资料性质最相近，
最便于比较。《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１８６６年４月第４号）认
为，根据工商业司的官方资料，在１８６４年俄国有５５家淀粉厂，生产总额为
２３１０００卢布。《军事统计汇编》认为，在１８６６年有１９８家工厂，生产总额为
５６３０００卢布，但这里显然把一些如今未被算作工厂的小作坊也统计在内了。

１８６７年在欧俄的甜菜制糖厂和精糖厂做工的有８０９１９名工人（《财政部年鉴》
第１编。《军事统计汇编》在这里也把这一数字夸大为９２０００人，这可能是把同
一些工人作了重复计算）。在１８９０年这类工人为７７８７５人（奥尔洛夫的《工厂
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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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统计概述》中指出：“淀粉业在近２５年中，按工厂数量来说，增加

了３倍半；按制成产品的总额来说，增加了９３４倍；尽管如此，这

样的生产率还远远不能满足对淀粉的需要”（第１１６页），外国淀粉

进口额的增加便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分析了

各省的资料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马铃薯淀粉业（和小麦淀粉

业相反）具有农业的性质，因为它集中在农民和地主手中。它不仅

在将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就是现在也给我国农村居民带来了

很多好处”。（第１２６页）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是谁得到了这些好处。但是我们首先要指

出的是，在淀粉业发展中，必须把两个过程区别开来：一方面是新

的小型工厂的出现和农民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集中于大

型的使用蒸气机的工厂。例如，在１８９０年，７７个使用蒸气机的工

厂集中了工人总数的５２％和生产总额的６０％，其中只有１１个工

厂是在１８７０年以前建立的，有１７个是在７０年代建立的，有４５个

是在８０年代建立的，有２个是在１８９０年建立的（奥尔洛夫先生的

《工厂一览表》〉。

为了要了解农民淀粉业的经济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地方的调

查资料。在莫斯科省，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度有４个县的４３个村庄从事

淀粉业。①有１３０个作坊，７８０名工人，生产额不下１３７０００卢布。淀

粉业主要是在改革后才推广开来的，而且它的技术逐渐改进，一些

２６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２年莫斯科版第７卷第１编。

总的说来，这一生产部门的统计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小工厂有时候被统
计在内，有时候（更经常得多）又被略过不算。例如，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
认为，雅罗斯拉夫尔省在１８９０年有２５个工厂（《工厂索引》认为在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度有２０个），而《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１８９６年第２编）则认为，仅在
罗斯托夫一县就有８１０个马铃薯糖浆厂。因此，正文中引用的数字只能说明现
象的动态，决不能说明生产的实际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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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固定资本和具有高度劳动生产率的较大的作坊也建立

起来了。改良磨碎机代替了手工磨碎机，接着出现了马拉传动装

置，最后采用了滚筒——一种能大大改进生产和降低生产费用的

装置。下面就是我们按作坊的大小编制的一份“手工业者”按户调

查资料：

作 坊
类别①

作
坊
数
目

工人人数
每一作坊的
工人人数

本户
工人

雇佣
工人

共
计
本户
工人

雇佣
工人

共
计

平均
工作
周数

生产总额（单位卢布）

共
计

每一作
坊的生
产 额

每一工人
４周的
生产 额

小型的 １５ ３０ ４５ ７５ ２ ３ ５ ５．３ １２６３６ ８４２ １２６

中型的 ４２ ９６ １６５２６１２．２ ４ ６．２５．５ ５５８９０ １３３１ １５６

大型的 １１ ２６ ６７ ９３ ２．４ ６ ８．４６．４ ６１２８２ ５５７１ ４１６

总 计 ６８ １５２ ２７７４２９２．２ ４．１６．３５．５１２９８０８ １９０８ ３４１

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小型的资本主义作坊，随着生产

的扩大，这些作坊对雇佣劳动的使用在增加，劳动生产率也在提

高，这些作坊使农民资产阶级获得了大量利润，并且提高了农业技

术。但是由于工作条件极不卫生和工作日过长②，这些小工厂里的

工人状况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

凡有“磨碎机”作坊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条件都很有利。种马铃

薯（在份地上，而主要是在租地上）所得的收入比种黑麦和燕麦所

得的收入大得多。工厂主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便极力租进贫苦农

民的份地。例如，齐比诺村（布龙尼齐县）的１８个淀粉厂主（该村的

３６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上引书第３２页。农民小工厂里的工作日长达１３—１４小时，而在同一工业部门
的大工厂里（根据杰缅季耶夫的材料），工作日大多是１２小时（见叶·米·杰
缅季耶夫《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１８９３年莫斯科版第
８８—９７页。——编者注）。

见第５章附录中第２４号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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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共有１０５个）都向那些外出做零工的农民以及无马农民租用

份地，因而他们在自己所有的６１份份地上又加上了１３３份租来的

份地；他们一共集中了１９４份份地，即占该村所有份地的４４．５％。

汇编指出：“在其他淀粉糖浆业多少有所发展的村庄，也可以看到

与此完全相同的现象。”（上引书第４２页）① 淀粉厂主饲养的牲畜

要比其余农民饲养的牲畜多１倍：他们平均每户有３．５匹马和３．

４头奶牛，而当地全部农民平均每户有１．５匹马和１．７头奶牛。在

６８个工厂主（按户调查所包括的）当中，１０个有购买地，２２

个租用非份地，２３个租用份地。总之，这是农民资产阶级的典型

代表。

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的淀粉业具有完全相似的关系（上

引维·普鲁加文的书第１０４页及以下各页）。这里的工厂主主要也

是靠雇佣劳动来进行生产的（在３０个工厂的１２８名工人中，有８６

名是雇佣工人）；这里的工厂主经营的畜牧业和农业也比群众经营

的强得多，而且他们还用马铃薯渣喂牲畜。农民中甚至出现了真正

的农场主。普鲁加文先生描述了一个农民的农场，这个农民有一个

淀粉广（约值１５００卢布），雇了１２个工人。他在自己那个靠租地而

扩大了的农场中种植马铃薯。他实行七圃轮作，种植三叶草。雇有

７—８个工人从事农业，从春季一直雇到秋季（“包季工”）。马铃薯

渣用来喂牲口，而淀粉沉淀后剩下的水，业主打算用来浇地。

维·普鲁加文先生断言，这个厂“完全是例外的情况”。当然，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村资产阶级在农村人口中总是为数很

４６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瓦·奥尔洛夫对莫斯科全省所作的总的评论（汇编第４卷
第１编第１４页）：富裕农民时常租用贫苦农民的份地，有时在自己手中集中有
５—１０份租来的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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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一种“例外”。但是这种说法

抹杀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在淀粉业地区，或是在俄国其他一

切商业性农业地区，一个组织资本主义农业的农村企业主阶级正

在形成。①

（４）榨油业

用亚麻、大麻和向日葵等榨油也是一种常见的农业技术生产

部门。关于改革后时代榨油业的发展，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判断：

榨油业的生产总额在１８６４年为１６１９０００卢布；在１８７９年为

６４８６０００卢布；在１８９０年为１２２３２０００卢布。② 在这个生产部门中

也存在着两种发展过程：一方面，在农村里出现了农民经营的（有

时是地主经营的）为出卖而制造产品的小型油坊；另一方面，一些

使生产积聚和排挤小作坊的使用蒸汽机的大型工厂也在发展。③

５６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例如，１８９０年有３８３个工厂，生产总额为１２２３２０００卢布，其中１１个工厂便占
有７１７００００卢布。工业企业主对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胜利，引起了我国大地主
（如上引谢·柯罗连科先生的书）和我国民粹派（如尼·—逊先生的《论文集》
第２４１—２４２页）极大的不满。我们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大工厂提高劳动
生产率，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大工厂里工人的状况大概
比小型的农业油坊要好，而且不仅在物质方面。

《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１８６６年第４号。奥尔洛夫的《工厂一
览表》第１版和第３版。我们不引用有关工厂数目的资料，因为我国的工厂统
计混淆了小型的农业油坊和大型的工业油坊，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省份里，小型
的农业油坊有时被统计在内，有时又未被统计在内。例如，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许多小型油坊都算作“工厂”。

我们要指出一件怪事：普鲁加文先生（上引书第１０７页）和记述莫斯科的副业
的作者（上引书第４５页）以及瓦·沃·先生（《手工工业概述》第１２７页）都认
为，某些磨碎机作坊属于几个业主共有这种现象包含着“劳动组合基础”（或
“原则”）。我国眼光敏锐的民粹派能够从农村企业主的合伙经营中看出某种
特殊的“基础”，而在农村企业主阶级的存在及其发展中倒看不出任何新的社
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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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油料作物的农业加工。《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

述》（第２卷）写道：“拥有大麻油坊的都是富裕农民”，他们特别重

视榨油业，为的是能够获得喂牲畜的上等饲料（饼渣）。普鲁加文先

生（上引书）指出弗拉基米尔省尤里耶夫县“亚麻籽榨油业得到广

泛的发展时”，断定农民从中获得“不少好处”（第６５—６６页），断定

有榨油厂的农民所经营的农业和畜牧业比农民群众经营的强得

多，而且有些油坊主还雇用农业工人（上引书，表，第２６—２７页和

第１４６—１４７页）。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也同样表

明，手工业者油坊主所经营的农业要比群众经营的强得多（播种面

积较大，牲畜多得多，收成较好等等），而且随着农业的这种改善，

产生了雇用农业工人的现象。①在沃罗涅日省，在改革后时代，当

地油坊用来榨油的向日葵的商业性种植特别普遍。据统计，俄国向

日葵的播种面积在７０年代约为８００００俄亩（《俄国工业历史统计

概述》第１卷），在８０年代约为１３６０００俄亩，其中有２３属于农

民。“然而从那时起，根据某些资料来看，这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就大

大增加了，有的地方增加了百分之百，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俄国

的生产力》第１编第３７页）我们在《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２

部里可以看到：“仅阿列克谢耶夫卡一个大村〈沃罗涅日省比留奇

县〉就有４０多个油坊，而且这个大村本身只是由于种了向日葵才

富起来的，由穷村变成了富村，出现了有铁皮顶的房屋和店铺。”

（第４１页）至于农民资产阶级的这种富裕对农民群众有什么影响，

这从下述材料中便可看出：在１８９０年，阿列克谢耶夫卡大村登记

的户口是２２７３户（男女人口共１３３８６人），其中１７６１户没有役畜，

６６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弗·伊林《经济评论集》７８１８９９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３９—１４０页。（见《列宁全集》
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６４—２６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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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９户没有农具，１４８０户没有种地，不从事副业的只有３３户。①

总之应该指出，在地方自治局的按户调查中，农民的油坊往往

列入了“工商企业”，关于这些企业的分配和作用，我们在第２章里

已经讲过了。

（５）烟草业

最后，我们引用一下关于烟草业发展的简短报道。在１８６３—

１８６７年间，俄国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为３２１６１俄亩，收获量

为１９２３０００普特，在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年间，平均每年的烟草种植面积

为４６４２５俄亩，收获量为２７８３０００普特；在８０年代，平均每年的烟

草种植面积为５００００俄亩，收获量为４００００００普特。② 在上述几个

时期中，烟草种植园的数目分别为７５０００个、９５０００个、６５００００个；

这显然表明：被卷入这种商业性农业的小农数目有很大的增加。种

植烟草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在各种外出做农业零工中，人们也指

出了到烟草种植园去做零工这一项（特别是在南部边疆地区各省，

那里的烟草业近来发展得特别迅速）。在书刊中已经指出，烟草种

植园的工人状况是最恶劣的。③

７６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上引别洛博罗多夫的文章，载于１８９６年《北方通报》第２期。１８９７年《俄罗斯

《财政部年鉴》第１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俄国的生产力》第９
编第６２页。每年烟草的种植面积都很不稳定：例如，在１８８９—１８９４年间，平均
每年种植面积为４７８１３俄亩（收获量为４１８００００普特）；而在１８９２—１８９４年
间，平均每年种植面积为５２５１６俄亩，收获量为４８７８０００普特。见《俄国资料汇
集》１８９６年版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沃罗涅日省比留奇县统计资料汇编》。这个大村的工业作坊计有１５３个。根
据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这个大村在１８９０年有６个榨油厂，３４名工
人，生产总额为１７０００卢布；根据《工厂索引》，这个大村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有
８个工厂，６０名工人，生产总额为１５１０００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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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性农业的一个部门的烟草业问题，我们在《俄国烟草

业概况》（第２编和第３编。根据农业司的决定，１８９４年在圣彼得

堡出版）中看到许多特别详细和特别重要的资料。弗·谢·舍尔巴

乔夫先生在叙述小俄罗斯的烟草业时，引证了有关波尔塔瓦省３

个县（普里卢基县、洛赫维察县和罗姆内县）的极为精确的资料。这

些资料是由作者收集并经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室整理而成

的，包括了所有这３个县的２５０８９个种植烟草的农户，他们的烟草

种植面积为６８４４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为１４６７７４俄亩。这些农户的

分配情况如下：①

波尔塔瓦省３个县（１８８８年）

按粮食播种面
积划分的
农户类别

户数

各类农户的播种面积
（单位俄亩）

烟草种植面积 粮食播种面积

不到１俄亩者 ２２３１ ３７４ ４４８

１—３俄亩者 ７６６８ ８９５ １３９７４

３—６俄亩者 ８８５６ １４８２ ３４９６７

６—９俄亩者 ３３１９ ８５４ ２２８２０

超过９俄亩者 ３０１５ ３２３９ ７４５６５

共  计 ２５０８９ ６８４４ １４６７７４

  我们看到，无论是烟草种植面积或是粮食播种面积，都大量地

集中在资本主义农户的手里。不到１８的农户（在２５０００户中占

３０００户）集中了全部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在１４７０００俄亩中

占有７４０００俄亩），几乎每户平均有２５俄亩。这些农户占有将近

１２的烟草种植面积（在６８００俄亩中占３２００俄亩），平均每户的

８６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新闻》第１２７号（５月１０日）：对２０名女工控告克里木某烟草种植园主一案审
理的结果是，“在法庭上弄清了许多事实，说明烟草种植园工人的状况是极端
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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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种植面积为１俄亩以上，而其余所有各类农户的烟草种植面

积，每户不超过１１０—２１０俄亩。

此外，舍尔巴乔夫先生还提供了这些农户按烟草种植面积分

类的资料：

烟草种植园的类别 烟草种植园的数目
烟草的种植面积
（单位俄亩）

０．０１俄亩以下者 ２９１９ ３０

０．０１—０．１０俄亩者 ９０７８ ４９２

０．１０—０．２５俄亩者 ５９８９ ９３１

０．２５—０．５０俄亩者 ４３３０ １２４６

０．５０—１．００俄亩者
１．００—２．００俄亩者
２．００俄亩以上者

１８３４
６１５
３２４

２７７３
１０６５
７２０
２３６０

４１４５

    共  计 ２５０８９ ６８４４

  从这里可以看到，烟草种植面积的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粮食

播种面积的集中程度。这一地区的特种商业性农业部门比一般农

业更加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在２５０００户农户中，仅２７７３个农户便

集中了６８４４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的４１４５俄亩，即集中了３５以

上。３２４户最大的种烟户（占全部种烟户的１１０多一点）占有的烟

草种植面积为２３６０俄亩，即占全部烟草种植面积的１３强。平均

每户的烟草种植面积在７俄亩以上。在判断这类种烟户应该属于

哪种类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种植烟草是需要很多人手的。根据

作者的计算，每１俄亩至少需要两名工人，根据烟草的不同品种，

做４个到８个夏季月份的工作。

因此，有７俄亩烟草种植面积的私有主至少必须有１４名工

人，也就是说，无疑必须依靠雇佣劳动来经营。某些品种的烟草每

１俄亩所需要的不是２个而是３个季节工，另外还要添用日工。总

而言之，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愈是带有商业性质，它的资本

９６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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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组织就愈发展。

小农户和最小的农户在种烟户中占多数（在２５０８９户农户中，

１１９９７户的烟草种植面积不到１１０俄亩），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否

定这一商业性农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组织，因为在这一大批最小

的农户手里，掌握的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生产（１１９９７户农户即将

近一半的农户所有的烟田，总共只占６８４４俄亩烟田中的５２２俄

亩，也就是说还不到１１０）。人们经常所使用的“平均”数字，同样

也不能说明问题（平均每一农户所有烟田为１４俄亩稍多一点）。

在个别县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和生产的集中还要厉害些。

例如，在洛赫维察县，５９５７户农户中，粮食播种面积在２０俄亩以

上的有２２９户。在全县４４７５１俄亩粮食播种面积中，这些业主占

２２７９９俄亩，即占一半以上。每一业主几乎有１００俄亩播种面积。

在２００３俄亩烟草种植面积中，他们占有１１２６俄亩。如果按照烟草

种植面积的多少来分类，那么在该县的５９５７个业主中，有１３２个

的烟田是在两俄亩以上的。在全县２００３俄亩的烟田中，这１３２个

业主占有１４４１俄亩，即占７２％，每个业主的烟田平均超过１０俄

亩。在同一个洛赫维察县的另一极，我们看到有４３６０户农户（全县

共有５９５７户），每户的烟田不到１１０俄亩，在全县２００３俄亩中一

共才占１３３俄亩，即占６％。

不言而喻，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在这里引起了商业资本的猛

烈发展以及超出生产范围以外的一切剥削的空前加剧。小的种烟

户没有晾烟房，不能使产品发酵（完成发酵过程）并且把它（经过

３—６个星期后）作为成品卖出去。他们用半价把产品作为非成品

卖给包买主，这些包买主往往本身也在租地上种植烟草。包买主

“千方百计地压榨小的种植园主”（上引版本第３１页）。商业性农业

０７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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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商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烟草业这一农业部门中也可以明

显地观察到（只要善于选取正确的方法）这种关系。

八 工业性蔬菜业和果园业；市郊经济

随着农奴制的崩溃，曾经相当发达的“地主果园业”“几乎在全

俄国一下子就迅速破产了”。①铁路的修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大

大地推动了”新的商业性果园业的发展，引起了这一商业性农业部

门的“全面好转”。② 一方面，在从前普遍经营果园业的中心，由于

南方廉价水果的输入，果园业受到了破坏③；另一方面，随着销售

市场的扩大，工业性果园业在科夫诺、维尔纳、明斯克、格罗德诺、

莫吉廖夫和下诺夫哥罗德等省得到了发展④。瓦·帕什凯维奇先

生指出，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度果园业状况的调查表明，果园业这一工

业部门近１０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园艺师和园艺工人的需求

有了增加，等等。⑤ 统计资料证实了这样的说法：俄国铁路的水果

运输量在增加⑥，改革后头１０年间增长起来的国外水果输入量在

减少⑦。

不用说，比果园业向更广大得多的居民群众供应消费品的商

业性蔬菜业，发展得更迅速更广泛。工业性菜园在下列地区很普

１７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６０年代国外水果的输入量约为１００万普特；１８１８—１８８０年间为３８０万普特；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年间为２６０万普特；１８８９—１８９３年间为２００万普特。

同上，第３１页和《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３１页及以下各页。
《俄国的生产力》第４编第１３页。
同上，第３３５、３４４页等。

例如莫斯科省就是这样。见谢·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
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２６２页。

同上。
《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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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第一是城市附近①；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② 以及

铁路沿线；第三是全国各地因产蔬菜而驰名的个别村庄③。必须指

出，需要这种产品的不只是工业人口，还有农业人口。我们记得，根

据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来看，每一个人的蔬菜支出为４７

戈比，而且这笔支出一半以上用在买来的蔬菜上。

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

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

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

广泛。大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千计，中等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百

计。“几家大菜园主制作几万普特酸白菜供应军队。”④根据地方自

治局的统计资料，在彼得堡县当地的居民中，经营蔬菜业的有４７４

户（每户的收入约为４００卢布），经营果园业的有２３０户。资本主义

关系，无论以商业资本的形式（“这个行业受着投机商人极其残酷

的剥削”），或者以雇用工人的形式，都发展得非常广泛。例如，在外

来的居民中，蔬菜业主有１１５个（平均每个业主的收入在３０００卢

布以上），蔬菜工人有７１１个（平均每人的收入为１１６卢布）。⑤

２７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第５编。实际上，菜园主要比正文中所指出的
多得多，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属于地主经济，而我们所引用的资料只涉及农民经
济。

《俄国的生产力》第４编第４２页。

见关于维亚特卡、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特维尔、莫斯科、卡卢加、奔萨、下
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许多省份（雅罗斯拉夫尔省就不用说了）中这类村庄的
报道，载《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第１３页及以下各页和《俄国的生产
力》第４编第３８页及以下各页。也可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下诺夫
哥罗德县和巴拉赫纳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

见第６章和第７章中关于这种类型的居民点的例子。

我们提前在这里指出：欧俄５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１８６３年有１３个，在１８９７
年有４４个（见第８章第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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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第一是城市附近①；第二是工厂居住区和工商业村附近② 以及

铁路沿线；第三是全国各地因产蔬菜而驰名的个别村庄③。必须指

出，需要这种产品的不只是工业人口，还有农业人口。我们记得，根

据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来看，每一个人的蔬菜支出为４７

戈比，而且这笔支出一半以上用在买来的蔬菜上。

要了解这种商业性农业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必须研

究特别发达的蔬菜业地区的地方调查资料。例如，在彼得堡附近，

外来的罗斯托夫人菜园主所兴办的温床和温室蔬菜业就发展得很

广泛。大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千计，中等菜园主的温床框数以百

计。“几家大菜园主制作几万普特酸白菜供应军队。”④根据地方自

治局的统计资料，在彼得堡县当地的居民中，经营蔬菜业的有４７４

户（每户的收入约为４００卢布），经营果园业的有２３０户。资本主义

关系，无论以商业资本的形式（“这个行业受着投机商人极其残酷

的剥削”），或者以雇用工人的形式，都发展得非常广泛。例如，在外

来的居民中，蔬菜业主有１１５个（平均每个业主的收入在３０００卢

布以上），蔬菜工人有７１１个（平均每人的收入为１１６卢布）。⑤

２７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第５编。实际上，菜园主要比正文中所指出的
多得多，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属于地主经济，而我们所引用的资料只涉及农民经
济。

《俄国的生产力》第４编第４２页。

见关于维亚特卡、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特维尔、莫斯科、卡卢加、奔萨、下
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许多省份（雅罗斯拉夫尔省就不用说了）中这类村庄的
报道，载《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第１３页及以下各页和《俄国的生产
力》第４编第３８页及以下各页。也可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下诺夫
哥罗德县和巴拉赫纳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

见第６章和第７章中关于这种类型的居民点的例子。

我们提前在这里指出：欧俄５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１８６３年有１３个，在１８９７
年有４４个（见第８章第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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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附近的菜农也是这种农村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据粗

略计算，莫斯科市场每年上市的蔬菜和青菜在４００万普特以上。有

些村庄做大批的酸白菜生意，例如诺加季诺乡卖给工厂和兵营的

酸白菜约有１００万维德罗，有时甚至还把酸白菜运到喀琅施塔得

去…… 在莫斯科省所有的县份中，主要是在城市和工厂附近，到

处都有商业性的菜园。”①“砍洋白菜的工作是由来自沃洛科拉姆

斯克县的雇佣工人来做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第

１９页）

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县的一个著名蔬菜区，包括波列

奇耶和乌戈季奇等５５个菜园林，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关系。全部

土地，除了牧场和草地以外，很早以前就作了菜园。蔬菜的技术加

工——罐头业非常发达。② 土地本身和劳动力也同土地的产品一

样，都变成了商品。尽管有“村社”，但是土地的使用很不平均，例如

波列奇耶村就是这样：有的一家４口人种７个“菜园”，有的一家３

口人种１７个“菜园”；这是因为该地区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重

分，只进行了局部的土地重分，而且农民还可以“自由交换”自己的

“菜园”和“份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９７—９８页）③“大部

分的田间工作……由男女日工来做，其中很多人是在夏天劳动季

３７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因此，这本书完全证实了沃尔金先生对所谓“菜园地时常进行重分”所表示的
“怀疑”。（上述著作第１７２页脚注）

《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１卷；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俄国手工
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４编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论文；《俄国的生产
力》第４编第４６页及以下各页；《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１８９６年雅罗斯拉夫尔
版第２编。把斯托尔皮扬斯基先生的资料（１８８５年）和《工厂一览表》的资料
（１８９０年）对照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工厂罐头生产有很大的增长。

《俄国的生产力》第４编第４９页及以下各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村分别专
门生产某几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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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从附近的村庄和附近的省份来到波列奇耶村的。”（同上，第９９

页）据计算，在整个雅罗斯拉夫尔省，“务农和种菜”的外出零工共

有１０３２２人（其中７６８９人是罗斯托夫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

况下，这是些从事这种职业的雇佣工人。①上引关于农业工人流入

首都省７９和雅罗斯拉夫尔等省的资料，不应该只是同牛奶业的发

展联系起来，也应该同商业性蔬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

温室蔬菜栽培也属于蔬菜业，这一行业在莫斯科省和特维尔

省的富裕农民中发展得很快。②据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年度的调查，莫斯

科省共有８８家温室，３０１１个温床框；工人有２１３人，其中雇佣工

人有４７人（２２．６％）；生产总额为５４４００卢布。一个中等的温室经

营者，投入“事业”的资本至少是３００卢布。在有按户调查资料的

７４个业主中，有购买地的４１个，租地的也是４１个，平均每个业主

有２．２匹马。可见，只有农民资产阶级才能从事温室业。③

俄国南部的工业性瓜田业也属于上述商业性农业。《财政与工

商业通报》（１８９７年第１６期）刊载了一篇谈“西瓜的工业性生产”

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一个地区的情况，现在我们引用一下关于这个

地区瓜田业发展的简要报道。这种生产是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

４７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见第５章附录中关于这一行业的资料，第９号手工业。

《俄国的生产力》第４编第５０—５１页；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２７３页；《莫斯
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７卷第１编；《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８卷第１编中
特维尔县：根据１８８６—１８９０年的统计，该县１７４家农民和７家私有主共有
４４２６多个温床框，即平均每户约有２５个。“它〈这一行业〉对于农民经济有很
大帮助，不过这只是对富裕农民有帮助…… 如果温室超过２０个温床框，就
要雇用工人。”（第１６７页）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农业特有的专门化：“值得注意的是，蔬菜业已经成为一部
分居民专业的一些地方，另一部分农民则几乎根本不种任何蔬菜，而到集市上
去买。”（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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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科沃村（阿斯特拉罕省察廖夫县）开始出现的。起初产品只行

销伏尔加河流域，后来随着铁路的敷设而运到了首都。在８０年代，

产量“至少增加了９倍”，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的首创者们获得了巨

额利润（１俄亩获利１５０—２００卢布）。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小资产

者，他们千方百计阻止生产者数量的增加，非常谨慎地向邻居保守

这项有利可图的新活路的“秘密”。不言而喻，“农夫－庄稼汉”①为

制止“命定的竞争”②所作的这一切英勇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项生产远远地扩展到了萨拉托夫省和顿河州。９０年代粮食价格

的跌落，“迫使当地的农民从作物轮种制中去寻找摆脱困难处境的

出路”③，因而更加推动了这项生产。生产的扩大大大地提高了对

雇佣劳动的需求（种瓜需要大量劳动，每种１俄亩瓜地要花费

３０—５０卢布），因而也就更大地提高了企业主的利润和地租。“洛

格”火车站（格里亚齐—察里津线）附近的瓜地面积，１８８４年为２０

俄亩，１８９０年为５００—６００俄亩，１８９６年则为１４００—１５００俄亩，在

上述年代，每俄亩瓜地的地租就从３０戈比增加到１卢布５０戈比

至２卢布，甚至增加到４卢布至１４卢布。瓜地面积的急遽扩大终

于在１８９６年引起了生产过剩和危机，完全证实了这一商业性农业

部门的资本主义性质。西瓜价格跌落到连铁路运费都不能收回了。

西瓜扔在地里不去收获。企业主们过去尝过巨额利润的甜头，现在

也尝到亏本的滋味了。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克服危

机的手段。这就是：争夺新市场，降低产品价格和铁路运费，使产品

从“奢侈品变成居民的消费品”（而在出产地则变成喂牲畜的饲

５７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种西瓜要求好好整地，以便后茬种粮食时获得更高的产量。

维·普鲁加文先生的用语。
尼·—逊先生对俄国农民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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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企业主们断言：“工业性瓜田业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

除了运费以外，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相反，目前

正在修筑的察里津—季霍列茨卡亚铁路……为工业性瓜田业开辟

新的广阔的地区。”不管这一“行业”未来的命运怎样，“西瓜危机”

的历史总是很有教益的，它是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一幅虽然很小

但很鲜明的图画。

我们现在还要简单谈谈市郊经济。市郊经济同上述各种商业

性农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性农业是指整个经营都适应于某一

种主要的市场产品，而市郊经济是指小农把各种东西都拿来做点

买卖，如自己的房屋（出租给避暑的人和房客）、自己的院落、自己

的马匹，自己农业上和宅旁园地上的各种产品——粮食、饲料、牛

奶、肉类、蔬菜、浆果、鱼类、木材等等，出售自己老婆的奶（首都附

近的哺乳业），为外来的城里人进行各种花样繁多的（有时甚至不

便说出口的）服务来赚钱①，以及其他等等②。旧的宗法式农民完全

被资本主义改造了，他们完全屈服于“货币权力”，这种情况在这里

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民粹派通常都把市郊农民划分出来，说他们

“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是，这类农民同上述各类农民只是形式上不

同而已。资本主义对小农进行的全面改造的政治经济实质，到处都

完全一样。城市、工厂和工商业村、火车站增加得愈快，我国“村社

社员”向这类农民的转变就会愈广泛。不应当忘记亚当·斯密早就

６７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下上面已经引证过的关于彼得堡县农民经
济的《圣彼得堡省国民经济统计材料》。各种各样的小买卖在这里采取了不同
的“行业”形式：出租别墅，租赁房屋，出售牛奶、蔬菜和瓜果，“用马拉脚”，哺
乳，捕虾，捕鱼等等。图拉县郊区农民的行业也完全相同，见《俄国手工工业调
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波里索夫先生的文章。

参看乌斯宾斯基的《乡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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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的话：完善的交通将使一切乡村变成市郊。①现在已属少见的

穷乡僻壤，会日益变成稀有的古迹，农民也会愈来愈迅速地变成受

商品生产一般规律支配的工业者。

在结束对商业性农业增长资料的评述时，我们不妨在这里再

说一遍，我们的任务只是考察最主要的（决不是所有的）商业性农

业的形式。

九 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意义的结论

在第２章至第４章中，我们已经从两方面研究了俄国农业中

的资本主义问题。首先我们研究了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中现存的

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改革后时代形成的结构。我们看到，农民

在极其迅速地分化为数量很少但经济地位很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

和农村无产阶级。同这种“非农民化”过程紧密联系着的，是地主从

工役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其次，我们又从另一方

面考察了这同一个过程；我们以农业向商品生产转变的形式为出

发点，研究了商业性农业每一种最主要的形式所特有的社会经济

关系。我们看到，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中的上述过程，象红线一样

也贯穿在各种各样的农业条件之中。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从上述各种资料中得出的结论。

（１）改革后农业演进的基本特点是农业越来越带有商业的即

企业的性质。对于地主经济来说，这一事实十分明显，用不着特别

说明。对农民的农业来说，这种现象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因为第

７７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完善的道路、运河和通航的河流降低了运费，把全国遥远地区置于和市郊一
样的水平。”上引著作第１卷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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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标志。我们在

上面已经指出，只要整个经济结构是建立在我们在第２章研究过

的那些资本主义矛盾上面的，那么一切用独立的经营来满足自己

支出的小商品生产者都属于农村小资产阶级范畴。第二，农村小资

产者（不论是在俄国或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许多过渡梯阶同

小块土地“农民”、同分得一小块份地的农村无产者结合在一起。这

种情况是那种认为“农民”中没有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

分的理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①

（２）由于农业的性质，它向商品生产的转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

的，和工业中的这种过程并不一样。加工工业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

部门，这些部门都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产品的一个部分。而农业性工

业则不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它只是在一种场合下专门生产

一种市场产品，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产品；而

且农业的其他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的（即市场的）产品。因此，

商业性农业的形式非常多种多样，它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形式各异，

而且在不同的农场也不相同。因此，在研究商业性农业的增长问题

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局限于整个农业生产的笼统资料。②

８７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例如，前一个注释中提到的那本书的作者们在讲到“农民”时，正是局限于这些
资料的。他们假定，每个农民正是种植他所消费的粮食，种植他所消费的各种
粮食，并且正是按照他们消费的比例种植各种粮食。从这种“假定”中（这种
“假定”违反事实，无视改革后时代的基本特点）得出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结
论”，是用不着费多大力气的。
在民粹派的书刊里，也可以碰到下面一种绝妙的推论方法：每一种商业

顺便谈一下，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喜爱的“俄国农民经济大多是纯自然经济”
（《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１卷第５２页）这一论点，就
是以抹杀上述情况为依据的。只要采用一些把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
合在一起的“平均”数字，这种论点就算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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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第一，农

业的专业化引起了各农业地区之间、各农场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

间的交换。第二，农业愈是被卷入商品流通，农村居民对供个人消

费的加工工业产品的需求就增长得愈快。因而第三，对生产资料的

需求也增长得愈快，因为无论是农村的小企业主或大企业主，靠旧

式的“农民的”工具和建筑物等等，都不可能经营新的商业性农业。

最后，第四，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

地主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都是以农业雇农和日工队伍的形成

为前提的。改革后时代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资本

主义农业的发展，整个工厂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器制造业的

发展，所谓农民的“农业副业”即雇佣劳动的发展，等等），而这种情

况只能用商业性农业增长这个事实来解释。

（４）资本主义在农业人口中间大大扩大和加剧了这样一些矛

盾，没有这些矛盾这种生产方式就根本不能存在。但是，尽管如此，

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力量。第一，资本主义把务农者一方面从“世袭领主”，另一方面从

宗法式的依附农民变成了同现代社会中其他一切业主一样的手工

业者。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

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所以它只能按

照数百年的陈规来经营，并必然会使务农者同本村以外的世界所

发生的一切完全隔绝开来。工役制度这个旧事物在现代经济中的

活残余，明显地证实了这个论断。资本主义第一次同土地占有的等

９７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性农业，同整个农业比较起来，都是一种“例外”。因此，整个商业性农业都应
当算作例外，而自然经济应当认为是常规！在中学逻辑学教科书的诡辩篇中，
可以找到很多类似这种推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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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度断绝了关系，把土地变成了商品。务农者的产品投入销售，

就要受到社会的核算，首先是地方市场的核算，其次是国内市场的

核算，最后是国际市场的核算；这样，村野的务农者过去同整个外

界隔绝的状态就被彻底打破了。在破产的威胁下，务农者不管愿意

与否，都必须考虑本国的以及由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其他国家的

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甚至从前曾经保证奥勃洛摩夫不冒任何风

险，不花任何资本，不对自古以来的生产陈规作任何改变而获得可

靠收入的工役制度，现在也都无力把他从美国农场主的竞争下拯

救出来。因此，半世纪以前，有人针对西欧所说的那句话，即农业资

本主义“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对于改革后的俄国

也是完全适用的。①

第二，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

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

展。几十年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做的事情，比过去整整几个世纪做

到的还要多。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被商业性农业形式的

多样性代替了；原始的农具开始让位于改良农具和机器；旧耕作制

度的固定不变状况被新的耕作方法破坏了。这一切变化的过程是

０８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哲学的贫困》（１８９６年巴黎版）第２２３页；作者轻蔑地称这些人的渴望为反动
的悲叹，这些人祈求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淳朴的风尚等等，责难“土
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
１８６页。——编者注）。

我们完全了解，正文中所引证的全部论据，对于民粹派来说，可能不仅没
有说服力，而且简直不可理解。但是，如果去详细分析这样一些意见，例如，说
转移土地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是丘普罗夫先生在关于粮价的辩论中所
说的话；速记报告第３９页），说禁止农民转让份地是一种可以维护的制度，说
工役经济制度优于或至少不次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等，那就太枉费精力了。
上面的整个叙述，都含有对民粹派用来为这些意见作辩护的各种政治经济学
论据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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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述农业专业化现象密切联系着的。农业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

主义一样）按其性质来说，是不能平衡发展的，因为它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农场）推进了农业的一个方面，而在

另一个地方推进了农业的另一个方面等等。它在一种场合下改造

了一些农业作业的技术，而在另一种场合下改造了另一些农业作

业的技术，使这些农业作业脱离了宗法式的农民经济或宗法式的

工役制。因为整个这一过程都是按照变化莫测的连生产者也不总

是能够知道的市场要求进行的，所以资本主义农业在每一个别场

合（往往是在每一个别地区，有时甚至是在每一个别国家）变得比

过去片面和畸形，然而总的说来，它变得比宗法式农业要多样和合

理得多。商业性农业的各种特殊种类的形成，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

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但是这些危机（和

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更加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和劳动社会

化的发展。①

第三，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俄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和工人的

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产品的生

产始终是在不变的、规模小得可怜的形式下进行的，不论是农民为

自己工作或为地主工作，情况都是这样，土地占有的任何“村社性

质”都不能改变这种生产极其分散的状况。同生产的这种分散性紧

密联系着的是农民本身的分散性。②他们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

１８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因此，尽管土地占有的形式不同，但是马克思关于法国小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对于俄国农民是完全适用的：“小农〈小块土地农民〉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
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

西欧的浪漫主义者和俄国的民粹派，极力强调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农业的片
面性，强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稳定和危机，并且根据这一点来否认资本主义
的前进运动比前资本主义的停滞所具有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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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己狭小的“村社”里，甚至同邻近村社的农民都被截然隔开，原

因是他们所属的等别不同（前地主农民，前国家农民等等），占有的

土地面积不同，也就是说，解放的条件不同（这些条件有时只是决

定于地主的个性和癖好）。资本主义第一次破坏了这些纯粹中世

纪的壁垒，而且破坏得很出色。现在，各等农民之间、按份地占有面

积区分的各类农民之间的差别，同每等农民、每类农民和每个村社

内部的经济差别比较起来，已经显得很不重要了。资本主义破坏了

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打破了农民中世纪的狭小划分，而代之以

全国性的大规模划分，即把农民划分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中占据不同地位的一些阶级。①如果说，过去的生产条件本身决定

了农民群众固定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

义农业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地区的形成，就不能不造成大量居民在

全国各地的迁移；而没有居民的流动（上面已经指出），居民的自觉

２８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联盟和联合的需要不是减少了，反而无比地增加了。
但是用旧的标准来满足新社会的这种需要是完全荒谬的。这个新社会要求：
第一，这种联盟不应是地方性的、等级制的和有类别的；第二，这种联盟的出发
点是资本主义和农民分化所造成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上引弗·伊林的书
第９１—９２页脚注（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０８页。——编者注）］

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
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ｆｅｌｄ），即小块土
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
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
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
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
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
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
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
成的那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１８８５年汉堡版第９８—９９页（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第２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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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主动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最后，第四，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

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从《罗斯法典》的时代起，直到现在用农民的

工具耕种地主的土地为止，工役经济制度一直绝对地统治着我国

的农业；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农民的愚昧和粗野，因为农

民由于从事农奴制性质的或“半自由”性质的劳动而受到屈辱；如

果不是农民缺乏一定的公民权利（例如，属于最低等级，受体罚，被

派出公差，束缚于份地等等），工役制度就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

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是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① 我

们把上面有关俄国农业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所说的话概括一

下，那就可以说，农业资本主义使农业生产社会化了。农业从最高

等级的特权或最低等级的租赋变成了普通的工商业；农民的劳动

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受到社会的核算；墨守成规的单一的农业正在

变成在技术上经过改造的和具有多种多样形式的商业性农业；小

农的地方闭塞性和分散性正遭到破坏；劳动力买卖的非人身交易，

正在排挤各种各样的盘剥形式和人身依附形式，——这一切情况

实际上都是同一过程的各个环节，这个过程使农业劳动社会化了，

并且使市场波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矛盾，即各个农业企业的个

体性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３８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在尼．—逊先生对我国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发出的无数怨言和叹息中，有一点是
特别值得注意的：“……不论是诸侯纷争或是鞑靼人的统治，都没有触动我国
经济生活的形式”（《论文集》第２８４页），只有资本主义才对“自己过去的历史”
表示了“轻蔑的态度”（第２８３页）。好一个神圣的真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所
以进步，正因为它对“历来的”“数百年来奉为神圣的”工役制和盘剥的种种形
式表示了“轻蔑的态度”，而这些形式的确是任何政治风暴，包括“诸侯纷争”和
“鞑靼人的统治”在内，都没有能够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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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再说一遍），在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

历史作用时，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也没

有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相反，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正

是那些只会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民粹派分子，才极其肤浅地估

计这些矛盾，抹杀农民的分化，无视我国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

义性质，用“农业副业”或“外水”等等说法来掩盖农业雇佣工人阶

级的形成。

十 民粹派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冬闲”

关于资本主义的意义除了上述肯定的结论以外，还必须分析

一下我国著作界中流行的一些特殊的“理论”。在大多数场合下，我

国的民粹派分子是完全不能领会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基本

观点的。他们中间有些比较坦率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的理论

不包括农业（瓦·沃·先生的《我们的方针》），而另外一些人（如尼

·—逊先生），则想巧妙地避而不谈他们的“学说”和马克思理论的

关系问题。在民粹派的经济学家中间最流行的这样的学说之一，就

是“冬闲”论。其实质如下。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变成了一个同其他产业部门没有联

系的特殊的产业部门。而且农业占用不了全年时间，只占用五六个

月。因此，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就产生了“冬闲”，使“农民阶级的工作

时间只限于工作年中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农民阶级经济状况恶

４８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瓦·沃·《理论经济学概论》第１０８页及以下各页。尼·—逊《论文集》第２１４
页及以下各页。卡布鲁柯夫先生也有同样的思想：《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度在莫斯科
大学授课用的农业经济学讲义》１８９７年莫斯科版第５５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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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根本原因”（尼·—逊的书第２２９页），是“国内市场缩小”和社

会“生产力浪费”的根本原因（瓦·沃·先生的书）。

这就是这个喧嚣一时的理论的全貌，这个理论把最广泛的历

史哲学结论仅仅建立在农活全年分配极不平均这样一个伟大的真

理上面！仅仅抓住这一个特点，借助于抽象的假设把它夸大到荒谬

的地步，抛开使宗法式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这一复杂过程的

其他一切特点，——这就是最近企图恢复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人民

生产”的浪漫主义学说的拙劣手法。

为了说明这种抽象的学说多么狭隘，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实际

过程中那些被我国民粹派完全忽视或估计不足的方面。第一，农业

愈是专业化，农业人口减少得就愈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

的比例也就愈小。民粹派忘记了这一点，并且把农业专业化抽象化

到农业实际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的程度。他们假设：单是

粮食播种和收获的一些作业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耕地

和施肥，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养畜，育林，房屋和农具的修理等

等，——这一切都各自成了资本主义产业部门。把这类抽象化应用

于当代现实，不大能说明这个现实。第二，这种农业完全专业化的

假设，是以农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农场主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

完全分裂为前提的。在这种条件下谈论“农民”（象尼·—逊先生所

作的那样，第２１５页），是极不合逻辑的。农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

本身也要求全年的工作分配得比较平均（由于轮作制和合理的畜

牧业等），在许多场合下产品的技术加工同农业结合起来，在预先

的整地上投入大量劳动，等等。①第三，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农业企

５８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为了避免空口说白话，我们举一些我国地主农场的例子，这种农场的组织最接
近纯资本主义类型。我们看看奥廖尔省（《克罗梅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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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同工业企业完全分离。但是，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分离不容

许农业雇佣劳动同工业雇佣劳动相结合呢？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

义社会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结合。资本主义把熟练工人从普

通的小工中分离出来，这些小工时而做这种工作，时而做那种工

作，时而被某个大企业吸收，时而被抛入失业者的队伍。①资本主

义和大工业愈猛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变动，不仅在农业中，而且

６８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资本主义大工业造成了流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是由农村居民组成的，但是
主要从事工业劳动。“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
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 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
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６９２页（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７２９页。——编者注））“一般说来，象铁路建设那
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
仅仅是某些……部门（如农业）……”（同上，第２卷第３０３页（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３５１页。——编者注））

１８９２年奥廖尔版第４卷第２编）。贵族赫柳斯京的田庄有土地１１２９俄亩，５６２
俄亩是耕地，有建筑物８所和各种改良农具。人工种植牧草。设有养马场。繁
殖牲畜。用挖沟开渠的办法排干沼泽（“排水多半是在空闲时间进行的”，第
１４６页）。工人数夏季每天５０—８０人，冬季则不到３０人。１８８８年有工人８１人，
其中２５人是夏季工。１８８９年有木匠１９人。里博皮耶尔伯爵的田庄有土地
３０００俄亩，１２９３俄亩是耕地，８９８俄亩租给了农民。实行十二圃轮作制。挖掘
泥炭作肥料，开采磷钙石。从１８８９年起，种了３０俄亩的试验田。冬季和春季
运送肥料。种植牧草。合理采伐林木（从１０月到３月使用伐木工２００—３００
人）。繁殖奶牛。经营牛奶业。１８８８年有工人９０人，其中３４人是夏季工。莫
斯科省缅施科夫的田庄（《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５卷第２编）有土地
２３０００俄亩。劳动力都是为割地服工役的工人和自由雇佣工人。经营木材业。
“马匹和固定工人夏季下地干活，秋末和冬季的一部分时间把马铃薯和淀粉运
往干燥室和淀粉厂，把木柴运出森林，送到车站。由于这一切，全年中劳动分
配得相当平均。”（第１４５页）顺便说一下，这一点可以从每月工作日统计表中
看出：马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２９３个，变动幅度是２２３个（４月）到３６２个（６
月）；男工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２１６个，变动幅度是１２６个（２月）到２７９个（１１
月）；女工的工作日平均每月为２３个，变动幅度是１３个（１月）到２７个（３月）。
这个现实同民粹派所玩弄的抽象化是否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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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中，一般说来也愈厉害。①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的是资本主

义最大限度的发展，我们就应当假定工人从农业劳动转到非农业

劳动最容易，我们就应当假定形成了各种企业主都从中获得劳动

力的总后备军。第四，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的农村企业主的情况，那

当然不能否认，他们在农场增补劳动力方面有时有困难。但是也不

要忘记，他们也有办法把工人束缚在自己的农场上，这就是分给工

人一小块土地等等。有份地的农业雇农或日工，这是一切资本主义

国家特有的一种农民类型。民粹派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忽

视俄国这种类型的形成。第五，离开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总问题而

提出农民冬闲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形成是整

个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农业的特点只不过使这种现象具有一些

特殊形式。因此，例如《资本论》的作者就是把农业劳动的分配问题

同“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联系起来谈的②，并且在专门论述“劳动

期间”和“生产时间”的区别的一章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资本论》

第２卷第２篇第１３章）。劳动作用于产品的时间叫作劳动期间；产

品处于生产领域的时间叫作生产时间，其中也包括劳动没有作用

７８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例如，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农业关系时说道：“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
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第２版第１卷第
７２５页），因此，虽然有经常的“相对过剩人口”，但是农村总是显得人口不足。
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说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对农业的掌握，形成了过剩的农
业人口。“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
的队伍”（同上，第６６８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７５９、７０４
页。——编者注））；这部分人口经常失业，工作极不规则，报酬极为微薄（例如
为商店干的家庭劳动等）。

例如，根据莫斯科卫生统计，该省共有１１４３８１名工厂工人。这是现有的人数，
最多时达到１４６３３８名，最少时达到９４２１４名。（《１８７９—１８８５年莫斯科省工厂
卫生调查总集》第４卷第１册第９８页）百分比为１２８％——１００％——８２％。资
本主义整个地加剧着工人人数的变动，因而便在这方面消除着工农业之间的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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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品的时间。在很多产业部门里，劳动期间与生产时间并不相

符，农业只是其中最典型的部门，但决不是唯一的部门。① 和欧洲

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俄国农业的劳动期间同生产时间的差别特别

大。“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

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

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销，而对工人来说，就不

是这样。”（同上，第２２３—２２４页）②可见，从我们所研究的农业特

点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农业工人的状况一定比工业工人更坏。

这个结论和尼·—逊先生的“理论”距离还很远，根据他的“理论”，

冬闲是“农民阶级”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我国农业的

劳动期间为１２个月，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会完全同现在一样；

全部差别只在于农业工人的状况稍微接近于工业工人的状况而

已。③

可见，瓦·沃·先生和尼·—逊的“理论”，甚至对整个农业资

本主义发展的总问题，也丝毫没有提供出什么东西来。这种理论对

俄国的特点不仅没有阐明，反倒抹杀了。我国农民冬季失业现象的

产生，与其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倒不如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

够。我们在上面（本章第４节）根据工资资料指出，在大俄罗斯各省

中，资本主义最不发达、工役制占优势的省份，冬季失业现象最严

８８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我们说“稍微”，那是因为农业工人状况的恶化远不是工作不经常这一个原因
造成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２６９页。——编者注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马克思的意见：农业中也有办法“在一年之内比较均衡地分
配”对劳动的需求，这就是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用轮作制代替三圃制，种植块
根作物和牧草等。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要求增加预付在生产上的即在工
资、肥料、种子等等上的流动资本”（同上，第２２５—２２６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２４卷第２７０—２７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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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工役制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

了工农业的发展，从而也就阻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与此同

时，它把农民固定在份地上，使他们既找不到冬季工作，也无法依

靠自己可怜的农业为生。

十一 续。村社，马克思对小农业的看法，

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见解

  “村社原则阻碍资本夺取农业生产”（第７２页），尼·—逊先生

这样表述了另一个传播很广的民粹派理论，这个理论和上述理论

一样，是抽象地制造出来的。在第２章里我们举出了一系列事实，

说明这种流行的前提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作如下补充。认为

农业资本主义一产生就要有一种特殊的土地占有形式，这是完全

错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

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

后才创造出来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８０的所有权，或

马尔克公社①８１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

转化为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论》第３卷第

２部分第１５６页）②因此，就问题的本质看来，土地占有的任何特点

都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资本主义是根据农

业、法律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条件而采取不同形式的。由此可见，在

９８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６９６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指出，“公有地（Ｇｅｍ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ｕｍ）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
地农业［小农业］的补充物”（《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３４１页（参看《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１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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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题目下写了一系列著作的我国民粹派

对问题的提法本身是多么错误。有个显赫的英国迷悬赏征求论述

在俄国推行租地农场式经营的优秀作品，有个学术团体提出把农

民分散成独立农庄的计划，有个赋闲的官僚制定６０俄亩田区制的

方案；民粹派赶紧出来应战，投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方案”的战

斗，反对“实行资本主义”，反对破坏“人民生产”的守护神——村

社。好心的民粹派根本没有想到，当种种方案正在被制定和推翻的

时候，资本主义却在走自己的道路，而村社的农村正在变成并且已

经变成了① 小地主的农村。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问题本身是很

不关心的。不论这种土地占有形式如何，农民资产阶级同农村无产

阶级的关系，决不会因此而在本质上有丝毫改变。真正重要的问题

根本不是土地的占有形式，而是继续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纯中世

纪的旧残余：农民村团的等级隔绝、连环保、与私有土地税负根本

不能相比的过高的农民土地税负、农民土地的转让、农民的移动和

迁居没有充分自由等。② 所有这些旧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农民不分

化，而只能增加工役和盘剥的各种形式，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发

展。

０９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民粹派为其中有些制度辩护，特别明显地说明了他们观点的反动性，这种反动
性使他们日益靠近大地主。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提出这样的论断是跑到前面了，那我们就回答如下：
谁想从发展中描写某种真实现象，谁就不可避免地和必然地要二者选择其一，
或者是跑到前面，或者是落在后面。在这里折中办法是没有的。既然所有资料
都表明，社会演进的性质正是这样，这种演进已经向前走得很远（见第２章），
既然阻碍这种演进的情况和制度（过高的赋税，农民的等级隔绝，没有土地转
移、移动和迁居的充分自由等）都已经确切地指出了，那么这样跑到前面就根
本不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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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应该谈一谈民粹派的一种独创，他们想把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３卷里的某些言论，解释得与他们的小农

业优越于大农业、农业资本主义不起进步的历史作用这样一些见

解相一致。为此，他们特别经常引用《资本论》第３卷里的下面一段

话：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

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

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

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Ｓｅｌｂｓｔ 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的小

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第３卷第１部分第

９８页，俄译本第８３页）①

从这段话里（附带说一下，这是完全孤立的一段话，是插在谈

原料价格的变动如何影响利润的一章里讲的，而不是在专门谈农

业的第６篇里讲的）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资本主义同农业（以及

工业）的合理安排不相容，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我们同民粹派

争论的也不是这一点。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进步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这里特意强调指出了。剩下的只是马克思提出“自食其力

的小农”这句话。在引用这句话的民粹派中间，没有人肯说明一下

他从什么意义上理解这句话，没有人肯一方面把它从上下文联系

起来看，另一方面把它同马克思关于小农业的整个学说联系起来

看。在上述《资本论》的那个地方，谈的是原料价格波动得如何剧

烈，这种波动如何破坏生产的比例性和系统性，破坏农业和工业之

间的协调等。只是在这方面，即在生产的比例性、系统性和计划性

１９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１３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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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马克思才拿小农经济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等量齐

观。在这方面，中世纪的小工业（手艺）也很象“联合起来的生产

者”的经济（参看《哲学的贫困》上引版本第９０页）①，而资本主义

同这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就在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么究

竟根据什么逻辑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马克思承认小农业的生命

力②，而不承认农业在资本主义中的进步历史作用呢？请看马克思

在专门谈农业的一篇里，在专门谈小农经济的一节里（第４７章第

５节）是怎样说的：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

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

断扩大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

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

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

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

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第３卷第２部分第

３４１—３４２页，俄译本第６６７页）③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

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及

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

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３４７页，俄译本

２９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１０页。——编者注

我们记得，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当农业危机因价格跌落而完全爆发出来的时
候，就认为必须坚决起来反对法国的“学生”，因为他们对小农业有生命力的学

说作了若干让步８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１０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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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７２页）①

这两段话的作者不但没有忽视资本主义大农业所固有的矛

盾，反而无情地揭露了这些矛盾。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评价资本主

义的历史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

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

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

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

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

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 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

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

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

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１５６—１５７

页，俄译本第５０９—５１０页）②

马克思的话既然说得这样明确，关于他对农业资本主义的进

步历史作用问题的看法，看来不会再有两种意见了。但是，尼·—

逊先生又找到了一个借口，他引用了恩格斯对现代农业危机的意

见，好象这个意见一定会推翻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的原理似

的。③

３９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见１８９６年２月《新言论》第５期第２５６—２６１页尼·—逊先生给编辑部的信。
这里也有关于“历史的教训”那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民粹派经济学
家都企图借当前的农业危机来推翻农业在资本主义中的进步历史作用的理

同上，第６９６—６９７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１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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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究竟说了些什么。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级

差地租理论的主要原理总括起来， 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律：“土地

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乃至整个文明越发展，每英亩的地

租和地租总额就增加得越多，社会以超额利润形式付给大土地所

有者的贡赋也就越多。”（《资本论》第３卷第２部分第２５８页，俄译

本第５９７页）①恩格斯说，“这个规律说明了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

可惊的生命力”，他们虽然负债累累，但是遇到任何危机时都能“再

站住脚”，例如，英国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粮价，但是这不仅没有使

大地主破产，反而使他们大发其财。

因此，可能以为，资本主义不能削弱土地所有权所体现的垄断

的力量。

恩格斯接着说：“但是，一切都是要消逝的。”横渡海洋的轮船，

南北美洲和印度的铁路，都引起新竞争者的出现。北美的大草原、

阿根廷的草原等等，都以廉价的谷物充塞世界市场。“欧洲的租地

农场主和农民在地租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当然竞争不过这种草原

处女地以及赋税重压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一部分欧洲土地

就从种植谷物的竞争中完全退出来；地租到处都在下降；我们列举

的第二种情况的变例２（价格下降，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也下降）成

了欧洲的通例。因此，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法国南部到东普鲁士，

４９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８１６—８１７页。——编者注

论，但不论是尼·—逊先生或这些民粹派经济学家中其他某一位先生，都从来
不根据一定的经济理论直接提出问题，从来不说明使马克思承认农业资本主
义的进步历史作用的根据；他们也没有肯定指出，他们究竟否定其中的哪些根
据和为什么否定。在这里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还是不
直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为妙，而只是含糊地暗示指“俄国学生”。我们在这本
书里虽然只限于谈俄国经济，但我们却在上面举出了对这一问题判断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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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听得到地主的怨言。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草原还远没有全被

开垦；还有足够数量的草原可以使欧洲所有大地主以及小地主遭

到破产。”（同上，第２６０页，俄译本第５９８页漏掉了“值得庆幸的

是”几个字）①

如果读者仔细地读了这一段话，那就一定会弄清楚，恩格斯说

的同尼·—逊先生想要强加在他身上的恰恰相反。照恩格斯的意

见，现代农业危机降低了地租，甚至要完全消灭地租，也就是说，农

业资本主义实现着它所特有的消灭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趋向。不，

我们的尼·—逊先生用他的“引证”肯定不会得手的。农业资本主

义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无限地扩大农产品的商业性生产，把许

多新的国家拖上世界舞台；它把宗法式的农业从它的最后的避难

所（如俄国和印度）赶了出去；它在农业中建立了空前未有的完全

工厂化的粮食生产，这种生产的基础就是有极完善的机器装备的

大批工人的协作；它极为猛烈地加剧了欧洲各古老国家的紧张状

态，降低了地租，从而破坏了看起来似乎是最巩固的垄断，不仅在

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它非常突

出地提出了农业生产社会化的必然性问题，甚至西方有产阶级的

代表也开始感到这种必然性了。② 所以恩格斯用他特有的爽朗的

讽刺口吻来祝贺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步骤，他说，值得庆幸的是，

还有相当一部分草原没有开垦，可以让事情继续这样进行下去。而

善良的尼·—逊先生竟毫无理由地替旧时的“农夫－庄稼汉”叹

息，替“千百年来奉为神圣的”……我国农业和各种农业盘剥形式

５９２第四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①

②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著名的卡尼茨提案８３或美国农场主把所有大型谷仓变成
国家财产的计划这些“时代标志”，难道实际上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８１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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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停滞状态叹息，这些形式不论“诸侯纷争或鞑靼人的统治”都是

动摇不了的，而现在竟开始被（啊，不得了！）这种可怕的资本主义

极为彻底地动摇了！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８４

６９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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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我们谈了农业，现在来谈工业。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也同在农业

中一样，可以这样表达：我们必须分析改革后俄国的种种工业形

式，就是说，必须研究加工工业中现有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以及这

一结构演进的性质。我们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工业形式谈起并考察

它们的发展。

一 家庭工业和手艺

农户（农民家庭）把它取得的原料进行加工，我们把这叫作家

庭工业。家庭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必然附属物，而自然经济的残余

在有小农的地方差不多总是保留着的。所以，在俄国的经济著作中

屡次谈到这一种工业（家庭制造供自身消费的亚麻制品、大麻制

品、木器等等）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可以断定，现在只在少数最偏僻

的地方，家庭工业还比较普遍，例如西伯利亚直到最近还属于这样

的地方。这样一种形式的工业作为一个行业还并不存在，因为手工

业在这里同农业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

手艺，即按消费者的订货来制造产品①，是脱离了宗法式农业

７９２

① Ｋｕｎｄｅｎ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按订货生产），参看卡尔·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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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种工业形式。在这里，材料可能是订货的消费者的，也可能

是手艺人的，而手艺人的劳动报酬，或者是给货币，或者是给实物

（手艺人的住处和生活费，以一部分产品如面粉等等作为报酬）。手

艺是城市生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乡村里也相当普遍，是农民

经济的补充。专业手艺人在农村人口中占一定的百分比，他们从事

（有时是专门，有时同农业相结合）制革、做鞋、缝衣、打铁、染土布、

加工农民用的呢绒、磨粉等等。由于我国经济统计工作非常不能令

人满意，所以没有任何关于手艺在俄国的普及程度的精确资料，而

有关这种工业形式的个别论述，差不多都分散在所有关于农民经

济的记载中， 分散在所谓“手工”工业的调查报告①中，甚至还出

现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②。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在登记农民副业

时，有时把“手艺人”划为单独一类（参看上引鲁德涅夫的著作），可

是也把全部建筑工人列入了（按照流行的说法）这一类。从政治经

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混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大量的建筑工人不

属于按照消费者的订货来工作的独立手工业者，他们属于受承包

人雇用的雇佣工人。当然，把农村手艺人同小商品生产者或雇佣工

８９２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特别明显地说明这种统计的混乱状况的，是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定出办法来区
别手艺作坊和工厂。例如，在６０年代，把纯粹手艺类型的乡村染坊算作工厂
（《财政部年鉴》第１卷第１７２—１７６页）；在１８９０年，把农民的呢绒洗染坊同制
呢厂混在一起（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第３版第２１页），等等。就是最新的
《工厂索引》（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也没有摆脱这种混乱状态。见我们的《评论
集》中的例子，第２７０—２７１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５—１７
页。——编者注）。

在这里用引文来证实上述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么多有关手艺的论述都分散在
有关手工工业的所有调查报告中，虽然按照通常的看法，手艺人是不算手工业
者的。我们还会不止一次看到，“手工业”这个术语含混到多么不可救药的地
步。

１８９３年蒂宾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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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区别开来，有时并不容易，为此必须对每一个小手工业者的资料

进行经济分析。对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①资料进

行整理，就是把手艺同其他小工业形式严格划分开来的一次很好

的尝试。据计算，当地农村手艺人人数约占农民人口的１％，并且

（果然不出所料）手艺人所占百分数最大的是在工业最不发达的县

份。与小商品生产者相比，手艺人的特点是和土地有着最牢固的联

系：１００个手艺人当中，农民占８０．６％（在其余的“手工业者”中，这

个百分数较低）。手艺人也使用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手工业者使用

雇佣劳动不及其余的手工业者那么普遍。手艺人的作坊的规模（按

照工人数量来看）同样是最小的。种地的手艺人的年平均收入是

４３．９卢布，而不种地的手艺人的年平均收入是１０２．９卢布。

我们只作这些简要的叙述，因为对手艺作详细的考察并不是

我们的任务。在这种工业形式中还没有商品生产；这里只在下述场

合出现商品流通：手艺人得到货币工资或出卖工作所得的一部分

产品而去为自己购买原料和生产工具。手艺人的劳动产品不在市

场上出现，几乎不越出农民的自然经济的领域。② 因此很自然的，

手艺同宗法式的小农业一样，其特征也是墨守成规、分散零碎、规

模狭小。手艺人外出到其他地方去找外水，是这种工业形式所固有

９９２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由于手艺接近于农民的自然经济，农民有时候就试图为全村把手艺劳动组织
起来，农民付给手艺人生活费，责成他们为本村的全体居民工作。现在这种工
业组织只是作为例外，或者只有在极偏僻的边疆地区（例如，在外高加索的某
些乡村里，打铁业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２卷
第３２１页）才能看到。

我们在《评论集》第１１３—１９９页（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３５—３３２
页。——编者注）中，曾有专文论述这个调查。本书所引证的关于彼尔姆省
“手工业者”的全部事实，均摘自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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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的发展因素。在我国乡村中，这种外出的情况十分普遍，特

别是在过去。其结果常常是在所到的地方建立起独立的手艺作坊。

二 工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

小手工业中的行会精神

  我们已经指出，手艺人是出现在市场上的，虽然并不是带着他

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自然，手艺人一旦和市场接触，就逐渐

地过渡到为市场生产，即成为商品生产者。这种过渡是渐进的，最

初是一种尝试：把偶而留在手中的产品或在空闲时制成的产品卖

出去。这种过渡之所以更是渐进性的，还因为制品的销售市场最初

十分狭小，致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拉开得很小，产品仍象

从前一样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转入消费者手中，而且在出售产品之

前，有时候存在着产品与农产品的交换①。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表现为贸易的扩大，专业的商人－包买主的出现；制品销售市

场不再是农村的小市场或集市②，而是整个区域，然后是全国，有

时甚至是其他国家。作为商品的工业品的生产，为工业同农业的分

００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一个这种农村集市的调查说明，集市的流转总额中，“手工业”产品竟占３１％
（在５００００卢布中占１５０００卢布左右）。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第１编第３８页。从波尔塔瓦的鞋匠只在本村６０俄里周围销售产品这一事实
中可以看出，小商品生产者的销售市场最初是多么狭小。《俄国手工工业报告
和研究》第１卷第２８７页。

例如，陶器与谷物的交换等等。在粮价便宜时，有时一个瓦罐的等价物就是这
个瓦罐所能装下的粮食。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３４０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５编第１４０页；《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第１编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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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换奠定了初步基础。尼·—逊先生以其

固有的陈腐而抽象的观点，只把“工业同农业的分离”说成是整个

“资本主义”的特性，而下肯花费精力去分析这种分离的各种形式

和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因此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农民手工

业中最小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开始把工业同农业分离开来，虽然在

大多数情况下，手工业者同农民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还没有分离。我

们将在下面的叙述中指出，更加发达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如何使工

业企业同农业企业分离，如何使工业工人同农民分离。

在商品生产处于萌芽状态时，“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还不厉

害，但是随着市场扩大并遍及广大地区，这种竞争就日益加剧，它

破坏了小手工业者靠他那真正的垄断地位而造成的宗法式的安

宁。小商品生产者感到，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相反，他的利益要

求维持这种垄断地位，因此他害怕竞争。小商品生产者不论是个人

或集体，都千方百计地阻止竞争，“不让”竞争者进入本地区，巩固

自己拥有一定顾客圈子的小业主的稳定地位。这种对竞争的恐惧，

十分明显地说明小商品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本质，因此我们认为

有必要比较详细地谈谈与此有关的事实。我们先举一个关于手艺

的例子。卡卢加省鞣羊皮匠到其他省份去鞣制羊皮；这个行业在农

奴制废除后日益衰落；地主们在以缴大笔代役租为条件准许“鞣羊

皮”的时候，机警地注意使鞣羊皮匠们知道自己“固定的地区”，不

让其他鞣羊皮匠侵入他人地区。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业是十

分有利的，甚至转让“地盘”可得５００或１０００卢布，因而手艺人进

入他人地区有时候还会引起流血冲突。农奴制的废除破坏了这种

中世纪的安宁；“铁路运输的便利在这方面也助长了竞争”①。属于

１０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２编第３５—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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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还有小手工业者为了防止“毁灭性的竞争”，竭力隐瞒

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良，对别人隐讳赚钱的活计，这种情况在许多行

业中都确实存在，而且肯定带有普遍性。新行业的创建者或对旧行

业进行某些改良的人，尽力对同村的人隐瞒赚钱的活计，为此他们

使用各种诡计（例如，为了避人耳目，把企业中的旧设备保留下

来），不让任何人进入自己的作坊，在暗楼里工作，甚至对亲生子女

都不谈生产情况。① 莫斯科省刷笔业发展迟缓，“通常是由于现在

的生产者不愿意有新的竞争者。据说，他们尽量不让旁人看自己干

活，因而只有一个生产者收了外地学徒”②。关于以五金业著称的

下诺夫哥罗德省别兹沃德诺耶村，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的是，

别兹沃德诺耶村的居民直到现在〈即直到８０年代初；这个行业在

５０年代初就已存在〉仍对邻近农民严守技艺秘密。他们屡次想在

乡公所作出一个决议，来惩罚把技艺传往他村的人。由于他们没有

办成这个手续，这个决议似乎在道义上束缚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

人，结果，他们就不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邻村去，而且也尽可能不娶

邻村的姑娘。”③

民粹派经济学家不仅力图抹杀大量的农民小手工业者是商品

２０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第２４０４页。

《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第２编第１９３页。

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２编第８１页，第５编第４６０页；第９
编第２５２６页。《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第１编第６—７页和第２５３页；第６卷
第２编第１４２页；第７卷第１编第２部关于“印刷业”的创造者。《弗拉基米尔
省手工业》第１编第１４５页和第１４９页。《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
８９页。格里戈里耶夫《巴甫洛沃区制锁制刀手工业》（１８８１年莫斯科出版的出
版物《伏尔加》的附录）第３９页。瓦·沃·先生在其《俄国手工工业概述》（１８８６
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９２页及以下各页中引证了一些这样的事实；他由此得出的
结论只是手工业者并不排斥新设施，他没有想到这些事实正好说明小商品生
产者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和他们的阶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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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这一事实，甚至还编了一套奇谈怪论，说什么农民小手工业

的经济组织与大工业的经济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对抗。其

实从上面引用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

说大产业家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那么农民

“手工业者”在这方面就是大产业家的亲兄弟；小资产者用他们的

小手段所竭力维护的，实质上正是大工厂主渴望用保护关税政策、

奖金、特权等等来维护的那种阶级利益。①

三 改革以后小手工业的发展。这一

 过程的两种形式及其意义

  从上面所谈的来看，小生产还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性。正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种新手工业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分工发展的

过程。所以，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发生这一过程，只要这

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着农民和半自然经济的农

业，只要各种陈旧的制度和传统（与交通不便等等有关）阻碍着大

机器工业直接代替家庭工业。商品经济每发展一步，都不可避免地

使农民从自身中分出一批又一批的手工业者；这一过程可以说翻

耕了新的土地，在国内最落后的地区或最落后的工业部门为资本

主义日后的侵占准备了新的地盘。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内

其他地区或其他工业部门中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小作坊和家庭工

人的数目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它们正在被工厂所吞并。显然，为了

３０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小资产者感到竞争会使他们毁灭，于是竭力阻止竞争，同样地，小资产者的思
想家民粹派也感到资本主义会摧毁他心爱的“基石”，因此就竭力加以“防止”，
禁止，阻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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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国家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必须十分严格地区别这两

种过程；把这两种过程混为一谈不能不引起概念的极端混乱。①

在改革后的俄国，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初步骤的小手工业

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为两种过程：第一，小手工业者和手艺

人从人口一向稠密、经济十分发达的中部省份迁到边疆地区；第

二，在当地居民中形成新的小手工业并扩展原有的手工业。

第一个过程是我们已经在上面（第４章第２节）指出的向边疆

地区移民的表现之一。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特维尔、卡卢加

等等省份的农民手工业者感到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加剧，感到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发展威胁着小生产，于是迁往南方，因

为那里“手艺”人还不多，工资高，而生活费用低。在新的地方建立

起小作坊，这种小作坊为日后在该村及其附近推广新型的农民手

工业打下了基础。拥有悠久工业文化的我国中部地区，就是这样帮

助国内那些开始住满人的新地区发展这种文化的。资本主义关系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种关系也是农民小手工业所固有的）就这

样传布全国。②

现在我们来谈谈表明上述第二个过程的一些事实。应当预先

４０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例如，见上引谢·亚·柯罗连科的书，谈到手工业工人移往边疆地区并有部分
工

这里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明在同一省份、同一时间、同一种行业中兼有这
两种不同的过程。脚蹬式纺车业（在维亚特卡省）是家庭织布业的补充。这种
行业的发展标志着制造一种织布工具的商品生产的产生。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该省的偏僻地区，即该省的北部，几乎没有人知道脚蹬式纺车（《有关维亚特
卡省手工业状况的资料》第２编第２７页），因而在那里“这种手工业可能新产
生出来”，就是说，可能在农民的宗法式自然经济中打开第一个缺口。但是在
该省的其他地区，这种手工业已经衰落，而调查人员认为衰落的原因大约是
“农民日益普遍地使用工厂的棉织品”（第２６页）。因此，在这里，商品生产和资
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工厂对小手工业的排挤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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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们在证实农民的小作坊和手工业的发展时，暂不涉及它们

的经济组织问题，因为从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手工业不是

导致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商业资本的形成，就是成为资本主义工

场手工业的组成部分。①

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的熟制毛皮业产生于阿尔扎马

斯城，后来逐渐传到城郊的村庄，包括的地区愈来愈大。最初，村庄

里的熟制毛皮匠很少，而他们的雇佣工人却很多；工人的工资低

廉，因为他们是为了学手艺而受雇的。他们一旦学成，就各自东西，

开设自己的小作坊，这样就为资本的统治准备了更广泛的基地，目

前，大部分手工业者都受资本的支配。② 总的说来，在新兴手工业

的第一批作坊里雇佣工人非常多，这些雇佣工人日后变成了小业

主，这是最普遍的通常现象。③ 很明显，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与

各种历史上的见解相反……不是大作坊吞并小作坊，而是从大作

坊中产生小作坊”④，那是极大的错误。第一批作坊的规模大，决不

５０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③

④ 瓦·沃·先生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７８—７９页中，根据具有上述性质的
一个事实立即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例如，在莫斯科省的染色业（《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第１编第７３—９９页）、
宽边帽业（同上，第６卷第１编）、熟制毛皮业（同上，第７卷第１编第２部）、巴
甫洛沃区的钢器装配业（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３７—３８页）以及其他行
业中都有同样的现象。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３编。

人在那里定居下来。《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编（谈到来自中部
省份的手工业者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占多数）；第３编第３３—３４页（下诺夫哥罗
德省的流动鞋匠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各城市）；第９编（该省博戈罗茨科耶村的
制革匠在俄国各地建立了工厂）。《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４编第１３６页（弗
拉基米尔省的陶工把自己这一行业带到了阿斯特拉罕省）。参看《俄国手工工
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１２５页和第２１０页；第２卷第１６０—１６５、１６８、
２２２页——关于来自大俄罗斯各省的手工业者“在整个南方”占多数的总的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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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手工业的积聚；这是由于这些作坊数量少，附近农民想在这些

作坊里学到一门有益的手艺。至于说到农民手工业从旧中心传布

到周围村庄的过程，那么，这种过程在很多场合都能看到。例如，在

改革后时代，下列一些具有特出意义的手工业发展起来了（无论从

已经有了手工业的村庄数、手工业者的人数或生产总额来看）：巴

甫洛沃区的钢器装配业，基姆雷村的制革－制鞋业，阿尔扎马斯城

及其郊区的编鞋业，布尔马基诺村的五金业，莫尔维季诺村及其附

近地区的软帽业，莫斯科省的玻璃业、宽边帽业、花边业，克拉斯诺

谢洛区的首饰业，等等。① 论图拉县７个乡的手工业一文的作者断

言，“农民改革后手艺人人数的增加”，“手工业者和手艺人在改革

以前没有手工业者和手艺人的地方前出现”，都是普遍的现象。②

莫斯科省的统计人员也提出了相应的意见。③ 我们可以拿有关莫

斯科省１０种手工业中５２３个手工业作坊开设时间的统计资料来

６０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７卷第１编第２部第１９６页。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第２３０３—２３０４页。

Ａ．斯米尔诺夫《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下诺夫哥罗德省以五金生产闻名的
两个村子》１８６４年莫斯科版：尼·拉布津《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和弗
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制刀业、制锁业及其他五金制品业的调查报告》１８７０年
圣彼得堡版；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１８９１年《下诺夫哥罗德航运业和工业
通报》第１期。尼·安年斯基《关于巴甫洛沃区手工业者状况的问题的报告》；
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关于戈尔巴托夫县的《土地估价材料》１８９２年下诺夫哥
罗德版；亚·尼·波特列索夫于１８９５年在信贷社委员会圣彼得堡分会的报
告；《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７２年圣彼得堡版第２卷第３编；《俄国手工工业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８编；《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和第３卷；《俄
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６编和第１３编；《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
第１编第１１１页，同上，第１７７页；第７卷第２编第８页；《俄国工业历史统计
概述》第２卷第６类行业１；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４２期。也可参看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１８—１９页及其他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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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这一意见。①

作坊

总数

各 个 时 期 建 立 的 作 坊 数

时期

不详

很早

以前

１９世 纪 各 个 年 代

１０年代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５０年代６０年代７０年代

５２３ １３ ４６ ３ ６ １１ １ ３７ １２１ ２７５

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也表明（根据８８８４个小手艺作坊和手工业

作坊开设时间的资料），改革后时代的特点是小手工业发展得特别

迅速。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新手工业产生的这种过程是有意义的。弗

拉基米尔省的毛织业和半丝织业是在不久以前即１８６１年产生的。

最初，这种行业是外出做零工，以后才在乡村中出现分发线纱的

“师傅”。最早的“厂主”之一一度做过麦米买卖，在坦波夫省和萨拉

托夫省的“草原”采购麦米。随着铁路的修建，粮价拉平了，粮食生

意集中在百万富翁手中，于是我们这位商人决定把自己的资本投

入工业织布企业；他进了工厂，熟悉了业务，成了一位“师傅”。②由

此可见，当地新“手工业”的形成，是由于国内总的经济发展把资本

从商业中排挤出去，并把它引入工业。③ 我们引以为例的手工业的

调查者指出，他记述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的，因为靠外出做零工为生

的农民“是各种手工业的先驱者，他们把自己的技术知识带回本

７０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③ 米·伊·杜·－巴拉诺夫斯基在他关于俄国工厂历史命运的研究著作中指
出，商业资本是大工业形成的必要的历史条件。见他的《俄国工厂今昔》一书，
１８９８年圣彼得堡版。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关于制刷业、别针制造业、制钩业、宽边帽业、淀粉业、制鞋业、眼镜业、铜制马
具业、缨穗业和家具业的资料，摘自《莫斯科省手工业》和伊萨耶夫先生的同名
著作所引证的手工业者按户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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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带领一批新的劳动力外出，而且以手工业能使小工房主和师傅

一本万利的故事来打动富裕农夫。那些把钱存放在钱罐里或做粮

食买卖的富裕农夫，听信了这些故事，就经营起工业企业来了”（同

上）。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的制鞋业和制毡业在某些地方

是这样产生的：细平布小工房或小型分活站的业主们眼看手工织

布业衰落下去，就开办了从事其他生产的作坊，他们有时为了熟悉

业务和培训子女还雇用师傅。① 当大工业把小资本从一种生产中

排挤出去的时候，这种资本就流入其他生产，推动其他生产朝同一

方向发展。

改革以后使小手工业在农村中得到发展的一般条件，已由莫

斯科省手工业的调查人员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在对花边业

的记述中看到：“一方面，这时的农民生活条件大大恶化，另一方

面，一部分境况较好的居民的需要却有了显著的增长。”② 接着作

者根据他所列举地区的资料断言，在多马农民人数和农民牲畜总

数增多的时候，无马的和不种地的农民人数也同时增多。这样一

来，一方面是需要“外水”、寻找副业工作的人数增多了，另一方面

是少数富裕户发了财，有了“积蓄”，有“可能雇用一两个工人或者

把工作分配给贫苦农民在家里做”。作者解释说：“当然，我们在这

里没有谈到从富裕户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有名的所谓富农、土豪的

情况，而只是考察了农民中最通常的现象。”

总之，地方调查人员指出了农民分化和农民小手工业发展之

间的联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第２章叙述的资料中可以得

出结论说，种地的农民的分化必然使农民小手工业同时发展起来。

８０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第２编第８页及以下各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２编第２５页和第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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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经济的衰落，各种原料加工一个个地变成单独的工业部

门；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增加了对农民小手工业

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为这些手工业提供了自由的劳动力和闲置的

货币资金。①

四 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莫斯科省

 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在工业小商品生产者中间形成的那些

社会经济关系是怎样的。确定这些关系的性质这个任务同前面第

２章中提出的研究小农的任务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应当依据的不

是农业经营的规模，而是手工业经营的规模；应当把小手工业者按

其生产规模加以分类，考察雇佣劳动在每一类中的作用、技术状况

等等。②为了进行这种分析，必须有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我

们现在掌握的是莫斯科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③调查人员

９０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③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和第７卷，《莫斯科省手工业》和安·伊萨耶
夫《莫斯科省手工业》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莫斯科版，共２卷。在《弗拉基米尔省手工
业》中，也刊载了有关少数几种手工业的这样的资料。不言而喻，我们在本章

瓦尔泽尔先生在描述切尔尼戈夫省的“手工”工业时，肯定“经济单位是多种多
样的”（一方面是收入达５００—８００卢布的农户，另一方面是“近于赤贫的”农
户），并且作了这样的评论：“在这种条件下，对农户进行按户登记，并把它们及
其全部经营设备划分成一定数量的平均农户，这是提供手工业者经济生活全
貌的唯一办法。其余的一切，或者是偶然印象构成的幻想，或者是根据各种平
均数字作出的不切实际的算术计算……”（《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第５编第３５４页）

尼·—逊先生在论述“手工业资本主义化”时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是他忽略
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在其依次各阶段中的那些最初步骤。尼·—逊先生从
“人民生产”直接跳到“资本主义”，而后又带着一副可笑的天真神情，惊奇地发
现资本主义是没有基础的、人为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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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手工业都列举了有关每一个手工业者的生产、有时还包括

其农业的确切统计资料（作坊建立时间，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的人

数，全年生产总额，手工业者拥有的马匹数目，耕种土地的方法等

等）。在这里，调查人员并未提供任何分类表，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

编制这些表，按照每一作坊的工人人数（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有

时按照生产规模及其技术设备等等，把每一种行业的手工业者都

划分成等级（ 是低级， 是中级， 是高级）。一般说来，手工业者

分级的标准，是按照关于这种手工业的记载中所引用的全部资料

来确定的；此外，在不同的手工业中，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划分

手工业者的等级。例如，在很小的手工业中，把有１个工人的作坊

列为低级，把有２个工人的作坊列为中级，把有３个工人以上的作

坊列为高级，而在较大的手工业中，则把有１—５个工人的作坊列

为低级，把有６—１０个工人的作坊列为中级，依此类推。如果不采

用不同的分类法，我们就不可能对每一种手工业提供出关于不同

规模的作坊的资料。用这种方法制成的表载于附录中（见附录一）；

表中指出了每一种行业的手工业者是根据什么标志划分成各种等

级的， 列举出了每一种行业中每一等级的作坊、工人（包括本户

工人和雇佣工人）、生产总额、有雇佣工人的作坊、雇佣工人等的绝

对数字；为了说明手工业者的农业状况，计算出了每一等级中每一

个业主占有马匹的平均数字以及靠“工人”来耕种土地（即雇用农

业工人）的手工业者的百分数。这个表共包括３７种手工业、２２７８

０１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只考察这样的手工业，在这些手工业中，小商品生产者为市场工作，而不是为
包买主工作，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为包买主工作是一种更复杂的现
象，我们在下面将专门考察这种现象。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
资料，对判断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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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坊、１１８３３名工人和５００万卢布以上的生产总额；如果把因资

料不完备或因其性质特殊① 而不列入汇总资料的４种手工业除

去，则共有３３种手工业、２０８５个作坊、９４２７名工人和３４６６０００卢

布的生产总额，经过订正（对两种手工业）以后，生产总额约为３７５

万卢布。

由于没有任何必要把３３种手工业的资料全部考察一遍，而且

这样做也未免太麻烦，所以我们把这些手工业分为四类：（１）９种

手工业，每个作坊的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平均数为１．

６—２．５人；（２）９种手工业，工人平均数为２．７—４．４人；（３）１０种

手工业，工人平均数为５．１—８．４人；（４）５种手工业，工人平均数

为１１．５—１７．８人。我们就是这样把每一作坊工人人数彼此相当接

近的手工业归为一类，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只使用这四类手工

业的资料。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全部列表如下。②

这个表汇总了高级和低级手工业者的关系的最主要资料，这

些资料可供我们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关于这四类手工业的总结性

资料，我们可以用图来说明，这个图的设计与我们在第２章中说明

种地农民的分化的图完全相同。我们先算出每一等级的作坊总数、

本户工人总数、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总数、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

佣工人）总数、生产总额和雇佣工人总数的百分数，然后把这些百

分数（用第２章所说的方法）画在图上。③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

１１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３１５—３１６页上的图。——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１２页。——编者注

拥有２０个作坊和１８１７名雇佣工人的瓷器“手工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
列入汇总资料的。莫斯科省的统计人员把这个行业也列入了“手工”业（见上
引书第７卷第３编汇总表），这足以说明在我国流行的概念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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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类别

绝对数字①
（ａ）作坊数
（ｂ）工人数
（ｃ）生产总
额（单位
卢布）

百分数的分配②
 （ａ）作 坊数
 （ｂ）工 人数
 （ｃ）生产总额

（ａ）有雇佣工人
 的作坊的百
 分数   
（ｂ）雇佣工人的
 百 分 数

平均生产额
（单位卢布）
（ａ）每个 作 坊
（ｂ）每 个工 人

每个作坊的
工人平均数
（ａ）本户工人
（ｂ）雇佣工人
（ｃ）总  计

共
 
计

等  级 共
 
计

等  级 共
 
计

等  级 共
 
计

等  级

第１类
 （９种手工业）

８３１
１７７６
３５７８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７
３５
３２

３０
３７
３７

１３
２８
３１

 
１２
１１

 
２
１

 １９
９

 
４０
２７

 
４３０
２０２

 
２４３
１８２

 
５２７
２０２

 
１０１０
２２４

１．９
０．２
２．１

１．２８
０．０２
１．３

２．４
０．２
２．６

３．３
１．２
４．５

 
第２类
 （９种手工业）

３４８
１２４２
５１６２６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７
３０
２５

３４
３５
３４

１９
３５
４１

 
４１
２６

 
２５
１３

 
４３
２１

 
７６
４５

 
１４８４
４１５

 
７９１
３５０

 
１４７７
３９９

 
３２９１
４８９

 ２．５
１．０
３．５

１．９
０．３
２．２

２．９
０．８
３．７

３．７
３．０
６．７

 
第３类
 （１０种手工业）

８０４
４８９３

２０１３９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３
２５
２０

３３
３７
３７

１４
３８
４３

 
６４
６１

 
３５
２５

 
９５
５９

 
１００
８６

 
２５０３
４１１

 
９３１
３２４

 
２７３７
４１１

 
８０６３
４６８

２．４
３．７
６．１

２．０
０．８
２．８

２．７
３．９
６．６

２．３
１４．９
１７．２

 
第４类
 （５种手工业）

１０２
１５１６

③５７７９３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８
１５
１３

３３
２４
２３

２９
６１
６４

 
８４
８５

 
６１
６０

 
９７
８１

 
１００
９３

 
５６６６
３８１

 
１９１９
３３１

 
３９５２
３６３

 
１２７１４
４０１

２．１
１２．７
１４．８

２．２
３．５
５．７

２．１
８．７
１０．８

２．１
２９．６
３１．７

各类总计
 
（３３种手工业）

２０８５
９４２７

３４６６００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３
２６
２１

３２
３５
３４

１５
３９
４５

 
４０
５１

 
２１
２０

 
５７
４６

 
７４
７５

 
１６６４
３６７

 
６５１
２９２

 
１７５６
３６２

 
５０２９
４２１

２．２
２．３
４．５

１．８
０．４
２．２

２．６
２．２
４．８

２．９
９．０
１１．９

 ① （ａ）（ｂ）（ｃ）三字表示下列数字是按这三个项目在各栏中依次排列的。
 ② 这是各类手工业或各等级中的作坊和工人总数的百分数。
 ③ 有两种手工业，提供的不是产品的价值（＝生产总额），而是加工的原料价值的资料。这使生产总额减少３０万卢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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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坊、１１８３３名工人和５００万卢布以上的生产总额；如果把因资

料不完备或因其性质特殊① 而不列入汇总资料的４种手工业除

去，则共有３３种手工业、２０８５个作坊、９４２７名工人和３４６６０００卢

布的生产总额，经过订正（对两种手工业）以后，生产总额约为３７５

万卢布。

由于没有任何必要把３３种手工业的资料全部考察一遍，而且

这样做也未免太麻烦，所以我们把这些手工业分为四类：（１）９种

手工业，每个作坊的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平均数为１．

６—２．５人；（２）９种手工业，工人平均数为２．７—４．４人；（３）１０种

手工业，工人平均数为５．１—８．４人；（４）５种手工业，工人平均数

为１１．５—１７．８人。我们就是这样把每一作坊工人人数彼此相当接

近的手工业归为一类，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只使用这四类手工

业的资料。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全部列表如下。②

这个表汇总了高级和低级手工业者的关系的最主要资料，这

些资料可供我们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关于这四类手工业的总结性

资料，我们可以用图来说明，这个图的设计与我们在第２章中说明

种地农民的分化的图完全相同。我们先算出每一等级的作坊总数、

本户工人总数、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总数、工人（包括本户工人和雇

佣工人）总数、生产总额和雇佣工人总数的百分数，然后把这些百

分数（用第２章所说的方法）画在图上。③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３１５—３１６页上的图。——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１２页。——编者注

拥有２０个作坊和１８１７名雇佣工人的瓷器“手工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
列入汇总资料的。莫斯科省的统计人员把这个行业也列入了“手工”业（见上
引书第７卷第３编汇总表），这足以说明在我国流行的概念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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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雇佣劳动的作用谈起。３３种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超过

本户劳动：工人总数中有５１％是雇佣劳动者；对莫斯科省的“手工

业者”来说，这个百分数甚至还低于实际情况。我们计算了一下莫

斯科省５４种提供了雇佣工人确切数字的手工业资料，结果是

２９４４６名工人中有１７５６６名雇佣劳动者，即占５９．６５％。彼尔姆省

雇佣工人在全部手工业者和手艺人中间所占的百分数是２４．５％，

而单单在商品生产者中间就占２９．４—３１．２％。但是，正如我们将

在下面看到的，这些笼统的数字所包括的不仅是小商品生产者，而

且还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因此，下述结论要有意义得多：雇佣劳

动的作用随着作坊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在将一类手工业同另一类

手工业相比或者将同一类手工业的不同等级相比时都可以看到这

种情况。作坊的规模愈大，有雇佣工人的作坊的百分数就愈高，雇

佣工人的百分数也就愈高。民粹派经济学家通常只是说，在“手工

业者”中间占优势的是只有本户工人的小作坊，而且常常引用“平

均”数字来加以证实。从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些“平均”数字

对说明这方面的现象并不适用，而且有本户工人的小作坊在数量

上占优势，丝毫不能抹杀下列基本事实：小商品生产的趋势是愈来

愈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建立资本主义的作坊。不仅如此，引用的资

料也驳斥了民粹派另一个同样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手工业”生产

中的雇佣劳动不过是本户劳动的“补充”，使用雇佣劳动并不是为

了发财致富等等。①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小手工业者中间，正象在

小农中间一样，雇佣劳动的使用随着本户工人人数的增多而增加。

我们在大多数手工业中都看到，雇佣劳动的使用，从低的等级到高

３１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例如，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１编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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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是依次递增的，尽管每个作坊的本户工人人数也在递增。雇

佣劳动的使用并不消除“手工业者”家庭人数方面的差别，而是加

深这种差别。本图清楚地表明了小手工业的这种共同特点：高级手

工业虽然拥有最多的本户工人，仍然集中了大量雇佣工人。因此，

“家庭协作”是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①。当然，不言而喻，这个“规

律”只适用于最小的商品生产者，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

规律证明，农民的趋势是变成小资产者。只要建立起有相当多雇佣

工人的作坊，“家庭协作”的意义就必然下降。我们从我们的资料中

也确实看到，上述规律并不适用于最高类别中那些规模最大的等

级。当“手工业者”成为雇有１５—３０个雇佣工人的真正的资本家

时，本户劳动在他的作坊中的作用也就降低了，变得微不足道了

（例如，在最高类别的最高等级中，本户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

７％）。换句话说，只要“手工”业具有的规模小到使“家庭协作”在其

中起主要作用，那么这种家庭协作就是资本主义协作发展的最可

靠 保 证。 因 此，在 这 里 十 分 明 显 地 表 明 了 商

品生产的辩证法，即“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变成靠剥削他人劳动

为生。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资料。关于每个等级中每个

工人的生产总额的资料表明：劳动生产率随着作坊规模的扩大而

提高。这在大多数手工业中和所有手工业的类别中都可以看到；本

图明显地说明了这一规律，表明高级手工业所占生产总额的比重

比它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要大；而在低级手工业中这个比例

４１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从有关彼尔姆省“手工业者”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见我们的《评论
集》第１２６—１２８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４８—２５２页。——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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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的总结性资料图

实线表示高级（即第 级）手工业者在３３种手工业的作坊、工人等

等总数中所占比重的百分数（从上至下）。

虚线表示低级（即第 级）手工业者在３３种手工业的作坊、工人等

等总数中所占比重的百分数（从下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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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的总结性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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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高级手工业作坊中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总额比低级手工

业作坊中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总额高２０—４０％。诚然，和小作坊相

比，大作坊通常有较长的劳动期间，有时还加工比较贵重的材料，

但是这两种情况并不能抹杀下列事实，即大作坊的劳动生产率大

大超过小作坊。① 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大作坊的工人（包括本户工

人和雇佣工人）比小作坊的工人多２—４倍，而采用较大规模的协

作不能不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作坊总是在技术方面装备

较好，配备有优良的工具、设备和机器等等。例如，在制刷业的“正

规组织起来的作坊”中大约应当有１５个工人，在制钩业中应当有

９—１０个工人。在玩具业中，大多数手工业者都用普通火炉烘干货

物，较大的业主就有专门的烘干炉，而最大的业主则有专门的房子

即干燥室。在金属玩具业中，１６个业主中８个业主有专门的作坊，

各个等级的情况如下：（ ）６个业主有０个；（ ）５个业主有３个；

（ ）５个业主有５个。１４２个制镜匠和制框匠有１８个专门的作坊，

各个等级的情况如下：（ ）９９个业主有３个；（ ）２７个业主有４

个；（ ）１６个业主有１１个。在编筛业中，编筛是用手工（第 级），

而织筛则用机器（第 级和第 级）。在缝纫业中，各等级中每一个

业主占有的缝纫机台数如下：（ ）１．３；（ ）２．１；（ ）３．４；等等。伊

萨耶夫先生在调查家具业时断言，单干有以下几种不利的地方：

（１）单干者没有全套工具；（２）所制商品种类受到限制，因为小屋内

摆不下大件产品；（３）零买材料价钱要贵得多（要贵３０—３５％）；

（４）必须廉价出售商品，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不信任小“手工业

７１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关于已列入我们表中的淀粉业，有各种规模作坊的劳动期间长短的资料。原
来（正象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即使是同样的劳动期间，大作坊中一个工人所提
供的产品数量也比小作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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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另一方面是由于小“手工业者”需要现金。①大家知道，与此完

全类似的现象不仅在家具业中可以看到，而且在许许多多农民小

手工业中都可以看到。最后，必须补充一点，一个工人生产的产品

价值，不仅在大多数手工业中由低的等级到高的等级是递增的，而

且由小手工业到大手工业也是递增的。在第１类手工业中，每个工

人的平均产值是２０２卢布，在第２类和第３类手工业中是４００卢

布，在第４类手工业中则超出５００卢布（根据上述原因，应把３８１

这个数字增加１２）。这种情况表明了原料涨价与大作坊排挤小作

坊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每发展一步，必然会引起木材

等等产品的涨价，从而加速了小作坊的灭亡。

从上述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在农民小手工业中，起巨大

作用的还是比较大的资本主义作坊。它们在作坊总数中占很少数，

可是集中了工人总数中的很大部分和生产总数中的更大部分。例

如，在莫斯科省的３３种手工业中，占１５％的高级作坊集中了生产

总额的４５％，而占５３％的低级作坊总共只占生产总额的２１％。不

言而喻，手工业纯收入的分配一定更不平均得多。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

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资料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从７种手

工业中把最大的作坊分出来，可以得出如下大小作坊间相互关系

的情景②：

８１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我们的《评论集》第１５３页及以下各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８１
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书中分别引用了每种手工业的资料。我们要指
出，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有关为市场工作的从事农业的手工业者的。

小生产者为了同这些不利条件作斗争，就延长工作日和增加劳动强度（上引书
第３８页）。在商品经济下，无论是农业中或工业中的小生产者都只有用降低需
求的办法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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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坊

作

坊
数
目

工人 人数 总收 入 工  资 纯 收 入

本
户
工
人

雇
佣
工
人

共
 
 
计

共 计
每个
工人

共计
每个
雇佣
工人

共计
每个
本户
工人

单位卢布 单位卢布 单位卢布

所有作坊 ７３５１５８７８３７２４２４２３９８３７９８．９２８９８５３４．５６９０２７ ４３

大作 坊 ５３ ６５ ３３６４０１ １１７８７０ ２９３ １６２１５４８．２２２５２９ ３４６

其余作坊 ６８２１５２２５０１２０２３１２１９６７６０．２１２７７０２５．４４６４９８ ３０．５

  为数极少的大作坊（不到作坊总数的１１０。）拥有的工人约占

工人总数的１５，集中了全部生产的近一半和全部收入的２５左

右（工人工资和业主收入合计）。小业主所得的纯收入，远不及大作

坊雇佣工人的工资多；我们在其他地方已详细地说明，这种现象对

农民小手工业来说并不是例外，而是很普遍的。①

在归纳从我们所分析的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时，我们应当说，农

民小手工业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结构，同我们在上面

证实的小农的经济结构一样。在当今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农民小手

工业的扩大、发展和改善，只能是一方面分出少数小资本家，另一

方面分出多数雇佣工人或生活得比雇佣工人更苦更坏的“独立手

工业者”。因此，我们在最小的农民手工业中可以看到最明显的资

本主义萌芽，而这种资本主义正是被各种马尼洛夫式的８５经济学

９１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从正文中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在农民小手工业中起巨大作用甚至起主要作
用的是生产总额超过１０００卢布的作坊。要提醒的是，这样的作坊过去而且现
在继续被我国官方统计算作“工厂”。〔参看《评论集》第２６７页和第２７０页（见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２页和第１６页。——编者注）和第７章第２
节］。可见，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可以使用俄国民粹派所死守不放的那
套流行的传统术语，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确立下面这条“规律’：在农民的“手工
业”作坊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因官方统计太糟而未被列入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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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描述为某种脱离“人民生产”的东西。从国内市场理论的观点来

看，上面所分析的事实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农民小手工业的发

展，使较殷实的手工业者扩大了对生产资料和来自农村无产阶级

队伍的劳动力的需求。仅仅在彼尔姆一省，农村手艺人和小手工业

者所雇用的工人就有６５００人左右，可见在整个俄国，这种雇佣工

人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①

五 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

小商品生产者建立较大的作坊，是向比较高级的工业形式的

过渡。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是从分散的小生产中发展起来的。“资

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

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

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

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

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

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

０２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补充一点：除莫斯科省和彼尔姆省以外，其他各省的资料也证实在小商品生产
者中有完全类似的关系。例如，见《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２编，鞋匠和制毡
匠的按户调查资料；《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２编，关于梅登县车
轮制造匠的材料；第２编，关于该县熟制羊皮匠的材料；第３编，关于阿尔扎马
斯县的熟制毛皮匠的材料；第６编，关于谢苗诺夫县制毡匠和瓦西里县制革匠
的材料，等等。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４卷第１３７页，亚·绥·加戚斯
基关于小手工业的总的评论肯定了大作坊的分离。参看安年斯基关于巴甫洛
沃区手工业者的报告（前已提到），其中谈到各类家庭每周工资额以及其他等
等。所有这些材料与我们所分析的按户调查资料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们
的不完备和贫乏。而问题的实质，到处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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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资本

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３２９页）①

可见，在我国农民（“手工业者”）的小手工业中出现的也正是

这种资本主义的起点。另一种历史环境（没有行会手工业，或者行

会手工业不发达）只改变了同样一些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形式。资

本主义作坊同小手工业者作坊的差别，最初只表现在同时雇用的

工人人数上。因此，最早的资本主义作坊由于是少数，就好象湮没

在许许多多的小作坊之中。但是，使用较多的工人，必然会引起生

产本身一连串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产的逐步改造。在使用原始手

工技术的情况下，各个工人之间的差别（体力，灵巧，技艺等等）常

常是很大的；单单由于这一个原因，小手工业者的地位已经变得极

不稳定；他对市场波动的依附性极大。而当一个作坊有几个工人

时，工人之间的个人差别在作坊本身中已经不那么显著了；“同时

雇用的许多工人的总工作日，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②，

因此，资本主义作坊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具有大得多的正常性和稳

定性。于是有可能更充分地利用建筑物、仓库、器具和劳动工具等

等；这样就降低了较大作坊的生产费用③。为了进行较大规模的生

１２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③ 例如，关于弗拉基米尔省的金箔工匠，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在工人较多的情
况下，开支可以大大缩减；这里应该包括照明费，切箔费，砧石费和用具费。”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１８８页）在彼尔姆省的铜器业，个体生产者
需要一套完整的工具（１６种），而两个工人只需要“增添很少”的工具，“有６—８
人的作坊，全部工具只要增加两三倍。即使是有８个人的作坊，往往也只有一
台旋床。”（《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０编第２９３９页）大作坊的固
定资本为４６６卢布，中等作坊为２９４卢布，小作坊为８０卢布，而生产总额各为
６２００卢布，３６５５卢布，８７１卢布。这就是说，小作坊的生产额比固定资本额大
１０倍，中等作坊大１１倍，大作坊大１３倍。

同上，第３５９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５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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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同时雇用许多工人，需要积累相当多的资本，但资本往往不是

在生产领域形成的，而是在商业领域或其他领域形成的。这种资本

的大小决定业主个人参加企业的形式：他本人也是工人（如果他的

资本还很小），或者他不亲自参加劳动而专门从事商业企业性活

动。例如，我们在关于家具业的记载中看到：“可以把作坊主的状况

同他雇用的工人人数联系起来。”“２—３个工人给业主挣的盈余很

少，以致业主要同工人一起干活…… ５个工人给业主挣的盈余

已经能使业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手工劳动，偷点懒，主要执行业主

的上述两种职能”（即购买材料和销售商品）。“一旦雇佣工人的数

量达到１０人或者超过这个数字，业主就不但不从事手工劳动，而

且几乎不再亲自监督工人。他添设了一个监视工人的工头…… 

这时他已经成为小资本家，成为‘道地的业主’。”（伊萨耶夫《莫斯

科省手工业》第１卷第５２—５３页）我们所引用的统计资料明显地

证实了这段评述，说明当雇佣工人大量出现的时候，本户工人的数

量减少了。

《资本论》的作者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在资本主义工业形式

发展中的一般意义，作了如下的评述：

“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

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正如

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

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

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 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

程中同时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

２２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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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

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

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

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

手工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

３４４—３４５页）①

我们将在下面的叙述中看到，在俄国，有雇佣工人的“手工业”

小作坊同发达得多和普遍得多的资本主义形式有着多么密切的联

系。至于这些作坊在农民小手工业中的作用，则上面已用统计资料

说明，这些作坊创立了相当广泛的资本主义协作来代替先前生产

上的分散性，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农民小手工业中的巨大作用及其进

步意义的结论，是和“劳动组合基础”的各种表现在农民小手工业

中占优势这一广为流行的民粹派理论针锋相对的。事实上，恰恰相

反，小工业（和手艺）的特点是生产者非常分散。民粹派的著作为了

证实相反的观点，除了选出一些个别例子以外，什么东西都拿不出

来，而这些例子的绝大部分根本与协作无关，只是说明业主和小业

主为共同购买原料、建筑公共作坊等等而实行的临时的小范围结

合。这样的劳动组合甚至一点也没有损害资本主义协作的主要作

用。②为了确切地了解“劳动组合基础”如何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

３２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我们认为，用例子证实正文中所说的观点是多此一举，因为在瓦·沃·先生的
《手工业中的劳动组合》（１８９５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可以举出一大堆这样的
例子。沃尔金先生已经分析了瓦·沃·先生援引的例子的真实意义（上述著
作第１８２页及以下各页），并且指出我国“手工”工业中的“劳动组合基础”少得
十分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７１—３７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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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引证从这里或那里取来的例子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引用某

一经过全面调查的地区的资料，考察哪些协作形式比较普遍以及

它们的意义。例如，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资

料就是这样的资料。我们在其他地方（《评论集》第１８２—１８７

页 ①）已经指出，这次调查证明小手工业者的分散性是多么惊人，

极少数大作坊的意义是多么重大。上面所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协作

的作用的结论，并不是根据个别的例子，而是根据不同地方几十种

各式各样手工业的确切按户调查资料。

六 小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

大家知道，农民小手工业在许多情况下产生出特种的包买主，

他们专门从事销售产品和收购原料的商业业务，并且通常以这种

或那种形式使小手工业者从属于自己。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

现象同农民小手工业的一般结构有着怎样的联系，以及它的意义

如何。

包买主的主要经济业务是为转卖商品而收买商品（产品或原

料）。换句话说，包买主是商业资本的代表。个别人手中形成了闲

置的货币资金（所谓闲置的货币资金，是指无需用于个人消费等等

的货币资金），是一切资本——不论是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的

起点。我国农村中这种财产上的分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在上面已经

４２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１３—３１９页。——编者注

可怜。我们只指出瓦·沃·先生的下列论断：“……若干独立手工业者结合成
一个生产单位……绝对不是由竞争的条件引起的。大多数手工业中都没有较
大的有雇佣工人的作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第９３页）毫无根据地提出这种
笼统的论点，当然要比分析关于这个问题的按户调查资料容易得多。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根据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农民分化的资料作了详细说明。这些资

料阐明了产生包买主的条件之一，即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孤立性以

及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摩擦和斗争。另一个条件和商业资本执行

的那些职能的性质有关，即同制品的销售和原料的收购有关。在商

品生产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小生产者只在地方小市场上销售制品，

有时甚至把制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低级阶

段，这种商品生产刚刚从手艺中分离出来。随着市场的扩大，这种

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这同小规模的分散的生产完全相适应）渐渐

成为不可能。在大市场上，销售应当是大规模的、整批的。因此，生

产的小规模性质同大规模的、整批销售的必要性产生了不可调和

的矛盾。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小生产者孤立和分化的情况

下，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只有由少数富裕者独揽销售，把销售集中

起来。包买主大批地收购制品（或原料），这样就减少了销售的费

用，把小规模的、偶然的和不正规的销售变为大规模的和正规的销

售。这种大规模销售的纯粹经济上的优越性，必然使小生产者同市

场隔绝，使他们在商业资本的权力面前无力自卫。这样，在商品经

济的环境下，由于大规模的整批的销售对零散的小规模的销售占

有纯粹经济上的优势，小生产者就必然依附于商业资本①。不言而

喻，包买主的利润实际上常常远不只是大规模销售费用与小规模

５２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关于商业资本即商人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问题，我们介绍读者
阅读《资本论》第３卷。着重参看第３卷第１部分第２５３—２５４页（俄译本第２１２
页）关于商品经营资本的实质；第２５９页（俄译本第２１７页）关于商业资本使销
售费用降低；第２７８—２７９页（俄译本第２３３—２３４页）关于“集中的现象在商人
业务中比在产业工场中出现得早”这一情况的经济必然性；第３０８页（俄译本
第２５９页）和第３１０—３１１页（俄译本第２６０—２６１页）关于商业资本作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要“前提”的历史作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５卷第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７—３０８、３２８—３３０、３６３—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６页。——编者
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销售费用之间的差额，它正如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一样，常常是由正

常工资的扣除额组成的。然而为了说明产业资本家的利润，我们应

当假定劳动力是按其实际价值出卖的。同样，为了说明包买主的作

用，我们应当假定他们是按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来进行产品买卖

的。只有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这些经济上的原因，才能给我们提

供一把锁钥，使我们了解商业资本实际上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在这些形式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是毫无疑义的）最普通的欺诈伎

俩。相反的做法，——正如民粹派通常所作的那样，——即仅仅指

出“盘剥者”的各种诡计，并根据这点而完全撇开现象的经济本质

问题，就站到了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上去。①

为了证实我们关于为市场进行的小生产同商业资本的统治之

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论点，我们较详细地谈谈描写包买

主如何出现和起了什么作用的优秀记述之一。我们指的是莫斯科

省花边业调查（《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第２编）。“女商人”的产

生过程是这样的。在这种手工业刚产生的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和花边

女工还很少的稍后一段时期，主要的购买者是地主，“老爷”。消费

者同生产者的距离很近。随着这种手工业的普及，农民开始“利用

某种机会”，比如通过制梳者，把花边运到莫斯科。这种原始销售方

法的不方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一个不干这一行业的庄稼汉怎么

６２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民粹派把“手工”业理想化，把商业资本说成某种可悲的倾向，而不把它看作是
为市场进行的小生产的必然附属物，这种偏见可惜也影响到了统计调查。例
如，我们有好多关于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资料（莫斯科省的，弗拉基米尔省的，
彼尔姆省的），它们确切地调查了每个小手工业者的经济，但是忽视了包买主
的经济问题：他们的资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这种资本的大小根据什么来确
定，包买主的购销费用怎样，等等。参看我们的《评论集》第１６９页（见《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９８—２９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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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挨户兜售呢？”她们开始委托一个花边女工销售花边，对她损失

的时间给以补偿。“她也运回编织花边的材料。”这样，单独销售的

不上算，就使商业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由一个人执行的特殊职能，

这个人从许多女工那里收集制品。这些女工由于彼此间的宗法式

亲近关系（亲戚、邻居、同村人等等），起初打算合伙组织销售，想把

销售事务委托给她们之中的一个女工。但是货币经济立刻在旧的

宗法式关系中打开了缺口，立刻造成了我们在前面根据关于农民

分化的大批资料所证实的那些现象。为销售而制造产品，教会人们

以金钱来估价时间。于是，对女中间人损失的时间和劳动给以补偿

就成为必要的了；女中间人逐渐习惯自己的工作，并开始以此为职

业。“这样来回跑了几次，也就培养出了女商人这种人物。”（上引书

第３０页）到莫斯科去过几次的人，在那里建立起对正规销售十分

必要的固定关系。“以经售所得报酬为生的必要性和习惯日渐形

成。”女商人除经售所得报酬外，还“竭力在材料、棉布和线上打主

意”，把超出花边定价多卖的钱据为己有。女商人说，得到的价格低

于定价，“愿意就拿出来，不愿意就算了”。“女商人开始从城里带来

商品并由此获取大量利润。”这样，女经纪人就变成独立的女商人，

她已经开始垄断销售，而且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使女工们完全受

自己支配。在商业业务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高利贷业务：把钱借

给女工，以低价收购她们的商品等等。“姑娘们出卖１卢布的东西

要付出１０戈比，而且她们清楚地知道，女商人除此以外还以更高

的价格出卖花边，从她们身上刮取油水。但是她们根本不知道有什

么其他的办法。当我对她们说她们可以轮流到莫斯科去时，她们回

答说，那就更糟了，她们不知道销给谁，而女商人已很熟悉各个地

方。女商人销售了她们的成品，就带回订货、材料、图案（花样）等

７２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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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女商人总是把钱预支给她们，或者借给她们，如果等钱用，甚至

还可以把花边零卖给女商人。一方面，女商人成了最需要和最不可

缺少的人；另一方面，从她们中间逐渐产生了严重剥削别人劳动的

人，即女盘剥者。”（第３２页）对此必须补充一点：这类人物就是从

那些小生产者中产生出来的，“不管打听过多少次，情况都是如此，

所有的女商人从前都是编织花边的，因而都是懂得这门生产的人；

她们都是从这些花边女工中产生的；她们最初并没有什么资本，只

是由于自己作经纪人赚了些钱，才渐渐地做起印花布和其他商品

的生意”（第３１页）。① 因此，毫无疑问，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小生产

者中间不仅必然分化出较富裕的手工业者，而且还分化出商业资

本的代表。②这些商业资本的代表一经形成，大规模的整批的销售

就必然要排挤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③ 这里有几个例子，说明“手

工业者”中间同时兼包买主的较大的业主实际上是怎样组织销售

的。莫斯科省手工业者销售商用算盘（见我们表中关于商用算盘的

统计资料；附录一），主要是在俄国务地市集上进行的。要想自己在

市集上做买卖，第一，必须有大量资本，因为市集上只进行批发交

易；第二，必须有自己人在当地收购制品并把制品交给商人。符合

８２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我们在上面较详细地谈到的手工业者中间的那些大业主，常常也有一部分是
包买主。例如，大手工业者向小手工业者购买制品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科尔萨克（《论一般工业形式并论西欧和俄国家庭生产（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
的意义》）早就十分公正地指出，小规模销售（以及小规模购买原料）的亏损同
“小规模分散生产的共同性质”之间有联系（第２３页和第２３９页）。

由小生产者自身中间形成包买主，这是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只要调查者一涉
及这个问题差不多总是可以证实的。例如，见有关缝制羊皮手套业中的“分活
者”（《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７卷第２编第１７５—１７６页）、有关巴甫洛沃手工业
中的包买主（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９２页）以及有关其他许多业主的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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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的“只有一个经商的农民”，他也是一个拥有大量资本并

从事算盘装配（就是用算盘架和算盘珠来装成算盘）和算盘买卖的

“手工业者”，他的６个儿子“专门做买卖”，所以必须雇用两个工人

来耕种份地。调查者指出：“他有可能把自己的商品拿到所有的市

集上去销售，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较小的商人通常只能在附近销售

自己的商品。”（《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７卷第１编第２部第１４１页）

在这个场合，商业资本的代表还没有从全体“农夫－庄稼汉”中分

化出来，甚至还保存了自己的份地经济和父权制的大家庭。莫斯科

省的眼镜匠完全依附于那些收购自己制品（眼镜架）的手工业者。

这些包买主同时又是拥有自己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以供给“业

主”制品等等为条件把原料贷给穷人。小手工业者曾经试图自己在

莫斯科销售产品，但是遭到了失败，因为总共才１０—１５卢布的零

星销售实在太不合算。（同上，第２６３页）在梁赞省的花边业中，女

商人所获得的利润占女工工资的１２—５０％。“殷实的”女商人同销

售中心建立了正规的联系，并且邮寄商品以节省川资。商人认为即

使是１５０—２００卢布的销售额也不能抵偿销售方面的支出，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整批销售是何等的必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第７编第１１８４页）下面是别廖夫花边的销售组织。别廖夫

城有三类女商人：（１）“女贩子”，她们分发小额订货，自己遍访女

工，并把商品卖给大的女商人。（２）女订货商，她们亲自订货或者从

女贩子那里收购商品，然后把商品运到首都等地。（３）大的女商人

（２—３家“商号”），她们已经同经纪人做交易了，即给他们送去商

品并获得大批订货。地方上的女商人要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大商店

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店宁愿同送来大宗各式各样编织物

的批发包买主打交道”；女商人也必定把货物卖给这些“女供货

９２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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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她们那里了解一切商业情况；由她们来规定价格；一句话，

不通过她们就没有办法”。（《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

１０编第２８２３—２８２４页）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根据上面的引证

完全可以看出：在为大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是

绝对不可能的。在小生产者分散和完全分化的情况下①，只有大资

本才能组织大规模的销售，这样，大资本便使手工业者处于完全孤

立无援和依附的地位。因此可以断定，那种建议通过“组织销售”来

帮助“手工业者”的广为流行的民粹派理论是荒谬的。从纯理论方

面来看，这种理论是由于不懂得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销售之间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小市民空想。② 至于说到俄国实际生

活中的情况，那就干脆被编造这种理论的人忽视了，他们忽视了小

商品生产者的分散性和他们的完全分化，忽视了在小商品生产者

中间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包买主”，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

大资本才能组织销售这一事实。显然，把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但却是

肯定无疑的现实生活的特点抛开不谈，那就容易胡思乱想了。③

０３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独立手工业者”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为数不多的论断，是民粹
派理论的所谓经济论据。这种特别流行的论断是这样推论的：手工业给农民
带来很大的利益，因而农民希望发展手工业。（我们且不谈这种可笑的想法，
仿佛大批日渐破产的农民因为其中有某些人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就可以得到帮
助似的。）但是要发展手工业，就应当知道一个手工业者需要多少“资本”才能

彼尔姆省的民粹派说道：“问题不在于盘剥者，而在于手工业者资本不足。”
（《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第８页）什么是盘剥者呢，不正是有资本的手
工业者吗？糟糕的是，民粹派不想研究从小生产者中间产生出企业主和“盘剥
者”这种小生产者的分化过程。

瓦·沃·先生断定说，受商业资本支配的手工业者“遭受着按问题的实质说是
完全多余的损失”（《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１５０页）。瓦·沃·先生是不是认
为，小生产者的分化“按问题的实质说”，即按这种小生产者在其环境中生活的
那种商品经济的实质说，是“完全多余的”现象呢？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商业资本在我国“手工”业中究竟

是怎样表现的，它使小工业者陷于怎样孤立无援的可怜境地。而且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评述商业资本在最高发展阶段的统治，在那个

阶段，它作为工场手工业的附属品，大规模地组织资本主义的家庭

劳动。这里，我们只指出商业资本在小手工业中所采取的那些基本

形式。 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是商人（或大作坊业主）向

小商品生产者收购制品。在收购不发达或互相竞争的包买主很多

的情况下，把商品卖给商人同其他各种出卖方式可能并没有什么

区别。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当地的包买主是农民能够经常把制品销

售给他的唯一受主，这样，包买主就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无限制地

降低他付给生产者的价格。商业资本的第二种形式是商业资本同

高利贷相结合：经常要钱用的农民向包买主借钱，然后用自己的商

品来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商品的销售总

是按照人为地降低了的价格进行，这种价格往往使手工业者的收

入少于雇佣工人。此外，债权人同债务人的关系必然使后者处于人

身依附地位，使他们遭受盘剥，使债权人利用债务人穷困的特殊境

１３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经营。下面是许多这种算法中的一个算法。格里戈里耶夫先生教导我们说，一
个巴甫洛沃手工业者的固定“资本”，以劳动工具的价值计，需要３—５卢布，
１０—１３—１５卢布等等，流动“资本”以一周的粮食和原料支出计，需要６—８卢
布。“所以，在巴甫洛沃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数量〈原文如此！〉不大，要
在那里置办独立〈原文如此！！〉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和材料是很容易的。”（上引
著作第７５页）的确，有什么事情比这种论断“更容易”呢？大笔一挥就把巴甫洛
沃的无产者变成了“资本家”，——只要把无产者每周的生活费和很不值钱的
工具称作“资本”就行了。而垄断销售的、唯一能够真正“独立的”和操纵着成
千累万资本的大包买主的真正资本，则被作者简单地抽象化了！这些富裕的
巴甫洛沃人真是些怪人：他们世世代代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积蓄了并且继续积
蓄着成千累万的资本，可是根据最新的发现，原来只要几十卢布的“资本”就可
以成为“独立的”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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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等。商业资本的第三种形式是以商品偿付制品，这是农村包买

主通常采用的方法之一。这个形式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小手工业

所固有的，而且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所有各不发达阶段所固有

的。只有使劳动社会化并且同一切宗法制完全断绝关系的大机器

工业，才排除了这种盘剥形式，要求从立法上禁止对大工业企业采

取这种形式。商业资本的第四种形式是商人以“手工业者”生产上

所必需的各种商品（原料或辅助材料等等）来作支付。把生产材料

卖给小手工业者也可以成为商业资本的一项独立业务，它同收购

制品的业务完全是一类的。如果制品的包买主开始以“手工业者”

所需要的那些原料来偿付，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

跨了很大一步。包买主把小手工业者同成品市场的联系切断之后，

现在又切断了他同原料市场的联系，这样就使手工业者完全从属

于自己。从这种形式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即包买主把材料直接

分发给“手工业者”去进行生产并付给一定的报酬，只差一步了。手

工业者事实上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

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转为产业资本。①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

了。这种家庭劳动在小手工业中比较少见，它的大规模采用是资本

主义发展下一个较高阶段的事情。

七 “手工业和农业”

这是农民手工业记述中专门章节的普通标题。因为在我们考

察的资本主义最初阶段，手工业者几乎还没有从农民中分化出来，

２３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纯粹的商业资本形式在于：购买商品是为了加上利润出卖这同一个商品。纯
粹的产业资本形式在于：购买商品是为了以加工后的形式出卖商品，因而就是
购买原料等等和购买对原料进行加工的劳动力。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所以他们同土地的联系的确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和需要特别考察的

现象。

我们先从我们表中的资料谈起（见附录一）。为了评述“手工业

者”的农业情况，这里首先援引每一等级手工业者马匹平均数的资

料。把有这种资料的１９种手工业汇总到一起，可以得出下列数字：

每个手工业者（业主或小业主）总平均有１．４匹马，各个等级的平

均数是：（ ）１．１；（ ）１．５和（ ）２．０。由此可见，业主的手工业经

营规模愈大，他作为农民的经营规模也愈大。最大的手工业者的役

畜数几乎比小手工业者多１倍。但就是最小的手工业者（第 级）

的农业状况也胜过中等农民，因为１８７７年整个莫斯科省每一农户

平均只有０．８７匹马。① 因此，只有比较富裕的农民才能成为手工

业业主和小业主。贫苦农民多半不能成为手工业业主，而只能成为

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那里的雇佣工人，外出零工等等）。可惜，

莫斯科省绝大多数手工业，都没有关于小手工业所雇用的雇佣工

人农业状况资料。宽边帽业是例外（见我们表中关于这一行业的总

的资料，附录一）。下面是关于宽边帽业业主和宽边帽业工人农业

状况的非常有教益的资料。

宽边帽业者状况

户

数

每户的牲

畜 头 数

马 牛 羊

按人
口分
配的
份地
数 

其 中

耕
种
的

空
闲
的

耕种份地
的户数

自耕
雇人
耕种

不
种
地
的
户
数

无
马
户
数

欠缴税款
（单位
卢布）

业  主 １８１．５１．８２．５ ５２ ４６ ６ １７ — １ — ５４

工  人 １６５０．６０．９０．８３８９２４９１４０ ８４ １８ ６３１７ ２４０２

３３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见《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大臣委员会版附录一：地方自治局
按户调查资料，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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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手工业业主是很“宽裕的”农民，即是农民资产阶级的代

表，而雇佣工人则是从破产的农民群众中吸收来的。①有关手工业

业主土地耕种方式的资料，对于说明上述关系尤其重要。莫斯科省

的调查者把土地耕种方式分为三类：（１）户主亲自劳动；（２）“雇人

耕种”，即雇用某个邻居用他自己的农具耕种“破落”业主的土地。

这种耕种方式表明了不富裕的破产业主的特点。第三种方式有相

反的意义：由“工人”耕种，即业主雇用农业工人（“种地”人）；这些

工人通常是在整个夏季被雇用，而在农活特别繁忙时，业主往往还

派作坊中的工人去帮助他们。“可见，用‘种地’人耕种土地的方式

是相当有利的事情。”（《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第１编第４８页）

在我们的表中，我们汇总了１６个行业的这种土地耕种方式的资

料，其中７个行业完全没有雇用“种地人”的业主。在这全部１６个

行业中，雇用农业工人的手工业业主的百分比是１２％，按等级是：

（ ）４．５％；（ ）１６．７％和（ ）２７．３％。手工业者愈殷实，他们中间

就愈常出现农村企业主。因此，对手工业农民资料的分析，表明了

工业和农业中平行分化的情景，这种情景我们在第２章关于种地

的农民的资料中已经看到了。

一般说来，“手工业”业主雇用“种地人”，在所有工业省份都是

很普遍的现象。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下诺夫哥罗德省富裕的椴皮席

业者雇用农业雇农的材料。该省熟制毛皮业者雇用的农业工人通

常都是来自附近纯粹的农业村庄的。从事制鞋业的“基姆雷乡的村

４３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值得注意的是，宽边帽业记述的作者甚至在这里也“没有看到”农民在农业和
工业中的分化。象所有的民粹派一样，他在自己的结论中只写了一些毫无内
容的陈词滥调，说什么“手工业并不妨碍从事农业”（《莫斯科省手工业》第６卷
第１编第２３１页）。这样，无论是手工业结构中或是农业结构中的社会经济矛
盾就被顺利地回避过去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社农民认为，雇用从特维尔县和邻近地区大批到基姆雷乡来的雇

农和女工来耕种自己的田地是有利的”。科斯特罗马省的器皿染色

业者，在没有手工业活计时打发自己的雇佣工人做田间工作。①

“独立业主〈弗拉基米尔省的金箔业者〉有专门的田间工人”；因此，

他们的田地常常耕种得很好，尽管他们自己“往往根本不会耕地，

也不会割草”。② 在莫斯科省，除我们表中开列资料的那些手工业

者以外，还有很多手工业者都雇有“种地人”，例如别针工匠、制毡

工匠、玩具工匠也都打发自己的工人去做田间工作；首饰工匠、金

箔工匠、纽扣工匠、遮簷帽工匠、铜制马具工匠都雇有雇农等等。③

农民手工业者雇用农业工人这个事实的意义是很大的。它表明，甚

至在农民小手工业中，也开始出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证

明资本主义进步历史作用的一种现象，即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他们的需求。手工业者开始瞧不起“愚昧的”农民以及他们

那种宗法式的村野习气，力求摆脱最繁重的和报酬最差的农业工

作。在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小手工业中，这种现象表现得还很微

弱；工业工人还刚开始从农业工人中分化出来。在资本主义工业的

以后各个发展阶段，我们将要看到，这种现象会大量出现。

由于“农业同手工业的联系”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比较详细

地考察除莫斯科省以外的其他各省的资料。

下诺夫哥罗德省。许多椴皮席业者的农业衰落了，他们抛弃土

地；有１３左右的秋播地和１２左右的春播地变成了“荒地”。而对

５３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③ 《莫斯科省手工业》，上引编。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１８７页和第１９０页。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３编第５７页和第１１２页；第８编第１３５４
页；第９编第１９３１、２０９３、２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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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农夫”来说，“土地已经不是凶恶的后娘，而是哺育自己的亲

娘”，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牲畜，有肥料，他们租种土地，竭力使自己

的地块不被重新分配并更好地照管它们。“现在自己的兄弟富裕农

夫成了地主，而另一个农夫则成了农奴般依附于他的贫农。”（《俄

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３编第６５页）熟制毛皮业者是

“很糟糕的耕作者”，但这里也必须把“租种贫苦的同村人土地”等

等的较大业主划分出来。下面是各类熟制毛皮业者的典型家庭收

支表的总计：

农户类别

（按富裕
程 度
划 分）

男女
人口
数

男劳
动力
数

雇佣
工人
数

土

地

单
位
俄
亩

租

地

出
租
地

收 入 （单 位 卢 布） 支出（单位卢布）

实物 货币
农业
收入

熟 制
毛皮业
收 入

共计 实物 货币 共计

差
额

货币
支出
的百
分比

富 裕 户 １４ ３
２
雇佣

１９ ５ — ２１２．８ ６９７４０９．８ ５００ ９０９．８２１２．８５０３７１５．８＋１９４７０

中 等 户 １０ ２ — １６ — — ８８① １２０ １３８ ７０ ２０８ ８８ １２４ ２１２ － ４５８①

贫 苦 户 ７ ２
受人
雇用

６ — ６ １５ ７５ ５０ ４０ ９０ １５ １１１ １２６ －３６ ８８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行分化，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调查者

在谈到铁匠时说道，无论对富裕业主来说，或者对“贫苦”工人来

说，“手工业比农业更为重要”（同上，第４编第１６８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对手工业和农业相互关系问题的研

究，比其他任何研究著作都详细得多。对许多行业，不仅提供了有

关一般“手工业者”农业状况的确切资料（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这

种“平均”数完全是虚假的），而且提供了各等级和各类别“手工业

者”农业状况的确切资料，如：大业主、小业主、雇佣工人；小工房主

和织工；手工业业主和其他农民；在本地从事手工业的和外出做零

工的农户，等等。哈里佐勉诺夫先生根据这些资料做出总的结论

 ①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３编第３８页及以下各页。这些数字是根据

作者关于自己的粮食够吃多长时间的资料大致算出来的。

６３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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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把“手工业者”分为三类，即（１）大手工业者、（２）中小手工

业者和（３）雇佣工人，那么可以看到，从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农业在

恶化，土地和牲畜的数量在减少，“破落”农户的百分比在增加等

等。① 可惜，哈里佐勉诺夫先生过于狭隘和片面地看待这些资料，

没有注意到种地的农民平行的和独立的分化过程。因此，他也就没

有从这些资料中做出应有的结论，那就是农民无论在农业中或在

工业中都在分化为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②因此，他在各种

手工业的记述中，往往滑到民粹派关于一般“手工业”影响一般“农

业”的传统议论上去（例如，见《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２编第

２８８页；第３编第９１页），就是说，他竟忽视了他自己应当加以肯

定的不论手工业结构或农业结构中都存在的那些深刻矛盾。弗拉

基米尔省手工业的另一个调查者维·普鲁加文先生在这个问题上

是民粹主义观点的典型代表。下面是他的议论的一个例证。波克

罗夫县的棉织业“根本不能认为是危害织工农业生活的祸根〈原文

如此！！〉”（第４编第５３页）。资料证明许多织工的农业状况很糟，

７３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哈里佐勉诺夫先生与这种结论多么接近，这可以从他在丝织业记述中对改革
后经济发展的评述中看出来：“农奴制拉平了农民的经济水平，它束缚了富裕
农民的双手，帮助了贫苦农民，阻碍了分家。自然经济过于缩小了工商业的活
动场所。地方市场没有给予进取精神以充分广阔的天地。农民商人或农民手
工业者积蓄金钱时确实没有冒什么风险，但极其缓慢和困难，积蓄起来就放进
钱罐。从６０年代开始，条件有了变化。农奴制废除了；信贷、铁路建立起广阔
而遥远的市场，给有进取心的农民商人和农民手工业者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天
地。一切本来超过中等经济水平的人很快站稳了脚根，发展了商业和工业，在
数量上和质量上扩大了他们的剥削。一切本来低于这种水平的人，都在破落
和下降，加入到无地者、不经营者和无马者队伍中来。农民分化为富农，中等
农民和不经营的无产阶级这样一些类别。农民中的富农分子很快地染上了文
化阶层的一切习惯；他们过着阔绰的生活；他们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俄国社
会中的半文化阶层。”（第３编第２０页和第２１页）

见１８８３年《法学通报》第１４卷第１１期和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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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工房主的农业则远远超出一般水平（同上）；从表中可以看出，

有些小工房主还雇用农业工人。结论却是：“手工业和农业齐头并

进，相互发展和繁荣。”（第６０页）这就是用空话来抹杀农民资产阶

级的发展和繁荣在手工业和农业中齐头并进这个事实的例证之

一。①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的资料表明了同样的

现象：在小商品生产者（业主和小业主）那里，农业最发达，而且出

现了农业工人；在手艺人那里农业较差，而在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

业者那里，农业状况最差（可惜没有收集雇佣工人和各类业主的农

业状况的资料）。调查还表明，不经营农业的“手工业者”与经营农

业的“手工业者”之间的区别是：（１）劳动生产率较高；（２）手工业的

纯收入额高得多；（３）文化水平和识字率较高。这一切现象都证实

了上面作出的结论：甚至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也可以看到工

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趋向。（见《评论集》第１３８页及以下各

页②）

最后，与手工业同农业的关系问题相关联的，有如下的情况。

较大的作坊通常有较长的劳动期间。例如，在莫斯科省的家具业

中，白木家具业的劳动期间是８个月（这里每个作坊平均有１．９个

工人），曲木家具业的劳动期间是１０个月（每个作坊有２．９个工

人），大型家具业的劳动期间是１１个月（每个作坊有４．２个工人）。

８３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６３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瓦·沃·先生在其《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８章中，对这个问题也只讲了同样
的空话。“种地受到手工业的扶持。”（第２０５页）“手工业在工业省份中是农业
的最可靠的支柱之一。”（第２１９页）证据呢？不胜枚举！例如，就拿制革业、淀
粉业、榨油业等业主（同上，第２２４页）来说，你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农业比群众
的农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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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拉基米尔省的制鞋业中，１４个小作坊的劳动期间是４０

周，而８个大作坊（每个大作坊有９．５个工人，而小作坊只有２．４

个工人）的劳动期间是４８周等等。① 显然，这种现象与大作坊中工

人（本户工人、手工业雇佣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人数众多有关，它

向我们说明，大作坊异常稳固并且有专门从事工业活动的趋向。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上述“手工业和农业”的资料。在我们考察

的资本主义低级阶段中，手工业者通常还几乎没有从农民中分化

出来。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在使农民分化加剧和加深的过程中起

着极重要的作用：富裕的和殷实的业主开设作坊，从农村无产阶级

中雇用工人，积蓄货币资金来从事商业业务和高利贷业务。相反，

贫苦农民的代表则提供雇佣工人、为包买主工作的手工业者以及

受商业资本势力压迫最甚的低级的小手工业业主。因此，手工业同

农业的结合使资本主义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使这种关系从工业

扩展到农业，或从农业扩展到工业。②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工业同

农业的分离，在这个阶段上还是以萌芽的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它毕

竟已经表现出来了，而且（这特别重要）它的表现与民粹派所想象

的完全不同。民粹派在说到手工业不“危害”农业时，把这种危害看

作是由于手工业有利可图而抛弃农业。但是，对问题的这种看法是

９３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例如，在弗拉基米尔省的毛纺织业中，大“厂主”和师傅的农业水平最高。“在
生产停滞时期，师傅竭力购买田庄，经营农业，而把手工业完全放弃。”（《弗拉
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２编第１３１页）这个例子是值得指出的，因为这种事实有
时成了民粹派作出下列结论的借口：“农民正在重新回到农业中去”，“从土地
上放逐出来的人必须回到土地上去”。（瓦·沃·先生的文章，载于１８８４年《欧
洲通报》第７期）

资料来源如上。这种现象在莫斯科省编筐业者、吉他琴业者、淀粉业者的按户
调查中也可看到。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也指出大作坊的劳动期间较长（见
《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第７８页。可惜没有引证这方面的确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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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虚构（而不是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而且是拙劣的虚构，因为

它忽视了那些渗入全部农民经济结构的矛盾。工业同农业的分离

是同农民的分化相联系的，是在农村的两极通过不同的道路进行

的：少数富裕户开办工业作坊，扩大工业作坊，改善农业，雇用雇农

来从事农业，把一年中愈来愈多的时间用在手工业上，而且（在手

工业的一定发展阶段）认为更好是使工业企业从农业企业中分离

出来，即把农业交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去做，或出卖建筑物、牲畜等

等，自己变成小市民，变成商人。①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中的企业关

系的形成，先于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农村的另一极，工业同农业

的分离，就是贫苦农民日益破产和变成雇佣工人（手工业的和农业

的）。在农村中的这一极，不是手工业的有利可图，而是贫困和破产

迫使人们抛弃土地，而且不仅抛弃土地，还要抛弃独立的手工业劳

动；工业同农业分离的过程，在这里就是剥夺小生产者的过程。

八 “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

这是瓦·沃·先生、尼·—逊先生之流想用来解决俄国资本

主义问题的一个常用的民粹派公式。“资本主义”使工业同农业分

离；“人民生产”则使它们在典型的正常的农民经济中结合起

来，——他们的理论的大部分就在于这种简单的对比。我们现在有

可能对我国农民实际上怎样把“手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的问题作

出结论，因为我们在上面已详细地考察了种地的农民中和手工业

０４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农民们解释说，最近有一些富裕的手工业业主迁到莫斯科去从事手工业。”
《１８９５年制刷业调查》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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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中的典型关系。现将俄国农民经济中出现的“手工业同农业的

结合”的各种形式列举如下。

（１）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同家庭手工业（即为自己消费

而对原料进行加工）、同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相结合。

这种农民“手工业”同农业结合的形式，是中世纪经济制度最

典型的形式，是这个制度的必要的组成部分。①在改革后的俄国，

这种宗法式经济（其中还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

通）所留下的只是些残骸，即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役制。

（２）宗法式的农业同手艺形式的手工业相结合。

这种结合形式同前一种形式还十分接近，所不同的只是这里

在手艺人获得了货币酬金并在市场上购买工具、原料等等的场合，

出现了商品流通。

（３）宗法式的农业同为市场制造工业品的小生产相结合，即同

工业中的商品生产相结合。宗法式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者，而小

商品生产者，我们已经指出，是倾向于使用雇佣劳动即倾向于资本

主义生产的。农民已有一定程度的分化，是这种转变的条件：我们

已经看到，工业中的业主和小业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富裕的或

殷实的农民。而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耕作农

民的分化。

（４）宗法式农业同工业中（以及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相

结合。②

１４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①

② 上面已经指出，在我国经济著作和经济统计中使用术语如此混乱，以致把家庭
工业、工役、手艺、小商品生产、商业、工业中的雇佣劳动、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等
等都算作农民“手工业”。下面是民粹派怎样利用这种混乱的一个例子。瓦

科尔萨克在上述著作第４章中举出了这样的历史证据，例如，“修道院院长在

村里分派纺亚麻的活”，农民有替土地占有者做“零活和杂差”的义务。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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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是前一种形式的必要补充：在前一种形式中，产品变

成了商品，在这种形式中，劳动力变成了商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随着工业中小商品生产的出现，必然产生雇佣工人和为包买主

工作的手工业者。这种“农业同手工业的结合”的形式是一切资本

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而改革后俄国历史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在

于这种形式得到非常迅速和非常广泛的发展。

（５）小资产阶级（商业性）农业同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业中的

小商品生产、小商业等等）相结合。

这种形式同第三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小资产阶级关系在这里

不仅包括工业，而且也包括农业。这种形式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

中手工业同农业结合的最典型形式，因此它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所固有的。只有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才能享有发现没有小资产阶

级的资本主义的荣誉。

（６）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同工业中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关于手工

业同农业的这种结合如何表现出来以及这种结合的意义如何，我

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了。

总之，在我国农民中，“农业同手工业的结合”的形式是非常多

种多样的：有的表现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最原始的经济结构；

有的表现出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有的是这两者之间的许多过渡

阶段。只采用一般公式（如“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或“工业同农业

２４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沃·先生在称赞“手工业同农业的结合”时，还指出“木材业”和“粗活”作为
例证：“他〈农民〉力气大，习惯于重劳动，所以能够做各种粗活。”（《俄国手工工
业概述》第２６页）这样的事实也和其他许多事实一起被用来证明下述结论：
“我们看到了对职业分离的抗议”和“早在自然经济占优势时期形成的生产组
织的巩固性。”（第４１页）这样，甚至农民变为木材工人和小工也可以成为自然
经济巩固性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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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之类）丝毫也不能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

九 关于我国农村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几点意见

我们有人往往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的实质描述成这

样：似乎速度如何（即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如何？）的问题具有主要

意义。其实，究竟如何和从何而来（即俄国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

如何？）的问题具有重要得多的意义。民粹派经济学最主要的错误，

正是对这两个问题作了不正确的回答，即对俄国资本主义究竟怎

样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描述，对前资本主义的制度虚假地加以理想

化。在第２章（一部分在第３章）和本章中，我们考察了小农业中和

农民小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原始阶段；在进行这种考察时，不

可避免地多次指出了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特点。如果我们现在

试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那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前资本主义的农

村是（从经济方面看）一个地方小市场网，这些地方小市场把一些

极小的小生产者群联结起来，他们由于自己的孤立经营、

他们之间的许多中世纪壁垒和中世纪依附关系的残余而处于分散

状态。

至于谈到小生产者的分散性，那么它最明显地表现在上面已

经在农业和工业中证实了的小生产者的分化上。但是，分散性远不

只表现在这一点上。农民被村社联合成为行政兼征税性的和土地

占有者的极小联合体，但他们同时是分散的，被大量按份地面积、

纳税数额等形形色色的方法划分成各种等级和类别。姑且拿萨拉

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来说吧。这里的农民分为以下各种等

级：有赐地的农民、私有农民、完全私有农民、国家农民、有村社地

３４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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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国家农民、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原属地主的国家农

民、皇族农民、租种官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私有农

民、赎买了宅院的农民、前皇族农民中的私有农民、常住私有农民、

移居农民、前地主农民中的有赐地农民、前国家农民中的私有农

民、脱离农奴籍的农民、免缴代役租的农民、自由耕作农、暂时义务

农、前工厂农民等等，此外还有注册农民、外来农民等等８７。所有

这些等级，都有不同的土地关系史、份地面积、纳税数额等等。而且

在这些等级内部又有很多类似的区分：有时甚至同一乡村的农民

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农民”和“前某某太太的农

民”。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类别，在中世纪，在遥远的过去，是很自

然的和必要的，而现在保留农民村团的等级闭塞性，便是不可容忍

的时代错误了，而且将使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极端恶化，同时丝毫

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受新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的压迫。民粹派常常

闭眼不看这种分散性，而当马克思主义者发表关于农民分化具有

进步性的意见时，民粹派就一味重弹反对“剥夺土地的拥护者”的

老调，借以掩盖他们对前资本主义农村的认识的全部错误。只要想

到小生产者的惊人的分散性这种宗法式农业的必然后果，就可以

确信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因为它彻底破坏了旧的经济形式和生活

方式以及它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和因循守旧的状态，破坏了陷于

中世纪壁垒中的农民的定居状态，造成了新的社会阶级，这些阶级

根据需要而竭力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并积极参加国家和全世界的

整个经济（而且不只是经济）生活。

拿作为手艺人或小手工业者的农民来说，你们可以看到同样

的情景。他们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小范围。由于地方市场

的规模太小，他们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者不发生接触；他们怕“竞

４４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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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就象怕火一样，因为竞争无情地破坏了小手艺人和小手工业者

在他们苟且偷安的生活中不受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惊扰的宗法式乐

园。竞争和资本主义对这些小手工业者作了一件有益的历史性工

作，把他们从穷乡僻壤中拖了出来，对他们提出了对比较开化的居

民阶层已经提出的一切问题。

除了手艺的原始形式以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原始形

式也是地方小市场的必然附属物。农村愈偏僻，受资本主义新制

度、铁路、大工厂、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影响愈小，地方商人和高利贷

者的垄断就愈厉害，周围农民受他们的支配也愈厉害，而且这种支

配的形式也愈粗暴。这些小吸血鬼的数量很多（同农民很少的产品

数量相比），各地对他们的称呼也名目繁多。如鱼肉贩子、包货商、

猪鬃贩子、投机商、贩卖人、收货人等等，就都是这一号人。自然经

济占优势，使货币在农村中成为罕见的和贵重的物品，这样，所有

这些“盘剥者”所起的作用要比他们资本的数量大得不可计量。农

民对货币所有者的依附必然带有盘剥的形式。正如没有大量商品

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

有地方小市场的“主人”小商人和包买主，前资本主义的农村也是

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市场联结起来，把它们结合成一个巨

大的国内市场，以后又结合成世界市场，破坏了盘剥和人身依附的

原始形式，深入而广泛地发展了在村社农民中就露出苗头的那些

矛盾，从而为解决这些矛盾作了准备。

５４３第五章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第 六 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一 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

大家知道，工场手工业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工场手工

业的产生是同上述“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各最初阶段”直接相关的。

一方面，拥有较多工人的作坊逐渐地实行分工，资本主义简单协作

就这样变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前一章引用的关于莫斯科省手

工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表明了工场手工业的这种产生的过程：第

四类的全部手工业、第三类的某些手工业和第二类的个别手工业

中的较大作坊，都有系统地采用大规模的分工，因此都应当列入资

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类型。下面我们将列举有关其中某些手工业

的技术和经济的更详细的资料。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小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怎样达到最

高的发展，而使生产者处于替别人加工原料以获取计件工资的雇

佣工人的地位。如果进一步的发展导致生产中实行系统的、使小生

产者的技术得到改革的分工，如果“包买主”分出若干局部工序并

由雇佣工人在自己的作坊里做，如果在分配家庭劳动的同时并与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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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紧密相联出现了实行分工的大作坊（常常就是属于这些包买主

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产生的另一种过

程①。

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式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是手艺和带有资本原始形式的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工厂）

之间的中间环节。使工场手工业同小手工业接近的是：工场手工业

的基础仍然是手工技术，因而大作坊不能根本排挤小作坊，不能使

手工业者完全脱离农业。“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

也不能根本（ｉｎ ｉｈｅｒｅ Ｔｉｅｆｅ）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

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②

使工场手工业同工厂接近的，是大市场、拥有雇佣工人的大作坊以

及使无产者工人群众完全依附于自己的大资本的形成。

在俄国书刊中，普遍流传着所谓的“工厂”生产同“手工业”生

产没有联系以及前者的“人为性”和后者的“人民”性这样一种偏

见，因此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重新考察加工工业一切最重要部

门的资料，并且指出从农民小手工业阶段产生出来以后直到被大

机器工业改造以前，这些部门的经济组织是怎样的。

７４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３８３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４０７
页。——编者注）。

关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这种产生过程，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
３１８—３２０页，俄译本第２６７—２７０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３７３—
３７６页。——编者注）。
“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

是从前的师傅。”（《哲学的贫困》第１９０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
１６７页——编者注））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
在其他地方已经列举过了。〔《评论集》第１７９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
第３０８—３０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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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国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我们从加工纤维物质的工业谈起。

（１）织造业

在我国，亚麻织布业、毛织业、棉织业、丝织业、饰绦织造业等

到处都有过如下的组织（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在行业中占居

首位的是拥有数十个和数百个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大作坊。这些

作坊的业主有大量资本，他们大宗地购买原料，一部分原料在自己

作坊里进行加工，一部分细纱和经纱则交给小生产者（小工房主、

包工８８、工匠、农民“手工业者”等等），由他们在自己家里或在小

作坊中织造以赚取计件工资。这种生产的基础是手工劳动，各个工

人之间的各种工序分配如下：（１）染纱；（２）卷纱（这种工序常常专

门由妇女和儿童来做）；（３）纱线整经（“整经工”）；（４）织造；（５）为

织工卷纬纱（这是卷纬工的工作，大部分由儿童来做）。有时在大作

坊里，还有专门的“穿经工”（把经纱穿过织机的综眼和筘）。①通常

不仅按局部操作分工，而且也按商品分工，即织工专门生产某种纺

织品。分出某些生产工序给家庭去做，当然丝毫不会改变这类工业

的经济结构。织工在那里工作的小工房或家庭，只不过是手工工场

的场外部分。这种工业的技术基础是实行广泛而系统分工的手工

生产；从经济方面我们看到巨额资本的形成，这些资本在极广大的

（国内的）市场上支配着原料的采购和制品的销售，而大批无产者

８４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参看《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３年莫斯科版）第７卷第３编第６３—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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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则完全依附于它；少数大作坊（狭义的手工工场）控制着大量

小作坊。分工使农民中分离出专业的工匠，出现了非农业的工场手

工业的中心，例如弗拉基米尔省伊万诺沃村（从１８７１年起改称伊

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城，现为大机器工业的中心）、雅罗斯拉夫

尔省韦利科耶村以及莫斯科、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

夫尔等省的其他许多现在已变成工厂居民区的村庄。① 在我国经

济著作和统计中，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业通常被割裂为两部分：在家

里或在不很大的小工房和作坊等等做工的农民被列入“手工”工

业，而较大的小工房和作坊则列入“工厂”（而且这样划分完全是偶

然的，因为没有任何明确规定和统一使用的规则，来区分小作坊和

大作坊、小工房和手工工场、在家中做工的工人和在资本家作坊中

做工的工人）。② 显然，把某些雇佣工人归到一方面，而把某些恰好

是雇用（除了作坊内工人以外）这些雇佣工人的业主归到另一方面

的这种分类法，从科学观点看来是荒谬的。

现在我们用“手工织造业”之一，即弗拉基米尔省丝织业的详

细资料来说明上述情况③。“丝织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

业。手工生产占居优势。小作坊在作坊总数中占多数（３１３家作坊

中有１７９家，即占总数的５７％是有１—５个工人的小作坊），但是

它们大部分都是不独立的，它们在工业总计中的意义远不如大作

９４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见《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引证我国手工工业著作中所描述的一切织
造业的详细资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多余的。何况现在在大多数这些行业
中，工厂已经占统治地位。关于“手工织造业”，还可参看《莫斯科省统计资料
汇编》第６卷和第７卷、《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俄国手工工业和
手工劳动的研究材料》、《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上引科尔萨克的书。

下一章将引述这种混乱的例子。
见下一章中关于这一类最重要居民点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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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拥有２０—１５０个工人的作坊占总数８％（有２５家），但是这些

作坊集中了工人总数的４１．５％，占生产总额的５１％。在这个行业

的工人总数（２８２３人）中，有２０９２个雇佣工人，占７４．１％。“在生产

中，有按商品分工的，也有按局部操作分工的。”织工很少会兼织

“天鹅绒”和“平绣”的（该行业中两种主要的商品）。“只有拥有雇佣

工人的大工厂〈即手工工场〉才能最严格地在作坊内部按局部操作

分工。”完全独立的业主只有１２３人，只有他们自己购买材料和销

售产品；他们有２４２个本户工人，“有２４９８个雇佣工人为他们工

作，这些雇佣工人大部分是拿计件工资的”，这样，他们总共有

２７４０个工人，占工人总数９７％。这就很明显，这些手工工场主通过

“包工”（小工房主）来分配家庭劳动，决不是一种特殊的工业形式，

而只不过是工场手工业中资本的一种活动。哈里佐勉诺夫先生正

确指出：“小作坊很多，大作坊极少，平均起来每个作坊工人人数不

多（７１２人），这些情况掩盖了生产的真实性质。”（上引书第３９

页）工场手工业所固有的业务专门化，在这里明显地表现为手工业

者同农业的分离（抛弃土地的，一方面是变穷了的织工，另一方面

是大手工工场主）以及特殊类型的工业人口的形成，这些人的生活

比农民“干净”得多，他们瞧不起农夫。（上引书第１０６页）我国工厂

统计一向只登记偶尔得到的这种手工业的一小部分材料①。

莫斯科省“饰绦业”是具有完全相同组织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

０５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军事统计汇编》统计出：１８６６年弗拉基米尔省有９８家丝织厂（！），它们有９８
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４０００卢布（！）。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有３５家工
厂，２１１２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９３６０００卢布。根据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的《工厂索
引》，有９８家工厂，２２８１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１９１８０００卢布，并且还有２４７７个
“作坊外”工人。在这里请把“手工业者”同“工厂工人”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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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①萨拉托夫省卡梅申县的条格布业也是一样。根据１８９０年《工

厂一览表》，这里有“工厂”３１家，工人４２５０人，生产总额为２６５０００

卢布，而根据《工厂索引》，这里有一个“分活站”，有３３个作坊内工

人，生产总额为４７０００卢布。（这就是说，在１８９０年，作坊内工人和

作坊外工人混在一起了！）根据地方调查，１８８８年条格布业的生产

使用了约７０００台织机②，生产总额为２００万卢布，并且“几个厂主

主持一切事务”，为厂主工作的也有“手工业者”，其中包括每天拿

７—８个戈比工资的６—７岁的儿童（《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

第１卷）③。以及其他等等。

（２）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制毡业

如果按官方工厂统计判断，制毡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

薄弱的：整个欧俄总共只有５５家工厂，１２１２个工人，生产总额为

４５４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０年《工厂一览表后》）。但是，这些数字只表明了

从广泛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偶然抽出的一个片断。下诺夫哥罗

德省在“工厂”制毡业的发展方面居于首位，而该省这一工业的主

要中心，是阿尔扎马斯城和城郊的维耶兹德纳亚镇（在这两个地方

１５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这种行业的中心是索斯诺夫卡乡，根据地方自治局的调查，该乡在１８８６年有
４６２６户，男女人口３８０００人，工业作坊２９１个。全乡无房屋户占１０％（而全县
占６．２％），不种地户占４４．５％（而全县占２２．８％）。见《萨拉托夫省统计资料
汇编》第１１卷。可见，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这里也建立了使工人离开土地的
工业中心。

据《１９０３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１９０６年圣彼得堡版）统计，萨拉托夫省全省
有３３个分活站，共１００００个工人。（第２版注释）

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在莫斯科以外，有饰绦工厂１０家，工人３０３个，
生产总额为５８０００卢布，而根据《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２编），有
４００个作坊，２６１９个工人（其中雇佣工人占７２．８％），生产总额为９６３０００卢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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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８家“工厂”，２７８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１２０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７年居民

为３２２１人，而在克拉斯诺耶村居民为２８３５人）。恰好在这些中心

地区附近，“手工”制毡业很发达，约有２４３个作坊，９３５个工人，生

产总额为１０３８４７卢布（《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５

编）。为了明显地表明这一地区制毡业的经济组织，我们试用图解

的方法，以特别的符号来表示在该行业的总结构中占特殊地位的

各种生产者。

制毡业组织图解

  从第一手中购买羊毛的完全独立的业主。

从第二手中购买羊毛的独立业主（波状线表明购自何人）。

用业主材料为业主工作而赚取计件工资的非独立生产者（单实线

表明为谁工作）。

雇佣工人（双实线表明被谁雇用）。

数字表示工人人数（大约数）①。

虚线方格内的资料是指所谓“手工”工业，其余是指所谓“工厂”工业。

２５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资料来源已在正文中指出。作坊数目约比独立工人人数少一半（瓦西里耶夫
－符拉格村有５２个作坊，克拉斯诺耶村有５＋５５＋１１０个作坊，４个小村有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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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把“工厂”工业同“手工”工业分开纯粹是

人为的，我们面前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概念的单

一而完整的手工业结构。① 从技术方面来看，这是手工生产。工作

组织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这里分工有两种形式：按商品的分

工（一些村做毡，另一些村做靴、帽和鞋垫等等）和按局部操作的分

工（例如，瓦西里耶夫－符拉格全村为克拉斯诺耶村轧平帽子和鞋

垫，由克拉斯诺耶村最后将半成品加工完成等等）。这种协作是资

本主义协作，因为掌握协作的是大资本，它建立了大手工工场并使

大批小作坊从属于自己（通过复杂的经济关系网）。绝大多数生产

者已经变成了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② 为企业主工作的局部工人。

这门手工业的悠久历史和完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促使手工业者

同农业分离：在克拉斯诺耶村，农业完全衰落了，居民的生活方式

也不同于农民。③

３５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在这里指出克拉斯诺耶村人的特殊方言，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工场手工业所
固有的地域闭塞性的特点。“在克拉斯诺耶村，按照马特罗语，工厂叫作厨房
…… 马特罗语属于奥芬语许多支派中的一种，其中主要支派有三种：奥芬语
本身，主要通用于弗拉基米尔省；加利封语，通用于科斯特罗马省；马特罗语，
通用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
告》第５编第４６５页）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完全打破了社会联系的乡土性，代之
以全国的（和国际的）联系。

工人们在列氏２２°—２４°气温下赤膊工作。空气中夹有粗细灰尘、毛屑和毛屑中
的各种渣滓。“工厂”里的地是泥地（正是在洗濯间里）等等。

我们要指出，上面的图解是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一切俄国
手工业的典型图示：我们看到，到处都是大作坊（有时算作“工厂”）居于手工业
的首位，大批小作坊完全从属于它们，总之，到处都是以分工和手工生产为基
础的资本主义协作。同样地，工场手工业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其他大多数手工
业中都已形成非农业的中心。

个作坊）。相反地，阿尔扎马斯市和维耶兹德纳亚镇的数字８，是表示“工厂”数
目，而不是工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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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地区的制毡业组织也是完全相似的。同一省的谢苗

诺夫县，１８８９年在３６３个村社中从事这一行业的有３１８０户，工人

达４０３８人。在３９４６个工人中，仅有７５２人是自做自卖，有５７６人

是雇佣工人，有２６１８人大部分用业主的材料为业主工作。１８９户

把工作分配给１８０５户。大业主拥有雇佣工人数达２５人的作坊，每

年购买羊毛约１００００卢布。① 大业主被称为富翁；他们的周转额达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卢布；他们有自己的羊毛栈房和自己的出售制品的

店铺。②据《工厂索引》计算，在喀山省有５个制毡“工厂”，１２２个工

人，生产总额为４８０００卢布，有６０个作坊外工人。显然，这些作坊

外工人也被算作“手工业者”。关于这些“手工业者”有这样的记载：

他们常常为“包买主”工作；有一些作坊，约有６０个工人。③ 科斯特

罗马省的２９家制毡“工厂”当中，有２８家集中在基涅什马县，作坊

内工人有５９３人，作坊外工人有４５８人（《工厂索引》第６８—７０页；

有两个企业只有作坊外工人。已经出现了蒸汽发动机）。从《俄国

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５编）中我们知道，该省３９０８个

弹毛工和制毡工中，有２００８个正是集中在基涅什马县。科斯特罗

马省制毡工大部分是非独立的，或者是雇佣工人，在极不卫生的作

坊里工作。④ 在特维尔省卡利亚津县，一方面，我们看到为“厂主”

做工的家庭劳动（《工厂索引》第１１３页），另一方面，该县正是制毡

“手工业者”的老窝；从该县外出的制毡“手工业者”达３０００人，他

４５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２编。

《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３卷。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６编。

《下诺夫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１８９３年下诺夫哥罗德版第１１卷第２１１—２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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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穿越“济姆尼亚基”荒野地区８９（在６０年代这里有过阿列克谢

耶夫制呢厂），形成“弹毛工和制毡工的巨大劳力市场”①。在雅罗

斯拉夫尔省，也有在厂外替“厂主”做工的情形（《工厂索引》

第１１５页），也有用商人业主的羊毛为商人业主工作的“手工业者”

等等。

（３）宽边帽业和软帽业、大麻纺织业和绳索业

关于莫斯科省宽边帽业的统计资料，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过

了。②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生产总额和工人总数的２３集中在平

均每个作坊有１５．６个雇佣工人的１８个作坊里③。宽边帽“手工业

者”只做宽边帽生产的一部分工序：他们制造帽身销售给有“装饰

作坊”的莫斯科商人；而“剪工”（剪绒毛的妇女）又在家里为宽边帽

“手工业者”工作。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分工为基

础的和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经济依存形式的资本主义协作。在这一

行业的中心波多利斯克县克列诺沃村，明显地表现出手工业者（主

要是雇佣工人）同农业的分离④，以及居民需求水平的提高：他们

的生活“干净多了”，穿印花布，甚至穿呢绒，置备茶炊，抛弃旧习俗

等等，这就引起当地守旧派的悲叹⑤。新的时代甚至出现了外出宽

边帽业者。

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莫尔维季诺村的软帽业，是典型的资本

５５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④

⑤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１编第２８２—２８７页。

参看上面第５章第７节。

其中某些作坊有时列入“工厂”之内。例如，见１８７９年的《工厂一览表》第１２６
页。

见第５章附录一，第２７号手工业。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２编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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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场手工业①。“软帽业是莫尔维季诺村和３６个乡村的主要

职业。”农业被抛弃了。１８６１年以后，软帽业大大地发展起来；缝纫

机得到广泛使用。在莫尔维季诺村，有１０个作坊终年不息地工作

着，每个作坊有５—２５个男工匠和１—５个女工匠。“最好的一个作

坊每年周转额将近１０万卢布。”② 也有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例

如，帽顶的材料是妇女在家里做的）。分工使工人遭到摧残，他们在

极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通常都患肺病。这个行业历史悠久（有

２００多年），培养出了手艺高超的工匠：莫尔维季诺村工匠，无论在

京都和遥远的边疆地区都是有名的。

波洛特尼亚内扎沃德是卡卢加省梅登县大麻纺织业的中心。

这是一个大村（根据１８９７年调查，居民为３６８５人），居民没有土

地，大多从事工业（有１０００以上“手工业者”）；这是梅登县“手工”

业的中心③。大麻纺织业的组织情形如下：大业主（共有３个，最大

的是叶罗欣）设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并有相当多的流动资本用

于购买原料。梳麻在“工厂”内进行，纺纱由女纺工在家中进行，拈

线在工厂和家中进行。整经在工厂内进行，织造在工厂和家中进

行。１８７８年大麻纺织业计有８４１个“手工业者”；叶罗欣既被认为

是“手工业者”，也被认为是“厂主”，他在１８９０年和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

自报有工人９４—６４个；根据《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２卷

第１８７页），为他工作的有“几百个农民”。

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绳索业中心也是两个非农业的工业村——

６５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２编。

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这类作坊迄今没有列入“工厂”之内。

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和《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
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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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托夫县的下伊兹贝列茨村和上伊兹贝列茨村。① 根据卡尔

波夫先生的资料（《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８编），这

是一个戈尔巴托夫－伊兹贝列茨绳索业地区；戈尔巴托夫城里一

部分市民也从事这一行业，而上下伊兹贝列茨村，“几乎都是戈尔

巴托夫城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过着市民式的生活，每天喝茶，穿

着买来的衣服，吃白面包。从事这一行业的总共达３２个村人口的

２３，即４７０１人（男工２０９６人，女工２６０５人），生产额约为１５０万

卢布。该行业存在了大约２００年，现在衰落了。它的组织情形如下：

全部工人用业主材料为２９个业主工作，取得计件工资，“完全依附

于业主”，每昼夜工作１４—１５小时。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

（１８８９年），从事该行业的男工达１６９９人（加上５５８个妇女和未成

年男劳动力）。在１６４８个工人中，只有１９７人是自做自卖，有１３４０

人为业主工作②，１１１人是５８个业主作坊中的雇佣工人。在１２８８

家有份地户中，自己耕种全部田地的只有７２７户，即稍多于１２。

在１５７３个有份地的工人中，完全不从事农业的有３０６人，即占

１９．４％。在谈到这些“业主”是谁的问题时，我们应当从“手工”工业

方面转到“工厂”工业方面。根据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的《工厂索引》，

这里有两个绳索工厂，共有厂内工人２３１人，厂外工人１１５５人，生

产总额为４２３０００卢布。这两个工厂已经购置了机械发动机（无论

在１８７９年或１８９０年都没有这样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在这里明显

７５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参看《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４卷，罗斯拉夫列夫神父的论文。

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下诺夫哥罗德省土地估价材料》１８９２年下诺夫哥罗德
版第７编），１８８９年两村各有３４１户和１１９户，男女人口１２７７人和５４０人。有
份地户为２５３户和１０３户。经营手工业户为２８４户和９１户，其中不从事农业
的 为２５７户和３２户。无马户为２１８户和５１户。出租份地的为２３７户和
５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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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手工业

的”订货人和包买主变成真正的厂主。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登记了该省６８个绳

索业的农民作坊，有工人３４３人（其中有１４３个雇佣工人），生产总

额为１１５０００卢布。① 在这些小作坊中，居首位的是被计算在一起

的大手工工场：６个业主有１０１个工人（其中雇佣工人９１人），生

产总额为８１０００卢布。② 这些大作坊的生产结构，可以作为“有机

的工场手工业”（按马克思的说法）③的最突出的例子，在这种工场

手工业里，各种工人完成对原料顺序加工的各种工序：（１）打麻；

（２）梳麻；（３）纺麻；（４）卷绕成“盘”；（５）加树脂；（６）在滚筒上卷绕；

（７）把线从打绳机穿过透孔板；（８）把线穿过铁套管；（９）搓辫、拧绳

并将其收拾起来。④

显然，奥廖尔省大麻加工工业的组织情况也是相同的：多半设

在城市的大手工工场从大量农民小作坊中分离出来，并且被列入

“工厂”之内（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奥廖尔省有１００家大

麻打麻厂，工人１６７１人，生产总额为７９５０００卢布）。农民在大麻加

工业中用“商人”（大概就是那些手工工场主）的材料为他们工作而

赚取计件工资，同时工作分成各种专门工序：“打麻工”打麻，“纺

工”纺麻，“整理工”清除麻杆碎屑，“掌轮工”摇轮。工作很苦，许多

８５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８７年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西伯利亚—乌拉尔科学工业展览会上的彼尔姆
省手工工业》弟３编第４７页及以下各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３７９—３８９页。——编者注。

同上，第４０页和第１８８页表。显然，在《工厂索引》第１５２页也提到了这些作
坊。为了把大作坊同小作坊作比较，我们分出了从事农业的商品生产者，见《评
论集》第１５６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８３—２８４页。——编者注）。

《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第１５８页；在表的总计中有错误或印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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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都患肺病和“疝气”。灰尘很大，“如果不习惯，连一刻钟也待不

了”。从５月到９月，他们通宵达旦地在这些简陋的小屋中工

作。①

（４）木材加工业

在这一部门中，制箱业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最典型的例子。

例如，根据彼尔姆省调查者的资料，“它的组织是这样的：若干有使

用雇佣工人的作坊的大业主采购材料，自己部分地制造产品，但主

要是把材料分给小的局部作坊，而在自己的作坊里组装箱子的各

个部件，最后加一道工，就把货物运到市场上去。分工……在生产

中有了广泛的运用：制造一只完整的箱子要分１０—１２道工序，每

道工序都由局部手工业者分别去做。该行业的组织就是局部工人

（《资本论》中叫作Ｔｅｉｌａｒｂｅｉｔｅｒ）在资本指挥下的联合”②。这是合成

的工场手工业（按马克思的说法，是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Ｍａｎｕｆａｋ－

ｔｕｒ③），在这里，各种工人不是完成把原料制成产品的各道连贯性

的工序，而是分别制造产品的各部分，然后将其组装起来。资本家

之所以乐于使用“手工业者”的家庭劳动，部分地是由于该工场手

工业的上述性质，部分地（而且主要地）是由于家庭工人工资更加

低廉。④应当指出，这个行业中比较大的作坊有时也列入“工厂”之

９５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④ 见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关于这点的确切资料；同上，第１７７页（见《列宁全集》
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０７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３７９—３８９页。——编者注

弗·伊林《评论集》第１７６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０６—３０７
页。——编者注）。

见奥廖尔省特鲁布切夫斯克、卡拉切夫、奥廖尔各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汇
编。大手工工场同农民小作坊的联系，从后者使用雇佣劳动也日益发展的事
实中亦可以看出，例如奥廖尔县１６个农民（麻纺业主）有７７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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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①

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制箱业十之八九也是这样组织的，《工

厂索引》指出，该县有９家“工厂”（全部是手工的），厂内工人８９

人，厂外工人１１４人，生产总额为６９８１０卢布。

例如，彼尔姆省马车制造业的组织情形也是这样：从许多小作

坊中分离出了使用雇佣工人的装配作坊；小手工业者是用自己的

材料或用“包买主”（即装配作坊主）的材料来制造马车部件的局部

工人。② 关于波尔塔瓦省制造马车的“手工业者”，我们看到，在阿

尔顿镇，有一些使用雇佣工人并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作坊（较大

的业主有作坊外工人约２０人）。③ 在喀山省，城市马车生产中出现

按商品的分工：一些村只制造雪橇，另一些村只制造四轮车等等。

“完全在乡村装配起来的城市马车（但是没有铁皮、车轮和车辕），

送交喀山订货商，再从他们那里交给打铁手工业者去包铁皮。然后

这些制品又回到城市店铺和作坊，在那里进行最后加工，即镶钉和

上漆…… 以前给城市马车包铁皮的喀山，逐渐地把这一工作转

给手工业者，因为他们的工价比城市工匠低……”④  因此，资本

宁愿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因为这样能减低劳动力价格。从以上所

引资料可以看到，马车制造业的组织多半是从属于资本的局部手

工业者的体系。

沃罗涅日省巴甫洛夫斯克县工业大村沃龙措夫卡（１８９７年居

０６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３卷。

《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

参看我们的《评论集》第１７７—１７８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０７—３０８
页。——编者注）。

见《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中谈到彼尔姆省涅维扬斯基工厂村（非农业村）
的地方，该村是这一“手工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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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９５４１人）仿佛是一个木制品手工工场。（《俄国手工工业调查

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米特罗范·波波夫神父的论文）从事该行

业的有８００多户（还有居民超过５０００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镇的若

干户）。制造大车、旅行马车、车轮、箱子等等，生产总额达２６７０００

卢布。独立业主不到１３。业主作坊中的雇佣工人极少。① 大多数

人做本地农民商人的订货，赚取计件工资。工人们欠业主的债，又

被沉重的工作弄得筋疲力尽，因此人们的身体日益衰弱。镇上的居

民是工业类型的居民，而不是乡村类型的居民，他们几乎都不经营

农业（除种蔬菜以外），只有极少的份地。该行业存在很久了，它使

居民离开农业，使贫富的分裂日益加剧。居民饮食不足，衣着“却比

以前讲究”，“但并非财力所及”——所穿的东西都是买来的。“居民

受工商业精神所支配。”“几乎每个不会手艺的人都做点买卖……

在工商业影响下，农民一致都比较活跃，变得较为开通和灵活。”②

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著名的制匙业，就其组织来说，接

近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固然，这里没有从大量小作坊中分离出

来并控制着小作坊的大作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根深蒂固的分

工以及大批局部工人对资本的完全依附。制成一只匙子至少要经

过十道手，其中某些工序，包买主或者交给特殊的雇佣工人来做，

或者分配给专业工人来做（例如上色）；某些村专做个别的局部工

１６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这里不妨指出资本主义在木材业中的发展过程。木材业者不出卖原木，而是
雇用工人来加工木材，制造各种木器，然后出售这些产品。见《俄国手工工业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８编第１２６８页和第１３１４页。又见《奥廖尔省特鲁布切
夫斯克县统计资料汇编》。

大木材商有１４人。他们有木材蒸软装置（价值约３００卢布）；全村共有２４座，
每座６个工人工作。这些商人也把材料分给工人去做，并以预先付钱的办法来
盘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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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例如，季亚科沃村专门旋磨包买主订做的匙子以赚取计件工

资，赫沃斯季科瓦、季阿诺瓦、茹热尔卡等村，专为匙子上色，等

等）。包买主在萨马拉等省整批收买木料，同时派遣几伙雇佣工人

到那里去，他们有原料和制品的仓库，将最值钱的材料交给手工业

者加工，等等。许多局部工人组成一个完全从属于资本的复杂的生

产结构。“对于制匙工来说，无论是受业主雇用由业主供给膳宿在

业主的作坊里做工，或是在自己的茅屋里从容干活，都是一样，因

为在这一行业里，正象在其他各行业一样，所有东西都是称过、量

过和计算过的。制匙工所赚的钱，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①很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控制着全部生产的资本家并不急于建立

作坊，而以手工技术和传统分工为基础的这种行业，便在荒废和停

滞中混日子。那些被束缚于土地的“手工业者”似乎由于自己的因

循守旧而停止不前：无论在１８７９年或１８８９年，他们仍按旧习惯以

纸币而不以银币来计算金钱。

在莫斯科省玩具业中居于首位的，同样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

业类型的作坊。②在４８１个作坊中，工人超过１０个的作坊有２０个。

在生产中很广泛地采用按商品的和按局部工序的分工，因而大大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对工人的摧残为代价）。例如，一个小作坊的

收入占出售价格的２６％，而大作坊则占５８％。③ 当然，大业主的固

定资本也多得多；还有技术设备（如干燥室）。这一行业的中心就是

２６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２编第４７页。

我们引证的统计资料（第５章附录一，第２、７、２６号手工业）只包括全部玩具业
者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些统计资料表明已经出现了雇有１１—１８个工人的作
坊。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７９年版第２编。又见谢苗诺夫县地方自
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１８９３年版第１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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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村——谢尔吉耶夫镇（在１３９８个工人中该地占了１０５５人，

在４０５０００卢布生产总额中该地占了３１１０００卢布；根据１８９７年调

查，那里居民为１５１５５人）。介绍这一行业概况的作者，在指出小作

坊占居优势等等的同时，认为该手工业过渡到手工工场比过渡到

工厂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他说：“就是在将

来，小生产者也总是有可能相当顺利地同大生产竞争。”（上引书第

９３页）作者忘记了，在工场手工业中，正象在小手工业中一样，技

术基础仍然是手工生产；分工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决定性优势，能把

小生产者完全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小生产者采用延长工作日等等

手段的时候；工场手工业不过是大量小作坊的上层建筑，永远也不

能囊括全部生产。

（５）畜产品加工业。制革业和熟制毛皮业

极为广大的制革工业地区，是“手工”工业和工厂工业完全融

合的特别明显的例子，是甚为发达的（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资

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工厂”制革工业的

规模特别大的省份（维亚特卡、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特维尔等

省），这一部门的“手工”业也特别发达。

根据１８９０年《工厂一览表》，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

博戈罗茨科耶村有５８家“工厂”，３９２个工人，生产总额５４７０００卢

布；而根据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工厂索引》，则有１１９家“工厂”，厂内

工人１４９９人，厂外工人２０５人，生产总额９３４０００卢布（后面的这

些数字只包括畜产品加工业，这是当地的主要工业部门）。但是，这

些资料只叙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上层情况。根据卡尔波夫

先生的统计，１８７９年该村及其附近地区，在制革、用碎皮粘鞋跟、

３６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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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筐（装商品用）和制造马具、马轭、手套等行业以及占特殊地位的

陶器业方面，共有作坊２９６家以上，工人５６６９人（其中有很多人都

是在家里为资本家做工的），生产总额约为１４９０００卢布①。据１８８９

年地方自治局的调查，该区有４４０１个手工业者，其中有详细资料

的１８４２个工人当中，有１１１９人在别人作坊里被雇用，有４０５人在

家里为业主做工②。“有８０００居民的博戈罗茨科耶是一座终年开

工的大制革厂”。③ 更确切些说，这是一个受少数大资本家支配的

“有机的”手工工场，这些大资本家购买原料，制成皮革，用皮革做

出各种制品，他们雇用数千赤贫的工人来生产，并操纵着小作

坊。④这种行业从１７世纪以来早已存在；在该行业的历史中，特别

值得记忆的是地主舍列梅捷夫家族（１９世纪初），他们大大地促进

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同时又保护了这里很早以前就已形成的无产

阶级，使他们不受当地富人的损害。在１８６１年以后，这一行业蓬勃

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大作坊靠排挤小作坊而成长起来；几世纪的手

工业活动从居民中间造就出了手艺非常高超的工匠，他们把这种

生产传布俄国各地。已经巩固了的资本主义关系造成了工业同农

业的分离：博戈罗茨科耶村不仅本村几乎不从事农业，而且还使迁

居到这个“城市”的附近农民脱离土地。⑤卡尔波夫先生断定，该村

４６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８８９年，在１８１２户（人口为９２４１人）中，有１４６９户不种地（１８９７年的人口

例如，在马轭业中居于首位的是１３个大业主，他们每家有１０—３０个雇佣工
人，５—１０个作坊外工人。生产手套的大业主在自己的作坊里（有２—３个雇佣
工人）裁剪手套，然后分给作坊外的１０—２０个妇女去缝制；这些妇女又分为缝
指工和缝掌工，前者从业主那里领得工作，然后分配给后者，并从中剥削后者
（１８７９年的材料）。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
戈尔巴托夫县的《土地估价材料》。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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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完全没有任何农民性”，“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在乡间，而不是

在城市”。这个村把戈尔巴托夫城和下诺夫哥罗德省所有其他县城

都远远抛在后面，也许只有阿尔扎马斯除外。这个村是“全省重要

的工商业中心之一，生产额和贸易额达数百万卢布”。“受博戈罗茨

科耶工商业影响的区域很大，而以周围约１０—１２俄里地区的工业

同博戈罗茨科耶工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个工业郊区仿佛是博戈

罗茨科耶本身的延伸。”“博戈罗茨科耶居民一点也不象一般愚昧

的农夫：他们都是一些小市民手艺人，这些人头脑灵活，饱经世故，

轻视农民。博戈罗茨科耶居民的生活状况和道德观念完全是小市

民式的。”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戈尔巴托夫县各工业村居民识字率

比较高：例如巴甫洛沃、博戈罗茨科耶和沃尔斯马３个村，识字和

上学的男女占３７．８％和２０．０％，而该县的其余地区只占２１．５％

和４．４％。（见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

在巴拉赫纳县的卡通基村和戈罗杰茨村，克尼亚吉宁县的大

穆拉什基诺村，瓦西里县的尤里诺村、图巴纳耶夫卡村、斯帕斯科

耶村、瓦特拉斯村和拉特希哈村等，加工皮革的各行业具有完全相

似的关系（不过规模较小）。也是这样一些“周围”是农业村的非农

业中心，也是这样一些受大企业主支配的各种手工业和许多小作

坊（以及家庭工人），而这些大企业主的资本主义作坊有时也被列

入“工厂”数目之中。①我们不想叙述详细的统计材料，同上述材料

５６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见上述各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

为１２３４２人）。巴甫洛沃和博戈罗茨科耶两村同戈尔巴托夫县其他各村不同的
地方是这两个村迁出的人特别少；相反，戈尔巴托夫县迁出的农民总数中，有
１４．９％居留在巴甫洛沃，有４．９％居留在博戈罗茨科耶。从１８５８年到１８８９
年，全县人口共增加了２２．１％，而博戈罗茨科耶村则增加了４２％。（见地方自
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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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这些统计材料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我们只引述一段关于卡

通基村的非常有趣的描述①：

  “业主和工人之间某些骤然看来并不显眼的、而且十分遗憾〈？〉地在逐年

消失的宗法制纯朴关系，证实了这些行业的手工业性〈？〉。这些行业和居民的

工厂性只是在最近时期，特别是在城市的影响下才开始出现的，因为轮船通

航方便了同城市的往来。现在该村已经完全象一个工业村：根本没有任何农

业痕迹，房屋象城市一样建造得密密麻麻，富翁的石建邸宅，旁边是穷人的简

陋茅舍，村中心密集着长长的工厂木房和石屋。所有这些都使卡通基村与邻

近各村截然不同，明显地说明了当地居民的工业性。当地居民性格的某些特

点，同在俄罗斯已经形成的‘工厂人’完全一样：在家庭的摆设上、穿着上和举

止上有点讲究，生活方式大多及时行乐，对于明天很少考虑，敢于说话，有时

很善于辞令，在庄稼人面前态度有些傲慢，——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以及所有

俄国工厂人的共同特点。”②

根据“工厂”统计，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城在１８９０年共

有６家制革厂和６４个工人（《工厂一览表》）；这仅仅是包括熟制毛

皮业、制鞋业等等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一小部分。这些厂主无

论在阿尔扎马斯城，还是在它的郊区５个村里，都雇有家庭工人

（１８７８年阿尔扎马斯城约有４００人）；在这５个村的３６０家熟制毛

皮匠中，有３３０家是用阿尔扎马斯商人的材料为这些商人做工的，

６６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第２５６７页。１８８０年的材料。

１８８９年该村有３８０户（都不种地），共１３０５人。卡通基乡全乡从事手工业的住
户占９０．６％，完全从事手工业（即不从事农业）的工人占７０．１％。就识字率来
看，这一乡大大地超过了全县的平均水平，仅仅落后于切尔诺列茨克乡，后者
也是一个非农业乡，造船业很发达。１８８７年大穆拉什基诺村共有８５６户（其中
８５３户不种地），男女人口３４７３人。根据１８９７年的调查，戈罗杰茨村有居民
６３３０人，大穆拉什基诺村有５３４１人，尤里诺村有２１８９人，斯帕斯科耶村有
４４９４人，瓦特拉斯村有３０１２人。

员会的报告》第９编和第６编；《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俄国手工工业报
告和研究》第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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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昼夜工作１４小时，每月挣６—９卢布①；因此，熟制毛皮匠个个

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未老先衰。在郊区维耶兹德纳亚镇的６００家

制鞋户中，有５００家从业主那里领取裁好的鞋料为业主工作。这一

行业已很古老，有将近２００年历史，但仍然在成长和发展。居民几

乎都不从事农业，他们的整个生活面貌都纯粹是城市式的，过着

“阔气”的生活。上述各熟制毛皮业村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些村子的

居民“轻视从事农业的农民，把他们叫作‘乡下佬’”②。

在维亚特卡省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完全相同。维亚特卡和斯洛

博茨科伊两县，是“工厂的”和“手工业的”制革业和熟制毛皮业中

心。维亚特卡县的手工业制革厂集中在城郊，以“补充”大工厂的工

业活动③，例如为大厂主做工；为大厂主做工的，大多是造马具和

熬胶的手工业者。熟制毛皮厂主有数百名在家里缝制羊皮等的工

人。这是一种有鞣制羊皮和制造羊裘、制革和制造马具等部门的资

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斯洛博茨科伊县（手工业的中心为城郊的杰

米扬卡村），关系形成得更为明显；在这里我们看到少数大厂主④

支配着下列手工业者：制革业者（８７０人）、制鞋业者和制手套业者

（８５５人）、鞣羊皮业者（９４０人）以及裁缝业者（３０９人，缝制资本家

订做的短皮大衣）。这种革制品的生产组织，看来一般是分布得很

广的：例如，根据《工厂索引》统计，在维亚特卡省萨拉普尔城共有

７６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④ 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约有２７家业主，雇有７００多名工人。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１编第３０８４页（参看１８９０年的《工厂
一览表》）。种地的农民多尔古申有一个６０个工人的工厂，他被列为手工业者。
象这样的手工业者还有几个。

同上，第７６页。

阿尔扎马斯工厂工人的状况比农村工人的状况要好些。（《俄国手工工业调查
委员会的报告》第３编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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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家兼做靴鞋的制革厂，它们除了雇有２１４个厂内工人以外，还雇

有１０８０个厂外工人。（第４９５页）如果所有俄国商人和厂主也都这

样详细而准确地统计出他们所雇用的厂外工人，那么我国的“手工

业者”，这些被形形色色的马尼洛夫们所美化了的“人民”工业的代

表，就不知到哪里去了！①

这里还必须提一提坦波夫省坦波夫县的工业村拉斯卡佐沃

（在１８９７年有８２８３个居民），它既是“工厂”工业（制呢厂、肥皂厂、

制革厂、酿酒厂）的中心，又是“手工业”的中心，而且后者与前者有

紧密的联系。手工业分为制革业、制毡业（将近７０个业主，有雇用

２０—３０个工人的作坊）、熬胶业、制鞋业、织袜业（全村没有一户不

是用“包买主”按斤两分发的羊毛织袜的）等等。这个村附近，是白

波利亚纳镇（有３００户），它也是以这一类的手工业驰名的。莫尔尚

斯克县的手工业中心——波克罗夫斯科耶－瓦西里耶夫斯科耶

村，同时也是工厂工业的中心（见《工厂一览表》和《俄国手工工业

报告和研究》第３卷）。在库尔斯克省以工业村和“手工业”中心而

著称的有以下各镇：韦里科－米哈伊洛夫卡（属于新奥斯科尔县，

１８９７年有居民１１８５３人）、博里索夫卡（属于格赖沃龙县，居民有

１８０７１人）、托马罗夫卡（属于别尔哥罗德县，居民有８７１６人）、米

８６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也可参看《工厂索引》第４８９页关于弗拉基米尔省舒亚县的著名“手工业”村杜
尼洛沃的资料。根据１８９０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这里有６家熟制毛皮工厂，
共有１５１个工人，而根据《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０编），这个
地区约有２２００个熟制毛皮匠和２３００个皮袄匠；据１８７７年的统计则有将近
５５００个“手工业者”。该县的马尾罗制造业的组织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从事这
项生产的，约有４０个村和将近４０００名所谓“马尔达斯人”（全地区的名称）。彼
尔姆省的制革业和制鞋业的组织情况也是这样，这一点我们在《评论集》第
１７１页及以下各页里已经叙述了。（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００页及以
下各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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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波利耶（属于苏贾县，居民有１万多人，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

研究》第１卷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材料）。在这些村子里你们也可以找到

制革“工厂”。（见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主要“手工业”就是制革

－制鞋业。这种手工业早在１８世纪上半叶就已产生，到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纯商业性的巩固的组

织”。承包人垄断了一切，他们购买皮革，分给手工业者去加工。铁

路消灭了资本的这种垄断性，资本家－承包人就把自己的资本转

入更有利的事业。现在的组织情况如下：大企业主约有１２０人；他

们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也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小的独立企业

主（但是他们要向大企业主购买皮革）将近３０００人；家庭工人（为

大企业主做工的）有４００人，雇佣工人也有这么多；其次还有徒工。

制鞋业者总共有４０００余人。此外，这里还有做陶器、雕神龛、画圣

像、织桌布等等的手工业者。

奥洛涅茨省卡尔戈波尔县的灰鼠毛皮业，是一个最有代表性

的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一位工场工人兼教师在《俄国

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４编）里非常内行地记述了这个

行业，十分真实而直率地再现了手工业居民的全部生活。根据他的

记述（１８７８年），这一行业从１９世纪初开始存在：８个业主雇有

１７５个工人，另外为他们做工的还有将近１０００个在家干的女缝纫

工和约３５家熟制毛皮匠（分布在各村），总共有１３００—１５００人，生

产总额为３３６０００卢布。必须指出，奇怪的是，这种生产在它繁荣的

时候，倒没有被列入“工厂”统计之内。在１８７９年的《工厂一览表》

里，没有关于这种生产的材料。而当它开始衰落的时候却被列入统

计之内了。据１８９０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卡尔戈波尔城和全县

有７家工厂和１２１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５００００卢布；而据《工厂索

９６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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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的统计则有５家工厂和７９个工人（另有５７个厂外工人），生产

总额为４９０００卢布。① 这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情况是非常

有教益的，因为它说明，在我国古老的、完全独特的、被遗弃在俄国

无数穷乡僻壤一隅的“手工业”中，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工匠们每

昼夜要在非常有害健康的空气中工作１５小时，每月的工资是８卢

布，一年不超过６０—７０卢布。业主的收入一年约５０００卢布。业主

同工人的关系是“宗法式的”：按照古老的习惯，业主无偿供给克瓦

斯和食盐，工人向业主的厨娘索取。为了向业主表示谢意（因为业

主“赐予了”工作），工人们在下工以后，无偿地去拔灰鼠尾巴和刷

毛皮。工匠们整个星期都住在作坊里，业主经常以揍他们取乐（上

引书第２１８页），强迫他们干各种活——翻干草、扫雪、挑水、洗衣

服等等。在卡尔戈波尔城里，劳动力价格也低得惊人，而附近农民

“都甘愿几乎白干”。生产是手工的，有系统的分工和漫长的学徒期

限（８—１２年）；学徒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

（６）其他各种畜产品加工业

特维尔省科尔切瓦县基姆雷村及其附近地区著名的制鞋业，

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②这是一个古老

０７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７２年圣彼得堡版第２卷第３编。供研究俄国手工
工业和手工劳动的材料，列·迈科夫整理，Ｂ．Ａ．普列特涅夫的文章。这篇著
作，在记述手工业的全部组织情况方面是最清楚的。最近的一些著作提供

下面是１８９４年的“手工业者”资料。“缝制熟灰鼠皮的都是卡尔戈波尔城最穷
困的小市民妇女和巴甫洛沃乡的农妇。她们的工资非常低”，一个女缝纫工每
月只赚２卢布４０戈比到３卢布，伙食自备，而且为了挣这点钱（计件工资），每
天必须弯着腰坐着干１２小时。“工作非常紧张和劳累，她们都疲惫不堪。”现在
的女缝纫工有将近２００人（《奥洛涅茨省的手工工业》，布拉戈维申斯基先生和
加里亚津先生的文章，１８９５年彼得罗扎沃茨克版第９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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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业，从１６世纪起就已存在。在改革后的时代里，它继续成长

和发展。据普列特涅夫的统计，７０年代初这个地区从事这种手工

业的有４个乡，而根据１８８８年的统计则已经有９个乡了。这一行

业的组织基础如下。支配这项生产的是有雇佣工人的大作坊的业

主，他们把裁好的皮革分发到作坊外去缝制。据普列特涅夫先生的

统计，这样的业主有２０个，他们共有１２４个工人和６０个童工，生

产额８１８０００卢布，另外，在家里为这些资本家做工的，据作者统

计，约有１７６９个工人和１８３３个童工。其次，还有拥有１—５个雇佣

工人和１—３个童工的小业主。这些小业主主要是在基姆雷村的集

市上销售自己的商品；他们共有２２４人，雇了４６０个工人和３０１个

童工，生产额为１８７０００卢布。因此，总共是２４４个业主，２３５３个工

人（其中在家里做的有１７６９人）和２１９４个童工（其中在家里做的

有１８３３人），生产总额１００５０００卢布。此外还有完成各种局部工序

的作坊：净皮（以刮刀刮皮）作坊，碎皮（胶合刮下的碎皮）作坊，专

门的运货人（４个业主，１６个工人和将近５０匹马），专门的木工（做

箱子），等等。① 根据普列特涅夫的统计，整个地区的生产总额为

４７０００００卢布。根据１８８１年的统计，有１０６３８个手工业者，加上外

来零工共计２６０００人，生产额为３７０００００卢布。关于工作条件，重

１７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７类手工业者：（１）革制品商；（２）靴鞋包买
主；（３）大作坊主（有５—６人），他们生产半制品，并把加工的皮革分到家里去
做；（４）有雇佣工人的小作坊主，他们也把加工的皮革分到家里去做；（５）为市
场或业主［指第３类和第４类手工业者］做工的个体生产者；（６）雇佣工人（工
匠、帮工和意工）；（７）“鞋植制造工，切边工，以及净皮、上油和胶合等作坊的业
主和工人”（上引书第２２７页）。根据１８９７年的调查，基姆雷村有居民７０１７人。

了宝贵的统计资料和生活情况资料，但是对于这种复杂的手工业的经济结构
的阐述却不大令人满意。其次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８编波
克罗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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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要指出，工作日过长（１４—１５小时）和工作条件极不卫生，

以及用商品支付工资等等。手工业的中心基姆雷村“很象一个小城

市”（《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２２４页）；居民都是不善

种庄稼的人，整年从事手工业；只有农村手工业者才在割草的时期

放下手工业。基姆雷村的房屋是城市式的，居民的生活习惯已城市

化了（例如“讲究衣着”）。这种手工业直到最近还没有列入“工厂统

计”中，想必是因为业主们都“很愿意把自己叫作手工业者”（同上，

第２２８页）。《工厂索引》第一次记载了基姆雷区的６家靴鞋作坊，

每一作坊有１５—４０个作坊内工人，没有作坊外工人。当然，这里漏

掉极多。

莫斯科省布龙尼齐县和博戈罗茨克县的钮扣业——用蹄科和

羊角生产钮扣——也属于工场手工业。从事这一行业的有５２个作

坊和４８７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２６４０００卢布。不到５个工人的作坊

有１６家，有５—１０个工人的作坊２６家，有１０个以上工人的作坊

１０家。没有雇佣工人的业主只有１０个，他们都是用大业主的材料

为大业主做工。只有大手工业者才是完全独立的（从上面引用的数

字中便可看出，在大手工业者那里，大约每个作坊都有１７—２１个

工人）。显然他们也是作为“工厂主”而被列入《工厂一览表》的。

（见第２９１页：两个作坊，生产总额达４０００卢布，有７３个工人）这

是一种“有机的工场手工业”：角料首先在所谓“锻造间”（装有蒸炉

的木房）里蒸软，然后送到作坊，用断压机切割，用压印机压出形

状，最后用机床修整，磨光。在这一行业中有学徒。工作日为１４小

时。一般都用商品支付工资。业主同工人的关系是宗法式的，如：

业主称工人为“伙计”，把工资簿叫作“伙计账”；在算账的时候，业

主总要教训工人一通，从来不完全满足工人们要求发给货币的“请

２７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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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列入我们的小手工业表内的角制品业（第５章附录一，第３１

号和第３３号手工业），也是这种类型。有几十个雇佣工人的“手工

业者”也作为“厂主”而被列入《工厂一览表》。（第２９１页）在生产中

采用分工；也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修整梳子者）。博戈罗茨克县的

手工业中心是霍捷伊奇这个大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农业已经退居

次要地位（１８９７年共有居民２４９７人）。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出版

的《１８９０年莫斯科省博戈罗茨克县的手工业》说得完全正确：这个

村“无非是一个生产梳子的巨大的手工工场”（第２４页，黑体是我

们用的）。据统计，１８９０年该村有５００多个手工业者，生产３５０万

到５５０万把梳子。“角料商往往同时也是制品包买主，有时还是制

梳大业主。”处境特别坏的是那些被迫“按计件工资”领取角料的业

主：“实际上，他们的处境甚至比大作坊里的雇佣工人还坏。”穷困

迫使他们过度地使用全家的劳动，延长工作日，让未成年的孩子也

去干活。“冬天，在霍捷伊奇材，在‘按计件工资’干活的‘独立’手工

业者的茅屋里，工作从夜间一点开始，大概很难说在什么时候停

止。”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做法很盛行。“这种在工厂里好不容易才废

除了的制度，在手工业小作坊却仍然十分盛行。”（第２７页）在沃洛

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包括５８个村的乌斯季耶村地区（即所谓“乌

斯季扬希纳”），角制品业的组织情况大概也是如此。据弗·波里索

夫先生（《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统计，这里有

３８８个手工业者，生产额为４５０００卢布；所有的手工业者都是

为资本家工作，这些资本家在圣彼得堡购买角料，在国外购买玳

瑁。

我们看到，支配莫斯科省制刷业（见第５章附录一，第２０号手

３７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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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是拥有很多雇佣工人和实行系统分工的大作坊。①在这

里，值得指出的是从１８７９—１８９５年间这一行业的组织中所发生的

变化。（见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的《１８９５年制刷业调查》）某些

富裕的手工业者为了经营这种行业而迁往莫斯科。工业者的人数

增加了７０％，而增加得特别多的是妇女（增加了１７０％）和女孩（增

加了１５９％）。雇有雇佣工人的大作坊的数量减少了：雇有雇佣工

人的作坊所占的百分数，从６２％减为３９％。这是由于业主把工作

分到家里去做所造成的。钻孔机（用来在刷底上钻眼）的普遍使用，

加快并且简化了制刷的一项主要过程。对“串鬃工”（在刷底上

“串”鬃的手工业者）的需求增加了，而这项越来越专业化的工作就

落在妇女这种更便宜的劳动力身上。妇女开始在自己家里串鬃，得

到计件工资。因此，家庭劳动的增强，在这里是由技术的进步（钻孔

机）、分工的进步（专由妇女串鬃）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进步（妇女和

女孩的劳动更便宜）所造成的。这一实例特别清楚地说明：家庭劳

动丝毫也不排除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有时它

甚至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７）矿物加工业

格热尔区（该区包括莫斯科省布龙尼齐和博戈罗茨克两县２５

个村）的手工业，给我们提供了陶瓷生产部门中资本主义工场手工

业的实例。关于这些手工业的统计资料，已经列入我们的小手工业

表。（第５章附录一，第１５、２８、３７号手工业）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

出，虽然在格热尔的陶器、瓷器和彩绘这三种手工业之间存在着巨

４７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锯工”锯刷底，“钻工”在刷底上钻孔，“洗工”洗鬃，“串鬃工”“串”鬃。“木工”
把镶面板粘到刷子上去。（《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１编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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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别，但是每种手工业中各级作坊之间的过渡消除了这些差

别，因而我们看到规模依次扩大的一系列作坊。下面就是这三种手

工业各级作坊中每一作坊的平均工人数：２．４—４．３—８．４；４．４—７．

９—１３．５；１８—６９—２２６．４。这也就是从最小的作坊到最大的作坊的

顺序。大作坊属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因为它们没有采用机器，

所以没有变成工厂）是毫无疑义的，但重要的并不仅限于此，而且

还有下列事实：小作坊同大作坊是联系着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一个工业结构，而不是这类或那类经济组织的一些个别作坊。“格

热尔已形成一个经济整体”（上引伊萨耶夫的书第１３８页），该区的

大作坊是从小作坊成长起来的，而且是缓慢地和逐渐地形成起来

的（同上，第１２１页）。生产是手工的①，大量地采用分工：我们看到

在陶器业者那里有制坯工（按照器皿种类而分成专业）和烧窑工等

等，有时还有制作釉子的专门工人。在瓷器厂厂主那里，分工非常

细：有磨料工、制坯工、装窑工、烧瓷工和彩画匠等等。制坯工甚至

专门做某几种器皿。（参看上引伊萨耶夫的书第１４０页：有一个地

方，分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２５％）彩绘作坊为瓷器厂厂主做工，

所以它们只不过是这些厂主的工场手工业中完成专门局部工序的

部门。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点是这里体力也成了

专业。例如，格热尔有几个村干（几乎是每个人）挖掘粘土的活；一

些笨重而又不需要特殊手艺的工作（磨料），几乎完全使用从图拉

省和梁赞省来的外地工人来做，因为这些工人比瘦弱的格热尔人

５７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应该指出，同上述织造业一样，在这个行业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实是昨
天的经济。改革后时代的特征是这种工场手工业变成大机器工业。格热尔使
用蒸汽发动机的工厂数目，１８６６年是１家，１８７９年是２家，１８９０年是３家。
（根据《财政部年鉴》第１编和１８７９年与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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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气，结实。用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十分盛行。农业的状况很坏。

“格热尔人是退化了的人”（伊萨耶夫的书第１６８页），他们肺弱、肩

窄、力气小，画匠视力早衰，等等。资本主义的分工摧残人，使人变

成畸形。工作日长达１２—１３小时。

（８）金属加工业。巴甫洛沃的手工业

著名的巴甫洛沃钢器锻造业，包括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

夫县和弗拉基米尔省穆罗姆县的整个区域。这些手工业的起源是

很古老的，斯米尔诺夫指出，早在１６２１年巴甫洛沃就已经有１１家

铁铺（根据税务册９０）。到１９世纪中叶，这些手工业已经是一张完

全定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大网。改革以后，该区的手工业继续广泛

深入地发展。根据地方自治局１８８９年的调查，在戈尔巴托夫县从

事这一行业的有１３个乡１１９个村，有５９５３户，６５７０个男工人（占

这些村工人总数５４％），２７４１个老年工、童工和女工，总共有９３１１

人。据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统计，１８８１年穆罗姆县有６个手工业

乡，６６个村，１５４５户，２２０５个男工人（占这些村工人总数３９％）。不

仅形成了不从事农业的手工业村（巴甫洛沃，沃尔斯马），而且附近

的农民也都脱离了农业：除了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以外，戈尔巴托

夫县从事手工业的还有４４９２个工人，其中２３５７人即半数以上不

从事农业。象巴甫洛沃这样的中心地区，生活已经完全城市化了，

它所造成的提高了的需求，文明的摆设、服装和生活方式等等，都

是附近“土里土气的”庄稼汉无法相比的。①

在谈到巴甫洛沃手工业的经济组织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肯

６７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上面关于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居民识字率较高和各村农民向这些中心迁移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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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这就是一些最典型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支配着“手工业者”。例如，在扎维亚洛夫家族的作坊里（早在６０年

代该作坊就已雇用了１００多个工人，而现在已经使用了蒸汽发动

机），制造一把削笔刀要经过８—９道手：锻工、开刃工、制柄工（一

般是在家里做）、淬火工、抛光工、研磨工、精修工、磨刀工和烙印记

工。这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广泛的资本主义协作，其中很大一部

分局部工人并不是在资本家的作坊里做工，而是在自己家里干活。

下面就是拉布津先生（１８６６年）关于该区巴甫洛沃、沃尔斯马和瓦

恰等村各生产部门中最大的作坊的资料：１５家业主有５００个作坊

内工人，１１３４个作坊外工人；总共有１６３４个工人，生产总额为

３５１７００卢布。对经济关系的这种评述，现在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

全区，可以从下列资料中看出①：

地  区

从事手工业工作的各类工人数

为市场
做工的

为业主
做工的

被 雇
用 的

为业主数
工的和被
雇 用的

共 计

生产总额的大
约数（单位百
万卢布）

巴甫洛沃
谢利季巴村地区

３１３２
４１

２８１９
６０

６１９
１３６

３４３８
１９６

６５７０
２３７

 
 
２

穆罗姆 ５００ ？ ？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共  计 ３６７３ — — ５６３４ ９３０７   ３

  由此可见，我们所简述的工业组织在各个地区都是占优势的。

总的说来，按资本主义方式做工的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３５。在这

７７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土地估价材料》、安年斯基先生的《关于巴甫洛沃区手
工业者状况的问题的报告》以及亚·尼·波特列索夫的调查（上面引用过的）
中的资料。关于穆罗姆区的数字是大约数。根据１８９７年的人口调查，沃尔斯
马的居民为４６７４人，巴甫洛沃为１２４３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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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当然也看到，虽然工场手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居于主导

地位①并支配着大量工人，但是它不能根除小生产。这种小生产所

以较有生命力，完全是因为：第一，在某些巴甫洛沃的某些工业部

门里还根本没有实行机器生产（例如制锁业）；第二，小生产者采取

了一些使自己的境况下降到远远不及雇佣工人的办法，来防止自

己的没落。这些办法就是延长工作日、降低生活水平和需求水平。

“为业主做工的那一类手工业者，工资的波动较小。”（上引格里戈

里耶夫的著作第６５页）例如，在扎维亚洛夫那里，收入最少的是制

柄工：“他们在家里做工，所以低微的工资就可满足了。”（第６８页）

“为厂主”做工的手工业者，“所得的工资可能比拿自己产品到市场

上去卖的手工业者的平均收入稍微多一些。住在工厂里的工人的

工资增加得特别明显”。（第７０页）②“工厂”里的工作日是１４小时

半到１５小时，最多达１６小时。“而在自己家里做工的手工业者，工

作日总不少于１７小时，有时一昼夜长达１８小时甚至１９小时。”

（同上）１８９７年６月２日法令９１在这里造成了家庭劳动的加强，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样的“手工业者”早就应该竭尽全力使业

主建立工厂了！读者也应记得所谓独立小生产者身受其害的巴甫

洛沃出名的“赊购”、“换货”、“抵押妻子”以及诸如此类的盘剥和人

８７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同土地的联系，在降低工资方面也起着主要的作用。农村手工业者“一般比巴
甫洛沃的锁匠赚得少些”（安年斯基《关于巴甫洛沃区手工业者状况的问题的
报告》第６１页）。固然要注意到，前者有自己的粮食，但是“一个普通农村手工
业者的状况却不见得比巴甫洛沃一个中等锁匠的状况好”（第６１页）。

我们引证的资料还远远不能完全表现出这种主导地位。下文还会讲到，就对
资本的依附程度来看，为市场做工的手工业者甚于为业主做工的手工业者，而
后者又甚于雇佣工人。巴甫洛沃的手工业特别鲜明地表现了商业资本同产业
资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同小生产者的关系
所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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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侮辱。①幸而迅速发展的大机器工业，不象工场手工业那样容易

容忍这些最坏的剥削形式。我们来提前引证一下关于这一地区工

厂生产发展的资料②。

年  代 “工厂”数
工  人  数

厂内工人厂外工人共 计

生产总额
（单位千
卢布）

使用蒸汽
发动机的
企业数

有１５名工
人以上的
企业数

１８７９年 ３１ ？ ？ １１６１ ４９８ ２ １２

１８９０年 ３８ 约１２０６约１１５５２３６１ ５９４ １１ ２４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 ３１ １９０５ ２１９７ ４１０２ １１３４ １９ ３１

  这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工人在开始使用机器的大企业里

集中起来。③

（９）其他金属加工业

下诺夫哥罗德省下诺夫哥罗德县别兹沃德诺耶村的手工业，

也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个村也是一个工业村，大部分居民都

９７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巴甫洛沃工业中的一个部门即制锁业的情况相反，雇有雇佣工人的作坊正在
减少。亚·尼·波特列索夫（上引书）详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指出它的原因
是科夫诺省制锁工厂的竞争（施米特兄弟制锁厂，在１８９０年有５００个工人，生
产总额为５０万卢布；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有６２５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７３万卢
布）。

《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关于全区即包括谢利季巴和瓦恰两村及其周围地
区的资料。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无疑把厂外工人算入工厂工人的总数中
了；我们大致地算出了厂外工人的数字，仅仅对两个最大的厂（扎维亚洛夫家
族和 ．瓦雷帕耶夫两个厂）作了修正。为了使《工厂索引》和《工厂一览表》中
的“工厂”数目可以比较，必须只取有１５个工人以上的厂（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详见我们的《评论集》中《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
第４卷。——编者注）

在危机时期还有这样的情况，人们简直是在白干活，他们用“白的去换黑的”，
即用成品去换原料，而且这种情况“相当常见”（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
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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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从事农业，它是由几个村组成的一个手工业区的中心。根据

１８８９年地方自治局的调查（《土地估价材料》第８编１８９５年下诺

夫哥罗德版），别兹沃德诺耶乡（５８１户）有６７．３％户不种地，７８．

３％户没有马匹，８２．４％户从事手工业，５７．７％户有人识字和有人

上学（全县平均数是４４．６％）。别兹沃德诺耶的手工业是制造各种

金属用品：链条、钓鱼钩、金属带；１８８３年的生产总额为２５０万卢

布①，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度为１５０万卢布②。这一手工业的组织，是用

业主材料为业主工作，工作分配给许多局部工人，他们有的在企业

主的作坊里做，有的在家里做。例如，在钓鱼钩的生产中，完成各道

工序的，有“弯钩工”、“切断工”（在专门的房子里做）和“磨尖工”

（在家里磨钩尖的妇女和儿童），所有这些工人都是为资本家做工

以领取计件工资，而弯钩工又把工作分给切断工和磨尖工。“现在

拉铁丝采用了马拉绞盘；从前拉铁丝是由集合到这里的许多盲人

干的……” 这也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一项“专业”！“这种生

产的环境与其他一切生产截然不同。人们在混浊的空气中工作，呼

吸着马粪堆蒸发出来的恶臭。”③ 莫斯科省的编筛业④、别针制造

业⑤ 和金银线拉制业⑥也都是按这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

织起来的。８０年代初，在金银线拉制业中，有６６家作坊和６７０个

０８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７卷第１编第２部和《１８９０年博戈罗茨克县的手
工业》。

第５章附录一，第３２号手工业。
第５章附录一，第２９号手工业。
《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１８６页。

《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据《工厂索引》所载，这个地区有４家“工
厂”，厂内工人２１人，厂外工人２９人，生产总额６８０００卢布。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１８９７年别兹沃德诺耶村的居民为
３２９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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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其中７９％是雇佣工人），生产总额为３６８５００卢布，其中某些

资本主义作坊有时也被列入“工厂”。①

雅罗斯拉夫尔省雅罗斯拉夫尔县布尔马基诺乡（及其附近各

乡）的五金业的组织，大概也是同一类型。至少，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同样的分工（铁匠、吹火工、钳工），同样的雇佣劳动的广泛发展（布

尔马基诺乡３０７家铁铺中，２３１家有雇佣工人），同样的大资本对

所有这些局部工人的统治（包买主处于支配地位；铁匠为他们工

作，钳工为铁匠工作），同样的资本主义作坊中产品收购和产品生

产的结合，其中某些资本主义作坊有时也被列入“工厂”名单之

内。②

在上一章的附录里曾经举出了莫斯科省托盘业和铜器业③

（从事后一种手工业的地区叫做“扎加里耶”区）的统计资料。从这

些资料中可以看出，雇佣劳动在这些手工业中起主要作用，在手工

业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那些平均一个作坊雇有１８—２３个工人和生

产总额达１６０００—１７０００卢布的大作坊。如果再补充一点，这里的

分工规模十分广泛④，那就很清楚，这便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⑤。

１８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１８９０年《工厂一览表》的统计，扎加里耶地区有１４家工厂和１８４个工人，
生产总额为３７０００卢布。把这些数字同上述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加以比较
便可看出，工厂统计在这里也只包括广泛发展的贸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上层。

在铜器业者那里，一个作坊需要５个完成各种工序的工人；在托盘业者那里至
少需要３个工人，而“正规的作坊”则需要９个工人。“在大规模的作坊里”，采
用“细致的分工”，“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上引伊萨耶夫的书第２７页和第３１
页）。

第５章附录一，第１９号和第３０号手工业。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６编１８８０年的调查；《俄国手工工业报
告和研究》第１卷（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参看第２７１页：“几乎全部生产都集中在
有雇佣工人的作坊里。”也可参看《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１８９６年雅罗斯拉夫
尔版第２编第８页和第１１页；《工厂索引》第４０３页。

例如，见《工厂索引》第８８１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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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技术和分工的条件下，小工业单位是一种反常现象，它只

有靠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限度，才能够同大作坊并存”（上引伊

萨耶夫的书第３３页），例如托盘业者把劳动时间延长到１９小时。

这里工作日一般都是１３—１５小时，而小业主则是１６—１７小时。用

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很普遍（在１８７６年和１８９０年都是这样）。①

我们补充一点，这种手工业早已存在（它的产生不晚于１９世纪

初），加上各种操作的广泛专业化，也在这里培养了手艺非常精巧

的工匠：扎加里耶人的手艺很出名。在这种手工业中还出现了一些

不需要事先训练可以直接由童工来做的专业。伊萨耶夫先生正确

地指出：“童工能直接担任工作，手艺似乎不学便会，这种情况就已

表明，需要对劳动力进行培训的手艺性质正在消失，很多局部操作

的简化是手艺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标志。”（上引书第３４页）不过

应当指出，“手艺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在工场手工业中保留着，

因为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样也是手工生产。

（１０）首饰业、茶炊业和手风琴业

科斯特罗马省科斯特罗马县的克拉斯诺耶村，是通常成为我

国“人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心的那些工业村当中的一个。这

个大村（１８９７年有居民２６２１人）具有纯城市性质，居民过着小市

民式的生活，不从事农业（只有极少的例外）。克拉斯诺耶村是首饰

业中心，这一行业包括４个乡５１个村（其中包括涅列赫塔县锡多

罗沃乡），总共有７３５户和大约１７０６个工人。②季洛先生说：“克拉

２８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阿·季洛先生的文章；《俄国手工工
业报告和研究》第３卷（１８９３年版）。这一行业还在发展。参看１８９７年《俄罗

参看《博戈罗茨克县的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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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耶村的大手工业者，如商人普希洛夫家族、马佐夫家族、索罗

金家族、丘尔科夫家族等，毫无疑义应该算是这一行业的主要代

表。他们购买金、银、铜等材料，雇用工匠，包买成品，把订货交到家

里去做，提供货样，等等。”（第２０４３页）大手工业者有作坊——“试

验室”（实验室），在这里锻造和熔炼金属，然后分给“手工业者”去

加工； 大手工业者还有种种技术设备，如“压机”（压出小物件的

压模机）、“压印机”（压印花纹）、“拉丝机”（拉金属丝）、钳工台等

等。在生产中广泛地实行分工：“几乎做每件产品都要按规定程序

经过好几道手。例如，拿制造耳环来说，手工业业主首先把银子送

到自己的作坊，在这里把一部分银子辗压成银页，一部分拉成银

丝；然后把这些材料交给各个工匠去定做，如果那个工匠有家属，

那么这项工作便分给几个人去做：一个人用压模把银页压出花纹

或耳环形，另一个人把银丝弯成穿耳垂的小环，第三个人焊接这些

物件，最后，由第四个人研磨做好的耳环。全部工作都不算难，并不

需要受很多的训练，焊接和研磨工作常常由妇女和七八岁的儿童

来做。”（第２０４１页）①这里的工作日也特别长，一般都达１６小时。

实行实物工资制。

下列统计资料（当地的一位金银成色检验员最近公布的）清楚

地说明了这一行业的经济结构９２：

３８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每一种制品，甚至制品的每一部分，在克拉斯诺耶村的手工业者中间都有自
己的工匠，因此，在一个家庭里制造戒指和耳环、手镯和胸针等是十分少见的；
通常一件制品都是由专业工人各造一部分，这些工人不仅住在不同的家里，而
且甚至住庄不同的村子里。”（《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３卷第７６页）

斯新闻》第２３１号所载的通讯。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４２期。生产总
额为１００多万卢布，其中工人约得２０万卢布，而包买主和商人约赚３０万卢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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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匠 类 别
工 匠
人 数

百分比
工人总数
（约计）

百分比
制品量
（单位
普特）

百分比

不提供制品者
提供制品１２俄磅
 以下者

４０４

８１

 
 
 
６６．０ １０００ ５８

—
 
１１

—

１．３

提供制品１２—１２０
 俄磅者

１９４ ２６．４ ５００ ２９ ２３６ ２８．７

提供制品１２０俄磅
 以上者

５６ ７．６ ２０６ １３ ５７７ ７０．０

共  计 ７３５ １００ １７０６ １００ ８２４ １００

  “前两类工匠（约占工匠总人数的２３），与其说是手工业者，

不如说是在家里做工的工厂工人。”在最高的一类中，“雇佣劳动越

来越多…… 工匠已经开始添购他人的产品”，这一类的上层“以

包买为主”，“有４个包买主根本没有开设作坊”。①

图拉城及其附近地区的茶炊业和手风琴业，是资本主义工场

手工业的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一地区的“手工业”一般都是很古老

的，它们起源于１５世纪。② 从１７世纪中叶起，这些手工业有了不

寻常的发展；波里索夫先生认为，从这时起便是图拉手工业发展的

第二阶段。１６３７年建立了第一个铸铁厂（由荷兰人维尼乌斯建

立）。图拉的兵器匠建立了特殊的铁匠镇，形成了拥有各种特权的

特殊等级。１６９６年图拉出现了由一位优秀的图拉铁匠建立的第一

个铸铁厂，这一行业传到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③ 从这时起，图拉

手工业的历史便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工匠们开始自设作坊，并把手

４８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图拉的铁匠尼基塔·杰米多夫·安土菲耶夫在图拉城附近建造了一所工厂，
博得了彼得大帝的欢心，并于１７０２年得到了涅维扬斯基工厂。他的后裔便是
乌拉尔的著名矿业主杰米多夫家族。

见《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中弗·波里索夫先生的文章。
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４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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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传授给附近的农民。在１８１０—１８２０年间出现了第一批茶炊厂。

“１８２５年图拉已经有了４３家各种不同的工厂，这些工厂全都属于

兵器匠，就连现有的工厂几乎全都属于从前的兵器匠，即现在的图

拉商人。”（上引书第２２６２页）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旧时行会师

傅同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老板之间的直接继承和联系。

１８６４年图拉的兵器匠们摆脱了农奴制的依附关系９３，成了小市

民；由于乡村手工业者的激烈竞争，收入降低了（这造成了手工业

者从城里迁回乡间的现象）；工人们纷纷转向茶炊业、制锁业、刀剪

业和手风琴业（图拉第一批手风琴是１８３０—１８３５年间出现的）。

茶炊业现在的组织情况如下。为首的是一些大资本家，他们拥

有雇用数十名以至数百名雇佣工人的作坊，同时他们把许多局部

工序也交给城里和乡间的家庭工人去做；承担这些局部工序的人

有时自己也有使用雇佣工人的作坊。当然，除了大作坊以外，还有

一些在依次的所有各个阶段都依赖资本家的小作坊。分工是这种

生产全部结构的总基础。茶炊的制造过程分为下列几道工序：（１）

卷铜板成圆筒（做壶身）；（２）焊合；（３）锉平焊缝；（４）安底座；（５）锻

打制品（即所谓“修整”）；（６）清壶里；（７）旋壶身和壶颈；（８）包锡；

（９）用钻孔机在茶炊底座和烟筒脖上钻气孔；（１０）装配茶炊。其次，

另外还有小铜件的铸造：（ａ）制模和（ｂ）浇注。①由于把工作分到家

里去做，所以这些工序中的每一项都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手工业”。

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７编里，波里索夫先生叙

述了其中一种“手工业”。这一行业（做茶炊壶身）就是：农民为赚取

５８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在《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０编里马诺欣先生曾出色地描绘过
彼尔姆省苏克孙的茶炊业。组织情况和图拉茶炊业相同。参看该书第９编波
里索夫先生关于１８８２年展览会展出的各种手工业一文。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计件工资，用商人的材料做上述各种局部工序当中的一种。１８６１

年以后，手工业者从图拉城转到乡间去做工，因为乡间生活费用比

较便宜，需求水平较低。（上引书第８９３页）波里索夫先生正确地说

明了“手工业者”能够这样长期存在，是由于保留了茶炊的手工锻

造：“乡村的手工业者对订活的厂主来说总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

们的劳动比城里的手艺人便宜１０—２０％。”（第９１６页）

据波里索夫先生计算，１８８２年茶炊的生产额约为５００００００卢

布，工人有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手工业者也包括在内）。在这里，工厂统

计也只包括整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一小部分。根据１８７９年

《工厂一览表》的统计，图拉省有５３家茶炊“工厂”（都是手工生产

的）和１４７９个工人，生产额为８３６０００卢布。根据１８９０年《工厂一

览表》的统计，有１６２家工厂，２１７５个工人，生产额为１１０００００卢

布，但是在名单中却只有５０家工厂（１家有蒸汽机），１３２６个工人，

生产额为６９８０００卢布。显而易见，这次是把成百家小作坊也列为

“工厂”了。最后，《工厂索引》指出，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有２５家工

厂（４家有蒸汽机），１２０２个工人（外加６０７个厂外工人），生产额为

１６１３０００卢布。在这些资料中，不论是工厂数量或工人人数，都是

不能比较的（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前几年厂内工人和厂外工人都

混在一起）。唯有一点倒是毫无疑义的，就是大机器工业不断地排

挤工场手工业：１８７９年，１００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有两家；１８９０年还

是两家（１家有蒸汽机）；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有４家（３家有蒸汽

机）。①

６８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看来，图拉城及其附近的五金业的组织情况也有相似的特点。根据波里索夫
先生１８８２年的统计，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工人有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生产额约为
２５０万卢布。这些“手工业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商业资本。图拉省的小五金
“工厂”有时也有厂外工人。（参看《工厂索引》第３９３—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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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手风琴业的组织情况也完全相

同。①“参加手风琴生产的有十几种专业”（《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

员会的报告》第９编第２３６页）；制造手风琴的各个部件或进行某

些局部工序，成为各个所谓独立“手工业”的对象。“在萧条的时候，

所有手工业者都为工厂或较大的作坊做工，从这些工厂或作坊的

业主那里领得材料；在手风琴的需要激增的时候，便出现大批小生

产者，他们向手工业者买来各个部件，自己装配成手风琴，把它们

送到当地店铺，当时这些店铺很愿意收买手风琴。”（同上）根据波

里索夫先生的统计，１８８２年在这种手工业中有工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人，生产总额约为４００００００卢布；根据工厂统计，１８７９年有两家

“工厂”和２２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５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０年有１９家工厂

和２７５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８２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有１家

工厂和２３个工人（还有１７个厂外工人），生产总额为２００００卢

布。②蒸汽发动机根本没有采用。所有这些数字的变化表明，对那

些已成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复杂机体组成部分的个别企业的取

舍，完全是偶然性的。

７８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根据图拉城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２９日的调查，城里出售手风琴的店铺有３６家，制造
手风琴的作坊有３４家。（见《１８９５年图拉省省志》１８９５年图拉版）

手风琴业的发展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既是排挤原始民间乐器的过程，也是建立
广大国内市场的过程，因为没有这样的市场就不能有细致的分工，而没有分工
也就不能使产品价格低廉。“由于手风琴价格低廉，它几乎到处都排挤了原始
的民间弦乐器——三弦琴。”（《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９编第
２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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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分工及其意义

现在我们根据上述资料来作结论，并考察一下这些资料是否

真正说明了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保持手工生产和系统而广泛地实行分工，是我们所考察的一

切行业的共同特点。生产过程分为若干局部工序，由各种专业工匠

去做。这些专业工匠的培养，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因而学

徒制就成为工场手工业的自然伴随物。大家知道，在商品经济和资

本主义的一般环境中，这种现象会造成各种最坏的人身依附和剥

削。① 学徒制的消灭是同工场手工业的更高发展和大机器工业的

形成相联系的，因为机器把训练期缩短到最低限度，或者分出了一

些连儿童也能胜任的十分简单的局部工序。（见上面扎加里耶的例

子）

手工生产作为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保持下来，说明工场手工业

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把工场手工业同工厂加以比较，这种情况就特

别显著。分工的发展和深化进行得非常缓慢，因而工场手工业几十

年来（甚至几世纪）都保持着它一开始就采用的那种形式。我们看

到，在我们考察的各种行业中，有很多是有悠久历史的，然而直到

８８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库尔斯克省格赖沃龙县博里索夫卡镇，有一种画圣像
的行业，从事这种行业的有５００人左右。工匠们大部分不用雇佣工人，而是用
每昼夜工作１４—１５小时的学徒。这些工匠对建立绘画学校的想法抱敌对态
度，害怕失去学徒这种无偿的劳动力。（《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
３３３页）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家庭劳动下的儿童状况一点也不比学徒
好，因为家庭工人不得不把工作日延长到极限，要全家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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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它们当中大多数在生产方法上还没有任何大的改革。

至于谈到分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理论经济学中人所共

知的那些关于分工在劳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原理了。在

手工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术进

步。①我们只想指出两种最重要的情况，来说明作为大机器工业准

备阶段的分工的必要性。第一，只有把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最简

单的纯粹机械的工序，才有可能使用机器，因为机器最初应用于最

简单的工序，只是逐渐地才包括了比较复杂的工序。例如，在织造

业中，织布机早就征服了简单织物的生产，但丝织业主要还是采用

手工方法。在五金业中，机器首先应用于一种最简单的工序——研

磨等等。但是，这种把生产分成各种最简单的工序的做法（这是实

行大机器生产所必要的准备步骤），也使小手工业发展起来。附近

的居民有可能在自己家中进行这种局部工序，或者用手工工场主

的材料给他们做订货（制刷工场手工业中的串鬃，制革业中的缝制

羊皮、皮外套、手套及鞋靴等，制梳工场手工业中的修整梳子，替茶

炊“做壶身”等等），或者甚至“独立地”购买材料，制造产品的某些

部件并把它们卖给手工工场主（宽边帽业，马车制造业，手风琴业

等）。小的（有时甚至是“独立的”）手工业的发展竟是资本主义工场

手工业发展的表现，这好象是奇谈，然而这是事实。这种“手工业

者”的“独立性”完全是虚假的。如果同其他局部劳动，同产品的其

他部分不发生联系，他们的工作就不能进行，他们的产品有时甚至

就会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这种联系，只有控制着（以某种形式）大

９８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当独立小工业遍布广大地区时，对独立小工业来说，大规模生产的家庭形式
和工场手工业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最好的出路。”（哈里佐勉诺
夫的著作，载于１８８３年《法学通报》第１１期第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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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局部工人的大资本才能建立①，而且已经建立起来。民粹派经济

学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忽视或者抹杀局部“手工业者”是资本主

义工场手工业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

第二个情况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培养了手

艺高超的工人。如果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培养工人的漫长时代，大

机器工业在改革后时期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发展。例如，弗拉基米

尔省波克罗夫县“手工”织造业的调查者指出了库德基纳乡（奥列

霍沃村和莫罗佐夫家族的一些著名工厂就在这里）织工出色的“技

术本领和经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会见到这样紧张

的劳动……这里，织工同卷纬工之间总是实行严格的分工……过

去……在库德基纳人中间培养出了……完善的生产技术方法……

和在各种困难中找出头绪的本领”。② 关于丝织业，他们写道：“不

能随便在某个村庄和任意建立多少工厂”，“工厂必须跟随织工进

入那些通过外出做零工”（补充一句，或者通过在家里做工）“而形

成了一批熟悉业务的工人的村庄”③。比如说，如果在基姆雷村地

区几百年来没有培养出现在热衷于外出做零工的手艺高超的工

人，那么象彼得堡制鞋厂９４④ 这样的企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迅

速，等等。所以顺便提一下，工场手工业造成了许多专门从事某种

生产和培养出大批手艺高超的工人的广大地区，具有十分重大的

０９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９０年有工人５１４人，生产额６００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有工人８４５人，
生产额１２８８０００卢布。

同上，第３编第６３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４编第２２页。

为什么只有资本才能建立这种联系呢？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商品生产造
成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引起小生产者的彻底分化，因为小手工业给工场手工业
留下了资本主义作坊和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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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包括局部“手工业者”）

变成畸形和残废。在分工中出现了能工巧匠和残废者。前者人数

极少，他们使调查者惊叹不已②；后者大批出现，他们是肺部不健

康、双手过分发达、“驼背”等等的“手工业者”③。

四 地域的分工和农业同工业的分离

上面已经指出，同整个分工有直接联系的是地区的分工，即各

个地区专门生产一种产品，有时是产品的一个品种，甚至是产品的

某一部分。手工生产占优势，存在大批小作坊，工人同土地保持联

系，工匠被固定在某一种专业上，这一切必然造成工场手工业各个

工业地区的闭塞状态；有时这种地方闭塞状态达到完全与外界隔

绝的地步④，同外界有往来的只是一些商人－业主。

１９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③

④ 卡尔戈波尔县的灰鼠毛皮业，谢苗诺夫县的制匙业。

格里戈里耶夫先生这样描写巴甫洛沃的手工业者：“我曾经碰到这样一个工
人，他在同一个台钳旁工作了６年，他那只光着的左脚把地板磨得剩下不到一
半厚了；他苦笑说：他把地板磨穿，老板也就要赶他走了。”（上述著作第１０８—
１０９页）

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巴甫洛沃著名的制锁匠赫沃罗夫做的锁，每２４把重１左
洛特尼克（等于１９６旧俄斤，４．２６６克。——编者注）。这种锁的零件只有针
头那样大。（上引拉布津的书第４４页）莫斯科省的一个玩具匠，几乎毕生都从
事于装饰辕马，每天能装饰４００个。（《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２编
第３８—３９页）

“批发手艺”这个术语很确切地说明了这种现象。在科尔萨克的著作中写道：
“自１７世纪起，农村工业开始比较明显地发展起来：许多村庄，尤其是莫斯科
近郊沿着大道的那些村庄，都从事某种手艺的生产；有一些村庄的居民成为制
革匠，另一些村庄的居民成为织工，还有一些村庄的居民则成为染色工、大车
匠、铁匠等。到上世纪末叶，很多这样的批发手艺（某些人这样称呼它们）在俄
国得到了发展。”（上引书第１１９—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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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佐勉诺夫先生在下面冗长的论述中，对地区分工的意义

估计不足：“帝国土地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很大：一个地方林茂兽

多，另一地方盛产牲畜，还有些地方粘土和铁矿蕴藏丰富。这些自

然特性也决定了工业的性质。由于土地辽阔和交通不便，原料无法

运输，或者是运费昂贵。因此，手工业必然要设置在附近有丰富原

料的地方。由此就产生了我国工业的特点——在各个广阔的

连成一片的地区的商品生产专业化。”（《法学通报》，上引期第

４４０页）

地区的分工并不是我国工业的特点，而是工场手工业（包括俄

国和其他国家）的特点；小手工业没有造成这样广大的地区，工厂

破坏了这些地区的闭塞状态，促使作坊和大批工人迁移到别的地

方。工场手工业不仅造成了连成一片的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内实

行了专业化（按商品的分工）。某个地方有原料，这决不是工场手工

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未必是它的通常条件，因为工场手工业

是以相当广泛的商业交往为前提的。①

下面这种情况同上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有联系：资本主义的

这个演进阶段具有农业同工业分离的特殊形式。最典型的手工业

者现在已不是农民，而是不从事农业的“工匠”（另一极则是商人和

作坊主）。在大多数场合下（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按照工场手

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业都拥有非农业的中心：或者是城市，或

者是（常见得多）村庄，这些村庄的居民几乎都不从事农业，这样的

村庄应该列为工商业性质的居民点。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这里有

２９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织造业和巴甫洛沃、格热尔、彼尔姆等地的制革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都是用输
入的（即非本地的）原料进行加工的。（参看《评论集》第１２２—１２４页（见《列宁
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４４—２４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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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的基础，其根源既在于工场手工业的技术，也在于它的经济和

它的生活（或文化）特征。技术把工人束缚在一种专业上，因而一方

面使他不适合于从事农业（体力孱弱等等），另一方面要求他不间

断地和长期地从事一种手艺。工场手工业经济结构的特征，是手工

业者的分化比小手工业中的分化深刻得多，而我们看到，在小手工

业中，工业中的分化同农业中的分化是同时并进的。在大批生产者

完全贫困化（这是工场手工业的条件和结果）的情况下，工场手工

业的工人是不能由稍微宽裕的农民来补充的。工场手工业的文化

特点在于：第一，一个行业存在很久，它（有时是几百年）给居民留

下特殊的印记；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①关于第二种情况，我

们现在就来详细谈一谈，但是首先要指出，工场手工业并没有使工

业同农业完全分离。在手工技术的条件下，大作坊不可能完全排挤

小作坊，尤其是当小手工业者延长工作日和降低自己的需求水平

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象我们所看到的，工场手工业甚至会使

小手工业发展起来。因此，在工场手工业的非农业中心周围，我们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看到一整片其居民也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农业

居民区，这是很自然的。显然，在这方面也突出地表现了工场手工

业在小手工生产和工厂之间的过渡性质。既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工

３９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瓦·沃·先生在他的《俄国手工工业概述》中断言：“在我国……完全抛弃农业
的手工业地区很少”（第３６页）（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恰恰相反，这样的地区很
多），“我们在国内所见到的分工不足的现象，与其说是由于工业进步的力量所
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农民占有土地的规模没有变动所造成的……”（第４０
页）瓦·沃·先生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这些“手工业地区”的特点是在技术、
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结构，它们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重要的是，“工业村”大部分只得到“最低额份地”（第３９页）——（１８６１年时，
它们的工业生活已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自然，没有官方的纵容，就
不会有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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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手工业时期还不能使工业工人完全脱离农业
①
，那么在俄国，在

保存着许多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的情况下，这种脱离就不

能不推迟。因此，我们再说一遍，非农业中心是俄国资本主义工场

手 工 业 的 最 典 型 特 点，它 把 附 近 农 村 的 居 民

（他们都是半农业者半工业者）吸引到自己身边，并且支配着这些

农村。

在这里，这些非农业中心的居民文化水平较高这一事实，尤其

值得注意。较高的识字率，高得多的需求水平和生活水平，他们同

“土里土气的”“乡下佬”的迥然不同，——这就是这些中心的居民

的一般特点。②这一事实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清楚

 ① 《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７９—７８０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

８１６—８１７页。——编者注）。

 ② 这一事实很重要，我们不得不再以下列资料来补充第２节中所引用的资料。沃

罗涅日省博布罗夫县的布图尔利诺夫卡镇是制革业中心之一。有３６８１户，其中

２３８３户不从事农业。居民２１０００多人。识字户占５３％，而全县识字户是３８％。

（博布罗夫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萨马拉省的波克罗夫斯克镇和巴拉科沃村

各有居民１５０００人以上，其中外地人特别多。不经营者占５０％和４２％。识字率

在中等以上。统计指出，一般说来工商业村的特点是识字率较高，“不经营户大

批出现”（新乌津斯克县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关于“手工

业者”文化水平较高的情况，还可参看《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３

编第４２页，第７编第９１４页；上引斯米尔诺夫的书第５９页；上引格里戈里耶夫

的著作第１０６页及以下各页；上引安年斯基的著作第６１页；《下诺夫哥罗德省汇

编》第２卷第２２３—２３９页；《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２卷第２４３页；第３卷

第１５１页。其次，也可参看《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１０９页，那里生动地

转述了调查者哈里佐勉诺夫先生同他的车夫——一个丝织工的谈话。这个丝织

工激烈而尖锐地攻击农民“土里土气的”生活，攻击他们低下的需求水平、他们

的不开化等等，最后感叹地说：“唉！上帝，想想看吧，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呀！”有人早已指出，俄国农民对自己的贫困最缺乏认识。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

业（不用说工厂了）的工人在这方面的认识，应当说是好得多了。

４９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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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证明资本主义而且是纯粹“人民”资本主义的进步历史作

用，即使最狂热的民粹派分子也未必敢说这种资本主义是“人为

的”，因为绝大多数上述中心通常都属于“手工”工业！工场手工业

的过渡性质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因为工场手工业仅仅开始改造

居民的精神面貌，而完成这种改造的只是大机器工业。

五 工场手工业的经济结构

在我们考察过的所有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业

中，大量的工人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资本的，他们既没有原

料，也没有成品，仅仅是领取工资而已。实质上，这些“手工业”中的

极大多数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虽然这种关系在工场手工业中从来

没有达到象工厂所固有的那样充分和纯粹。在工场手工业中，商业

资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同产业资本交织在一起，工人对资本家

的依附形式和差别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在别人的作坊中当雇工开

始，接着是为“业主”进行家庭劳动，直到在采购原料或销售产品方

面的依附。除了大批依附工人外，在工场手工业中始终还保持有相

当数量的所谓独立生产者。但是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依附形式，只

是掩盖了工场手工业的一个基本特点：劳动的代表和资本的代表

之间的分裂在这里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到农民解放时，这种分裂在

我国工场手工业的各个最大中心已经由于数代的延续而固定下

来。在上面所考察的各种“手工业”中，我们见到大批居民除了依附

有产阶级分子去做工，没有任何生活资料，而另一方面，少数富裕

的手工业者却差不多掌握了（通过某种方式）一个地区的全部生

产。这一基本事实也表明，我国工场手工业与前一个阶段不同，它

５９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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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其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前一个阶段，也存在着对资本的

依附和雇佣劳动，但还未形成任何牢固的形式，也未包括大量的手

工业者和大量的居民，还没有引起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分

裂。在前一个阶段，生产本身还保持着很小的规模，业主同工人之

间的差别较小，大资本家（他们总是支配着工场手工业的首位）几

乎没有，束缚于一种工序、因而也束缚于把这些局部工序联合成一

个生产结构的资本的局部工人也没有。

这里是一位老著作家的证明，它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上引资

料所作的这个评述：“在基姆雷村，也象在其他的所谓俄国富裕村

庄（例如巴甫洛沃村）一样，有半数居民是乞丐，专靠施舍为生……

假使一个工人生了病，而又是个单身汉，那么他在下周就有连一片

面包也吃不上的危险。”①

因此，早在６０年代就已经完全暴露出我国工场手工业经济中

的基本特点：很多“著名”“村庄”的“富裕”同极大多数“手工业者”

的完全无产阶级化之间的对立。同这一特点有联系的是下面这种

情况：最典型的工场手工业工人（即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同土地断绝

关系的工匠）已经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后一阶段，而不是前一阶段，

他们接近大机器工业工人甚于接近农民。上面所举的关于手工业

者文化水平的资料，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把这种评论应

用于所有工场手工业的工人。保存大批小作坊和小业主，保持同土

地的联系和极其广泛地发展家庭劳动，——这一切都会使工场手

６９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尼·奥弗相尼科夫《伏尔加河流域上游地区同下诺夫哥罗德市集的关系》。
《下诺夫哥罗德省汇编》第２卷（１８６９年下诺夫哥罗德版）中的论文。作者根据
的是１８６５年的基姆雷村资料。这位著作家对于市集作了概述，同时评述了在
市集上出现的那些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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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很多“手工业者”仍然倾向于农民，想变成小业主，迷恋过去

而不是向往未来①，会使他们沉醉于种种幻想，希望有朝一日（靠

最紧张的劳动，靠节俭和机灵）变成一个独立的业主②。下面就是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调查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幻想所作的十分

准确的评价：

“大工业彻底战胜小工业，把分散在许多小工房中的工人联合到一个丝

织厂里，这仅仅是时间问题，这种胜利来得愈快，对织工愈好。

现代丝织工业组织的特征，就是各经济等级的不稳定和不固定，就是大

生产同小生产以及同农业的斗争。这种斗争使小业主和织工激动不安，使他

们一无所得，但却使他们离开了农业，负债累累，并且把萧条时期的一切重担

都加在他们身上。生产的积聚不会降低织工的工资，但会使诱惑和拉拢工人、

用同他们的全年收入不能相抵的定钱来吸引工人的做法成为多余的事情。随

着相互竞争的缓和，厂主们就失掉了花大笔款项以便用债务来捆住织工的兴

趣。同时，大生产使厂主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一个人的富有同另一些人的贫

穷如此明显地对立起来，以致织工不可能产生使自己成为厂主的愿望。小生

产并不比大生产多给织工什么东西，但是它没有大生产那样的稳固性，所以

它使工人更深地陷入歧途。手工业织工有一种虚幻的憧憬，他们期望有一天

可以安装一台自己的织布机。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们竭尽全力，借债，盗窃，

扯谎，不把自己的伙伴当作患难朋友，而是当作敌人，当作他们好象在遥远的

将来可能得到的那台可怜的机器的竞争者。小业主不了解自己在经济上的缺

陷，他们逢迎包买主和厂主，对自己的同伙隐瞒采购原料和销售成品的地点

和条件。他们自以为是独立的小业主，但实际上却成为自愿送到大商人手中

的可怜工具和玩物。当他们还没有跳出泥坑，只有三四台织布机时，他们就已

经在说业主的处境艰难，说织工懒惰和酗酒，说必须保证厂主不遭受债务的

损失。小业主，这是工业奴隶制度的化身，就象从前黄金时代执事和管家是农

７９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对于个别独立自主的英雄们（弗·柯罗连科所著《巴甫洛沃随笔》中的杜日金
之类）来说，这种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有可能，但是，对于大批一无所有的
局部工人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

同他们的民粹派思想家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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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制度的生动体现者一样。当生产工具还没有同生产者完全分离，而生产者

尚有可能成为独立的业主的时候，当厂主、小业主和包工一方面支配和剥削

下层各经济等级，同时又受到上层各经济等级的剥削，因而使包买主同织工

之间的经济鸿沟联结起来的时候，工人的社会意识就模糊起来，他们就堕入

虚幻的想象中。在应该团结的地方却发生了竞争，而本质上敌对的各个经济

集团的利益则一致起来。现代丝织业组织不仅进行着经济剥削，而且在被剥

削者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利用他们来模糊工人的意识和腐蚀他们的心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１２４—１２６页）

六 工场手工业中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

——“包买主”和“厂主”     

  从上面所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阶

段，除了资本主义大作坊，我们还经常看到为数极多的小作坊；这

些小作坊在数量上甚至往往占优势，而在生产总额上则完全起着

从属的作用。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小作坊的保存（甚至发展，象我

们上面所看到的）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在手工生产的情况下，

大作坊对小作坊并不占绝对优势；分工产生最简单的局部工序，促

进了小作坊的出现。因此，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典型现象，就是

少数较大的作坊和大量小作坊同时并存。它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

么联系呢？上面所分析的资料使人毫不怀疑：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极

其密切的，大作坊正是从这些小作坊成长起来的，小作坊有时只是

手工工场的场外部分，在极大多数场合下，属于大业主并使小业主

从属于自己的商业资本起着联系大作坊和小作坊的作用。大作坊

的业主必须大量采购原料和销售制品。他的商业贸易额愈大，他在

收购和出售商品方面以及在检验商品和保管等方面的费用（每一

８９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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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上的）就愈少，于是手工工场主就把原料零售给小业主，

购买他们的制品，把这些制品作为自己的制品转卖出去。①如果盘

剥和高利贷同这些出售原料和购买制品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这是

常有的），如果小业主赊购材料并用制品偿付债款，那么，大手工工

场主就能用自己的资本获得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从雇佣工人那里

永远也得不到的。分工更加促进了小业主对大业主的这种依附关

系的发展：大业主或者把材料分配到各家去加工（或完成某些局部

工序），或者向“手工业者”购买产品的某些部分和特种产品等等。

总之，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之间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工场

手工业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包买主”在这里差不多总是和手

工工场主（按流行的不正确的用语，把手工工场主叫作“厂主”，把

所有稍微大些的作坊都算作“工厂”）交错在一起。因此在极大多数

场合下，关于大作坊生产规模的资料，还丝毫不能说明大作坊在我

国“手工业”中的实际意义②，因为这些作坊的业主不仅支配着自

９９３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正文中所说的。奥廖尔省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涅基
诺村有一个榨油厂，有工人８人，生产总额２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
表》）。看来，这个小工厂表明，资本在当地榨油业中的作用很小。但是产业资
本不大的发展，只意味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巨大发展，我们从地方自治
局统计汇编中了解到，这个村庄１８６户中有１６０户完全受当地厂主的盘剥，

我们对上面所讲的再补充一个例子。在莫斯科省家具业中（１８７６年的资料，引
自伊萨耶夫先生的书），最大的一些手工业者是捷宁家族，他们生产贵重的家
具，“培养了好几代手艺高超的手艺人”。１８４５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锯木厂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生产总额为１２０００卢布，工人１４人，有１台蒸汽发动机）。
应当指出，这个行业共有作坊７０８个，工人１９７９人，其中８４６人即４２．７％是雇
佣工人，生产总额为４５９０００卢布。从６０年代初期起，捷宁家族在下诺夫哥罗
德开始大批收购材料，成车厢地买进板子：每１００块为１３卢布，而卖给小手工
业者却是１８—２０卢布。在７个村庄（有工人１１６人）中，大部分人都把家具卖
给捷宁，而他在莫斯科设有家具和胶合板仓库（建立于１８７４年），贸易额达
４００００卢布。为捷宁家族做工的有２０个个体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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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作坊中工人的劳动，而且支配着大批家庭工人的劳动， 甚至事

实上还支配着大批所谓独立小业主的劳动，他们对这些小业主来

说就是“包买主”。① 这样，在有关俄国工场手工业的资料中，就非

常突出地显示出《资本论》作者所确定的那个规律：商业资本的发

展程度同产业资本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②。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

说明第２节中所记述的各种手工业的特征：这些手工业中大作坊

愈少，“包买”就愈发达，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变换的只是资本的形

式，而资本在任何情况下都居于支配地位，并且使“独立的”手工业

者的处境常常比雇佣工人的处境恶劣得多。

民粹派经济学的基本错误也就在于：它一方面忽视或抹杀了

大小作坊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忽视或抹杀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

本之间的联系。格里戈里耶夫先生说：“巴甫洛沃区的厂主不过是

复杂化了的包买主。”（上引著作第１１９页）这不仅对于巴甫洛沃一

个地方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于大多数按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业来说，也是正确的。反之亦然：工场手工业

中的包买主是复杂化了的“厂主”。工场手工业中的包买主与农民

小手工业中的包买主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也就在这里。但是，把

“包买主”同“厂主”之间的联系这一事实看作是某种对小工业有利

的论据（象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和其他许多民粹派所认为的），这是

００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３６７—３６８页。——编者注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把大手工工场主撇开不去考察（要知道这不是手工工业，
而是工厂工业！），而把“包买主”看作“实质上完全是多余的和只是产品销售的
混乱所引起的”现象（瓦·沃·先生《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１５０页），那么这种
“手工业”的经济组织将会被描写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厂主甚至替他们全体缴纳捐税，贷给他们一切必需的东西（许多年来就是
如此），按压低的价格得到了偿债的大麻。奥廖尔省的大量农民也遭受着这样
的盘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对产业资本不大的发展感到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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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完全任意的结论，硬要使事实去符合偏见。如我们所看到的，

许多资料都证明，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结合，就会使直接生产者的

状况比雇佣工人的状况恶劣得多，就会延长他们的工作日，降低他

们的工资，阻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七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是
 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即在家里加工从企业主那里领来的材

料以取得计件工资，正如上一章里指出的，在农民小手工业中就存

在了。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它同工厂即大机器工业也是同时并存

的（而且规模很大）。可见，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在工业资本主义的

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不过它是工场手工业的最大特征。不论农民

小手工业或大机器工业，没有家庭劳动也很容易对付。而在资本主

义发展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所固有的特点是保存着工人同土地

的联系，在大作坊周围存在着许多小作坊），不把工作分到家里去

做，那是很难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①我们已经看到，俄国

的资料确实证明，在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类型组织起来的手工

业中，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办法，得到特别广泛的采用。所以我

们认为在本章中考察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特点是极为正确的，即

使下面引证的某些例子不可能专门适用于工场手工业。

１０４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大家知道，在西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特点也是家庭劳动的广泛发
展，例如织造业。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叙述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钟表业
时指出，指针盘、发条和表壳也很少是在本手工工场内制造的，一般常常是由
局部工人在家中做。（《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３５３—３５４页（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７９—３８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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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指出，在家庭劳动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

很多中间人。大企业主不可能亲自把材料分配给往往散居各村的

千百个工人，这就必然会出现一批中间人（在某些场合甚至出现了

各种等级的中间人），他们整批地取得材料，零星地分配出去。于是

产生了真正的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即榨取血汗的制度，这是最厉害

的剥削制度：同工人接近的“工匠”（或是“小工房主”，或是花边业

中的“女商人”等等）甚至会利用工人贫困的特殊机会，找出一些在

大企业中不可想象的、根本不可能受到任何检查和监督的剥削方

法。①

应当把ｔｒｕｃｋ－ｓｙｓｔｅｍ，即实物工资制同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并

列，或者作为它的形式之一，实物工资制在工厂中是被追究的，而

在手工业中，特别是在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情况下则仍被广泛

采用。上面叙述各种手工业时，已经举出了这种流行现象的例子。

其次，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必然同极不卫生的工作环境联系

着。工人一贫如洗，完全没有可能以任何规章来改善劳动条件，住

的地方和工作场所混在一起，这些情况就把从事家庭劳动的工人

的住所变成不讲卫生和发生职业病的地方。在大作坊中还有可能

反对这种现象，而家庭劳动在这方面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最“自由

的”形式。

２０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因此，附带说一下，工厂也进行着反对这类中间人的斗争，例如反对“包件工”，
即雇用帮工的工人。参看科别利亚茨基《工厂视察机关官员和工厂主手册》
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４页及以下各页。在关于手工业的一切著作中，记载了
很多事实，证明中间人在把工作分配到家里去做的情况下，对手工业者进行无
限制的剥削。我们可以举出这方面的例子，如科尔萨克在上引书第２５８页上的
一般评述、“手工”织造业的记载（上面引证的）和莫斯科省妇女手工业的记载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和第７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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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的工作日，也是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和整个小手工

业的必然特征之一。上面已经举出“工厂”和“手工业者”工作日长

短比较的几个例子。

在家庭劳动中，吸收妇女和极年幼的儿童参加生产几乎是常

见的现象。现在，我们从莫斯科省妇女手工业的记载中引证一些资

料作为例证。从事摇纱的妇女有１０００４人；儿童从５—６岁（！）起就

开始做工，日工资为１０戈比，年工资为１７卢布。妇女手工业中的

工作日一般长达１８小时。在针织业中，儿童从６岁起就开始做工，

日工资为１０戈比，年工资为２２卢布。妇女手工业总计：女工

３７５１４人；从５—６岁起就开始做工（在１９种手工业中，有６种手

工业是这种情况，而这６种手工业中共有３２４００个女工）；平均日

工资为１３戈比，年工资为２６卢布２０戈比。①

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的最大害处之一，就是使工人需求水平

降低。企业主有可能到一些偏僻地方给自己选择工人，那些地方的

居民生活水平特别低，因居民同土地有联系而工钱非常便宜。例

如，有一个农村制袜作坊主解释说，在莫斯科住房很贵，女工匠“还

要吃白面包…… 而在我们这里，工人在自己的农舍里做工，吃的

是黑面包…… 嘿，莫斯科怎能同我们相比呢？”②在摇纱业中，工

资所以极其低廉，是因为对农民的妻子和女儿等等来说，这只不过

是一种补助工资。“这样一来，这个行业中的现行制度，把专靠这个

行业收入生活的人的工资降低到极限，而把专靠工厂劳动生活的

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的需求以下，或者阻碍后者提高生活水平。

３０４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７卷第２编第１０４页。

描述妇女手工业的哥尔布诺娃女士，错算成１８戈比和３７卢布７７戈比，因为她只
是根据每种手工业的平均数字，而没有注意各种手工业中女工人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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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都造成了极不正常的条件。”①哈里佐勉诺夫先生说：“工厂要

找廉价的织工，并在远离工业中心的织工的家乡找到了这种工人

…… 工资从工业中心到周围地区是逐步降低的，这是不容怀疑

的事实。”② 可见，企业主十分善于利用那些人为地把居民阻留在

农村的条件。

家庭工人的分散性是这种制度的另一个同样有害的方面。下

面是包买主自己对这一害处的鲜明描述：“两者〈向特维尔铁匠收

买钉子的大包买主和小包买主〉的活动都根据同样的原则——收

买钉子时付一部分钱和一部分铁料，为了更好商量总是掌握一些

铁匠在自己家中工作。”③这段话率直地说明了我国“手工”工业的

“生命力”！

家庭工人的分散性以及中间人的众多，自然要使盘剥盛行起

来，要造成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这种人身依附在农村偏僻地方常

常伴随有“宗法式的”关系。工人欠业主的债，在一般“手工业”中特

别在家庭劳动的情况下是极其普遍的现象。④ 工人通常不仅是雇

佣奴隶，而且是债务奴隶。上文已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农村关系的

“宗法性”使工人处于怎样的境况。⑤

４０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下诺夫哥罗德省铁匠的情况，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当然，这里业主也剥

参看莫斯科省制刷业（《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１编第３２页）、制梳
业（同上，第２６１页）、玩具业（第６卷第２编第４４页）、首饰业等等行业中工人
欠业主债的实例。在丝织业中，织工全都欠厂主的债，厂主代他们缴纳捐税，
一般“象租地一样租用织工”等等（《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５１—５５
页）。

《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２１８页。同上，第２８０页：厂主伊罗多夫
说，对他更有利的是把工作分配给手工织工在家里做。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６３页。同上，第２５０页。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７卷第２编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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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评述了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现在来考察这种劳动流行

的条件，首先必须指出，这种制度同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是联系着

的。没有迁徙的自由，离开土地往往要损失一笔钱（就是说，为土地

所支付的钱超过从土地所得的收入，出租份地者还要付款给租

地者），农民村社处于等级制的隔绝状态，这一切都人为地扩大采

用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范围，人为地把农民束缚在这种最坏的剥

削形式上。可见，陈旧的制度和充满等级性的土地制度无论在农业

或工业中都产生着最有害的影响，使技术上落后的生产形式保留

下去，这种生产形式必定使盘剥和人身依附极为盛行，使劳动人民

处于最艰难和最孤立无援的地位。①

其次，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同农民的分化有联系，也是毫

无疑义的。家庭劳动的广泛流行以下面两个条件为前提：（１）大批

必须出卖而且必须廉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存在；

（２）在分配工作时能执行代理人任务的非常熟悉本地情况的富裕

农民的存在。商人派来的伙计远不是总能执行这个任务（特别是在

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中），而且也未必能在什么时候象当地农民即

“自己的兄弟”那样“巧妙地”执行这个任务。②大企业主如果不拥

５０４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业主、包买主、小工房主、工匠同时也是富裕的农民。例
如，我们在莫斯科省饰绦织造业的记述（《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２
编第１４７页）中看到：“工匠也和他的织工一样都是农民，只是他比织工多一间
农舍、一匹马、一头奶牛，也许还有可能全家每天喝两次茶。”

当然，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会有同意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家庭劳动
的农村无产阶级；但是，陈旧的制度扩大了采用家庭劳动的范围，使得人们难
于同它作斗争。还在１８６１年，科尔萨克就指出我国家庭劳动的广泛流行同我
国土地制度有联系。（上引书第３０５—３０７页）

削工人的劳动，但是规模较小〈？〉，并且是宗法式地进行的，得到大家的同意
〈！〉，并无任何误会。”（《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４编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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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批可以赊购商品或代售商品，贪婪地抓住一切机会来扩大自

己小生意的小企业主，那他们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的业务恐怕连

一半都完成不了。

最后，指出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过剩人

口的理论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解放”工人

的问题，谁也没有象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以及其他民粹

主义者谈论得那样多，然而他们当中谁也不肯费心去分析一下改

革后时代俄国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工人“后备军”的那些具体形

式。任何一个民粹派都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家庭工人几乎是我国

资本主义“后备军”中最大的一部分。①企业主把工作分到家里去

做，就可以不花费大量资本和很多时间去建造作坊等等，而把生产

规模迅速地扩大到自己所期望的程度。生产规模这样迅速扩大常

常是市场条件决定的，如由于某一大工业部门的兴旺（例如铁路建

设）或由于战争等等情况而出现了急剧增加的需求。②因此，改革

６０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举一个小例子。在莫斯科省，缝纫业流行很广（据地方自治局统计，在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末全省有本地缝衣匠１１２３人，外来缝衣匠４２９１人），而且大部分缝衣
匠是为莫斯科服装商人工作的。缝纫业的中心是兹韦尼哥罗德县佩尔胡舍沃
乡（见第５章附录—关于佩尔胡舍沃缝衣匠的资料，第３６号手工业）。在１８７７
年战争时期，佩尔胡舍沃缝衣匠的生意特别兴隆。他们按专门承包人的订货
缝制军用帐篷，师傅们在使用３台缝纫机和雇用１０个女日工的情况下，每天
可赚得５—６卢布的“收益”。女日工每日工资为２０戈比。“据说，在这段繁忙
时期，从附近各村住到沙德林诺（佩尔胡舍沃乡的主要村庄）的女日工有３００
多人。”（上引《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６卷第２编第２５６页）“在这个时期，

民粹派的这个错误，由于他们大多数人想遵循马克思的理论而更加严重。马
克思极明确地强调了“现代家庭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且特别指出这些家
庭工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之一。（《资本论》第２版第１
卷第５０３页及以下各页；第６６８页及以下各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３卷第５２４—５２５页及以下各页；第７０４—７０５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特别是第２３章第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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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时代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巨大发展，又是我们在第２章中已经

说明的千百万农业无产阶级形成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从家庭经

济（严格说来是自然经济，指的是自己的家庭和邻近集市的少数消

费者）的活动中解放出来的人手，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塞满工人

的工厂和大规模家庭生产的迅速扩大作了清楚的回答。”（《弗拉基

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２０页。黑体是我们用的）现在在俄国，被

工业企业主雇用的家庭工人究竟有多少，这从下一节引证的数字

中可以看出来。

八 什么是“手工”工业？

在前两章里，我们主要研究了我国通常所说的“手工”工业；现

在可以来回答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

为了判断上面所分析的各种工业形式中究竟有哪些在书刊中

是列入“手工业”之内的，我们先从一些统计资料谈起。

莫斯科省统计人员在他们关于农民“手工业”的调查报告的结

尾，对所有一切非农业的行业作了一个总计。据他们计算，在地方

手工业（制造商品的）中，计有１４１３２９人（第７卷第３编），不过这

里把手艺人（一部分鞋匠、玻璃匠以及其他许多手艺人）和锯木工

等等也包括进去了。其中至少有８７０００人（根据我们对各种手工业

的统计）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家庭工人。①在我们能够汇总资料的５４

７０４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我们提醒一下，据哈里佐勉诺夫先生（上引文章）计算，在莫斯科省４２种手工
业的１０２２４５个工人中，有６６％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各种手工
业中做工。

佩尔胡舍沃的缝衣匠，即那些作坊主，赚了很多钱，他们几乎都盖起了很好的
房屋。”（同上）这几百个女日工也许５—１０年才遇上一次繁忙的工作，她们只
好在无产阶级后备军的队伍里经常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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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工业中，２９４４６个人里面有１７５６６个雇佣工人，即占５９．６５％。

关于弗拉基米尔省，我们得出了这样的总计（根据５编《弗拉基米

尔省手工业》）：在３１种手工业中，共有工人１８２８６人；其中有

１５４４７人在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占优势的一些手工业中做工（包括

５５０４个雇佣工人，即所谓二等雇工）。其次有１５０个农村手艺人

（其中有４５个雇佣工人）和２６８９个小商品生产者（其中有５１１个

雇佣工人）。按资本主义方式雇用的工人总数等于（１５４４７＋４５＋

５１１＝）１６００３人，即８７．５％。①在科斯特罗马省（根据《俄国手工工

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季洛先生的表）总共有８３６３３个本地的手

工业者，其中有１９７０１个木材工人（也是“手工业者”！）和２９５６４个

为资本家做工的家庭工人；约有１９９５４人在小商品生产者占优势

的手工业中做工；约有１４４１４个农村手艺人。②维亚特卡省９个县

总共有（也根据上述《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６００１９个

本地的手工业者，其中磨粉工和榨油工为９６７２人，纯粹的手艺人

（染布）为２０３２人，部分是手艺人部分是以独立劳动为主的商品生

产者为１４９２８人，在部分依附资本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１４４２４人，

在完全依附资本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１４８７５人，在雇佣劳动占完

全优势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４０８８人②。根据《俄国手工工业调查

８０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概算的，因为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数字。农村手艺人中包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读到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省手工工业的最新著作。
（《手工业》１９０４年雅罗斯拉夫尔雅罗斯拉夫尔省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局出版社
版）从《俄罗斯新闻》（１９０４年第２４８号）的详细评论来看，这是一部极有价值
的调查报告。据统计，该省共有１８０００个手工业者（在１９０３年有３３８９８个工厂
工人）。手工业日益衰落。有雇佣工人的企业占１５。雇佣工人占手工业者总
数的１４。在有５个和５个以上工人的作坊中做工的，占手工业者总数的
１５％。在全部手工业者当中，整整有一半是用业主的材料为业主做工的。农业
日益衰落：１６的手工业者没有马匹和奶牛；１３的手工业者雇人耕种土地；１
５的手工业者不种地。每个手工业者每周工资为一个半卢布！（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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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其余各省的资料，我们把在组织方面有比较

详细资料的那些手工业编了一张表。总计有９７种手工业，１０７９５７

个工人，生产总额为２１１５１０００卢布。其中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

家庭劳动占优势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７０２０４个工人（１８６２１０００卢

布），在雇佣工人和被资本家所雇用的家庭工人只占少数的手工业

中做工的有２６９３５个工人（１７０６０００卢布），最后，在独立劳动几乎

占完全优势的手工业中做工的有１０８１８个工人（８２４０００卢布）。

根据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和谢苗诺夫两县７种手工业的地

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总共有１６３０３个手工业者，其中为集市做工的

有４６１４人，“为业主”做工的有８５２０人，雇佣工人有３１６９人，就是

说有１１６８９人是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根据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度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的资料，在２６０００个手工业者当中，有

雇 佣 工 人 ６５００ 人（２５％），为 包 买 主 做 工 的 工 人

５２００人（２０％），也就是说４５％是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

人。①

尽管这些资料很不完全（我们没有掌握别的资料），但是仍然

清楚地表明，整个说来，许多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被列入

了“手工业者”数目之内。例如，在家里为资本家做工的工人总共有

（根据上面引证的资料）２０万人以上。这不过是５０—６０个县的资

料，这些县份远不是都进行过比较充分的调查。在整个俄国，这种

９０４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见《评论集》第１８１—１８２页。这里也把手艺人（２５％）列入“手工业者”之中。把
手艺人除外，就有２９．３％的雇佣工人和２９．５％为包买主做工的工人（第１２２
页），也就是说有５８．８％是被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工人。（见《列宁全集》第２
版第２卷第３１１—３１２页和第２４４—２４５页。——编者注）

括磨粉工、铁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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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大约应当有２００万人。①再加上“手工业者”的雇佣工人（从上

面引证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些雇佣工人的数字完全不象我们有些

人有时所想象的那样少），我们应当承认，２００万被按资本主义方

式雇用的所谓“工厂”之外的工业工人这个数字，多半是一个最低

的数字。②

对于“什么是手工工业？”这个问题，根据前两章叙述的资料应

该回答如下：这是一个绝对不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概念，因为它通常

包括了从家庭手工业和手艺开始到很大的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为

止的所有一切工业形式。③ 这种把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混淆起来

的做法，在大量“手工业”记载中非常盛行④，而民粹派经济学家却

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搬用这种做法，他们同科尔萨克这样的著作

０１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想保存“手工业”这个术语作为工业形式的科学定义，在我国著作界引起了对
“手工业”一词的纯经院式的论断和释义。一位学者把手工业者“理解”为只是
商品生产者，另一位却把手艺人包括在内；一位学者认为同土地的联系是必要

参看《评论集》第１７９页及以下各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０９页及
以下各页。——编者注）。

我们提醒一下，有人计算俄国“手工业者”的人数不少于４００万人（这是哈里佐
勉诺夫先生计算的数字。安德列耶夫先生计算有７５０万人，但他的计算方法过
于夸张）；因此，本文引证的总计数字大约包括“手工业者”总数的１１０。

例如在成衣业中，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特别发达，而这个行业正在迅速地发
展。“对服装这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在逐年增加。”（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
报》第５２期，下诺夫哥罗德市集概况）从８０年代起，这种生产才大规模地发展
起来。现在单莫斯科一个地方，服装生产总额就不下１６００万卢布，工人有２万
人。据估计，在整个俄国，这种生产达到一亿卢布的生产额（《专家委员会对俄
国工业成就的概论》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３６—１３７页）。在圣彼得堡，根据
１８９０年的调查，成衣业（第１１类第１１６—１１８项）中连手工业者的家庭计算在
内共有３９９１２人，其中有１９０００个工人，有１３０００个带家属的个体生产者。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圣彼得堡调查》）根据１８９７年的调查，俄国从事服装业
的共有１１５８８６５人，他们的家庭成员为１６２１５１１人，共计为２７８０３７６人。（第２
版注释）（按：第２版注释指本注中最后一句话，其余部分是第１版注释中原有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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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比较起来是后退了一大步，他们还利用这种流行的概念混乱来

创造极其可笑的理论。① 他们把“手工工业”看作是某种在经济上

单一的、自身相同的东西，并且把它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原文

如此！），而对“资本主义”他们又直截了当地理解为“工厂”工业。例

如就拿尼·—逊先生来说。在《论文集》第７９页上，你们会看到“手

工业资本化〈？〉”这个标题②，接着就是“关于工厂的资料”，并没有

任何保留意见或说明…… 你们可以看见，这是多么简单：“资本

主义”＝“工厂工业”，而工厂工业＝官方出版物中这个标题所意味

的东西。根据如此深刻的“分析”，就把大批列为“手工业者”的按资

本主义方式雇用的工人从资本主义中除去了。根据这种“分析”，关

于俄国各种工业形式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根据这种“分析”，

形成了一种最荒谬和最有害的偏见：我国“手工业”和我国“工厂”

工业是对立的，后者同前者是分离的，“工厂”工业是“人为的”等

等。这正是一种偏见，因为任何人从来也不想接触一下在一切工业

部门都表明“手工”工业同“工厂”工业之间有着最紧密的、不可分

１１４第六章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①

② 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喜欢用的“资本化”这个术语，为了简便起见，在
报纸文章中可以应用，但在经济研究中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经济研究的整个
目的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和各个阶段，分析它们的意义、联系和循序
发展。而“资本化”这个术语随便怎样理解都可以：雇用一个“工人”，包买，或
是一个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如果把这一切都混为一谈，那就请你们去把它弄
清楚吧！

的标志，另一位则认为可以有例外；一位学者把雇佣劳动除外，另一位认为可
以把１６个工人以下的包括在内，等等。不言而喻，这样的议论（而不去研究各
种工业形式）不会有任何结果。应当指出，“手工业”这个专门术语之所以有生
命力，最主要的是由于俄国社会存在着等级制度：“手工业者”是最低等级中的
工业者，可以保护他们，也可以任意地为他们作空洞计划；在这里人们是不区
别工业形式的。人们很少在什么时候把商人和贵族（即使他们也是小工业者）
列入“手工业者”之中。“手工业”一般是指各种农民的手工业，而且仅仅是指
农民的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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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联系的资料。

本章的任务就在于指出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在俄国介乎小

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之间的工业形式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的特点

究竟是什么。

２１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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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１８７２年第２版

第１卷第４９９页，上面有列宁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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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一 工厂的科学概念和“工厂”统计的意义

谈到大机器工业（工厂工业）时，首先应当肯定，它的科学概念

同这个术语通常的涵义完全不一样。我国官方统计和一般书刊都

认为，任何有相当数量雇佣工人的相当大的工业企业就是工厂。而

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把工业中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即最高阶段叫

做大机器工业（工厂工业）。这个阶段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

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①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

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

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各个生产

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阴

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使劳动大量社会化。因而，大机

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② 的

最高峰。

５１４

①

② 同上，第２版第１卷第４９９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２０
页。——编者注）。

《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３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４０８—５５３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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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正是从手工工场向工厂的过渡，在资本主义发展问

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谁把这两个阶段混淆起来，谁就不能了

解资本主义所起的改革和进步作用。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正是犯

了这种错误，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天真地把一般资本主义同

“工厂”工业等同起来，他们想通过对工厂统计资料的简单探讨来

解决“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甚至解决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①

问题。姑且不说这些著作家在工厂统计问题上暴露出惊人的无知

（我们在下面要详细谈到），他们更严重的错误就是非常死板和狭

隘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第一，他们令人发笑地把大机器工业的发

展问题仅仅归结为工厂统计问题。这不仅是统计问题，而是一个国

家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形式和阶段问题。只有弄清楚这

些形式的实质及其特点之后，用经过妥善整理的统计资料来说明

某一种形式的发展，这才有意义。如果只限于本国的统计资料，就

必然会把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混淆起来，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全部使命归结为“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

就是说，他们对理论具有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深刻的理解，他

觉得很奇怪，劳动社会化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锯

呀，砍呀，截呀，刨呀等等，为什么人们却要谈论资本主义使劳动社

会化呢。②

下面准备做两件事：一方面，我们要详细考察一下我国工厂统

计的状况问题和工厂统计资料是否适用的问题。这一工作虽然大

部分是消极的，但是很有必要，因为在我国书刊中简直是在滥用这

６１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１８８３年《祖国纪事》第７期，局外人先生给编辑部的信。

尼·—逊先生的文章，１８９４年《俄国财富》第６期第１０３页和第１１９页。也散
见于他的《论文集》和瓦·沃·先生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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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统计数字。另一方面，我们要分析那些证明改革后时代大机器工

业发展的资料。

二 我国的工厂统计

俄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厂主根据本世纪初颁布的

法律的要求每年向工商业司呈送的报表。① 法律关于厂主呈送报

表的十分详细的规定，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直到现在，工厂统

计还按照完全是改革前的老办法组织的，不过是省长报告的一个

附件。“工厂”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确切的定义，因此省的行政机关，

甚至县的行政机关，对这个术语的应用都各不相同。没有一个中央

机关来领导正规地统一地收集和审查报表的工作。工业企业分属

于各个不同的主管部门（矿业司、工商业司、无定额税务司等），造

成了更大的混乱。②

在附录二中，我们引用了官方出版物中刊载过的关于改革后

时代我国工厂工业的资料，即１８６３—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５—１８９１年的

资料。这些资料只包括不缴纳消费税的行业，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数目行业的报表（最完备的是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８５年及以后

几年的资料）；因此，我们选出了在１８６４—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５—１８９０

年这２２年中有报表可查的３４种行业。为了判断这些资料的价值，

７１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见《评论集》中《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一文，其中详尽地分析了工商业司新近
出版的关于我国工厂工业的出版物。（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编
者注）

我国工厂统计资料来源的详细评述，见《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７２年圣彼得
堡版第２部第６编，博克先生整理的《１８６８年欧俄工厂工业统计材料》，导言，
第 —Ｘ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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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我国工厂统计方面的最重要出版物。我们从６０

年代开始。

６０年代工厂统计的编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进行整理的那

些资料是极不令人满意的。他们一致认为，厂主报告中的工人人数

和生产总额是大大缩小了的；“甚至各省对于什么应当算作工厂也

没有一致的定义，例如许多省把风力磨坊、烧砖场和小工业作坊都

算进工厂数中，而有些省却没有把它们计算在内，因此，连各省工

厂总数的比较材料也失去了意义”。①布申、博克和季米里亚捷夫②

的意见更尖锐，他们除此以外还指出：在家里做工的工人也列入了

工厂工人之内；有些厂主只报告了住在工厂里的工人，等等。布申

先生说：“只要收集原始材料的主要原则不改变，就没有也不会有

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工业的官方确切统计。”③“在许多行业中，显然

由于误解而把许多完全不带工厂性质的纯手艺作坊和纯手工业作

坊列入工厂表内。”④因此，《财政部年鉴》编辑部甚至拒绝对发表

的资料作出总计，“不愿把一些不确切的、显然夸大了的数字介绍

给大家”④。为了使读者对这种明显夸大的程度有一个确切的了

解，我们来看一看《财政部年鉴》的资料。《财政部年鉴》比其他一切

资料好的一点，就是它有一张生产总额超过１０００卢布的工厂清

单。现在（从１８８５年起），生产总额较小的作坊并不列入工厂之内。

根据《财政部年鉴》对这些小作坊的统计来看，列入工厂总数中的

８１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３０６页。

《财政部年鉴》第１编第１４０页。

《欧俄工厂工业主要部门统计图表（附厂名清册）》１８６９年、１８７０年和１８７３年
圣彼得堡版，共３册。

彼·谢苗诺夫《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６６年版第１卷序言第Ｘ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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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是２３６６个，工人有７３２７名，生产总额是９８７０００卢布。根据

《财政部年鉴》，在７１种行业中，工厂总数是６８９１个，工人有

３４２４７３名，生产总额是２７６２１１０００卢布。因此，小作坊占企业总数

的３４．３％，占工人总数的２．１％，占生产总额的０．３％。不言而喻，

把这样小的作坊（每个作坊平均有工人３个多一点，生产总额不足

５００卢布）算作工厂实在荒谬，要比较完全地把它们登记下来是根

本谈不到的。我国的统计不仅把这样的作坊列入工厂之内，甚至还

把几百个手工业者完全人为地和任意地合在一起算作一个“工

厂”。例如，这个《财政部年鉴》指出，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

伊兹贝列茨乡的绳索业中，有一个“伊兹贝列茨乡农民”工厂，“有

工人９２９名，纺车３０８部，生产总额１００４００卢布”（第１４９页）；又

如，在这个县的沃尔斯马村，有一个“舍列梅捷夫伯爵暂时义务农”

工厂，“有铁铺１００家，工作台（在房子里）２５０个，马拉磨３台，手

推磨２０台，工人９０２名，生产总额６６１０卢布”（第２８１页）。可以设

想，这样的统计使人对实际情况有什么样的认识！①

在６０年代的工厂统计资料中，《军事统计汇编》（１８７１年圣彼

得堡版第４编：俄罗斯）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引用了俄罗斯帝国全

９１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至于厂主在报告中减少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的问题，上述资料在这方面提供
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核对经验。季米里亚捷夫把１００多个大厂主给官方统计的
报告同他们给１８６５年展览会的报告作了比较，结果后者的数字比前者多出
２２％（上引书第１册第 — 页）。１８６８年，中央统计委员会以莫斯科和弗拉
基米尔两省为试点，对工厂工业作了专门的调查（这两省在１８６８年几乎集中
了欧俄全部工厂工人和工厂生产总额的一半）。如果把财政部和中央统计委
员会都有资料的行业单列出来，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数字：根据财政部的资料，
计有１７４９个工厂，１８６５２１名工人，生产总额是１３１５６８０００卢布，而根据中央
统计委员会的调查，计有１７０４个工厂，１９６３１５名厂内工人和３３４８５名厂外工
人，生产总额是１３７７５８０００卢布。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部工厂的资料，包括采矿工厂和缴纳消费税工厂的资料，算出

１８６６年欧俄不多不少正好有７０６３１个工厂，８２９５７３名工人，生产

总额是５８３３１７０００卢布！！得出这些可笑的数字，第一是因为这些

数字不是引自财政部的报表，而是引自中央统计委员会的专门资

料（而且这些资料并没有在委员会的任何一种出版物上发表过，究

竟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怎样收集和整理的也不知道）①；第二是因

为《军事统计汇编》的编者毫不犹豫地把最小的作坊也列入工厂

（《军事统计汇编》第３１９页），并且对主要的资料补充以其他的资

料，如工商业司的资料，军需处的资料，炮兵和海军部门的资料，最

后还有“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同上，第ＸＸ 页）②。因此，尼·—

逊先生③、卡雷舍夫先生④ 和卡布鲁柯夫先生⑤ 拿《军事统计汇

编》的资料同现代资料作比较，就是对我国工厂统计主要资料完全

无知，对这种统计采取了完全不加批判的态度。

米·伊·杜·－巴拉诺夫斯基在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宣读的报

告中指出《军事统计汇编》的数字是完全错误的，帝国自由经济学

０２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底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经济学讲义》１８９７年莫斯科版
第１３页。

１８８９年《法学通报》第９期和《俄国国民经济资料》１８９８年莫斯科版。
《论文集》第１２５页和１８９４年《俄国财富》第６期。

《军事统计汇编》怎样广泛地应用工厂这个概念，可以从这样一点特别明显地
看出，就是它把《财政部年鉴》统计称为“我国大企业的统计”（第３１９页，黑体
是原作者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１３的这些“大”企业的生产总额还不到
１０００卢布！！我们不来更详细地论证不能拿《军事统计汇编》的数字同现代工
厂统计资料作比较这一点了，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已经完成了这项
任务（见他的《俄国工厂今昔》一书第３３６页及以下各页）。参看《评论集》第
２７１页和第２７５页（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６—１８页和第２０—２１
页。——编者注）。

很有可能，这些资料不过是从省长的报告中引来的，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省
长的报告总是大大地夸大工厂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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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讨论他的报告时有些人说，即使工人数目有误差，也是很小

的，不过差１０—１５％。例如瓦·沃·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见讨论的

速记记录，１８９８年圣彼得堡版第１页）。瓦·波克罗夫斯基先生

“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也只讲了一通空话。（第３页）这些人及其支

持者们，甚至不想批判地考察一下我国工厂统计的各种资料，只用

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来敷衍了事，说什么工厂统计不能令人满意，工

厂统计的资料最近好象确切了一些（？？）等等。正如彼·伯·司徒

卢威十分正确地指出的，这样，尼·—逊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犯了

严重错误这个根本问题就简单地掩饰过去了。（第１１页）因此，我

们认为把《军事统计汇编》资料中夸大的数字计算一下并不是多余

的，这些夸大的数字每个仔细研究资料的人都会很容易而且一定

能够发现。关于７１种行业，有两种１８６６年的资料，一种是财政部

的（《财政部年鉴》第１编），另一种出处不明（《军事统计汇编》）。

《军事统计汇编》把这些行业（冶金业除外）中的欧俄工厂工人人数

夸大了５００００人。其次，关于《财政部年鉴》因数字“明显夸大”拒绝

对它们作详细分析（《财政部年鉴》第３０６页）而只提供了帝国总数

字的那些行业，《军事统计汇编》还多算了９５０００名工人。在烧砖业

方面，夸大的工人人数至少有１００００人；只要同《军事统计汇编》的

各省资料以及《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１８６６年第４

号和１８６７年第６号的资料比较一下，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冶金

业方面，《军事统计汇编》比《财政部年鉴》夸大的工人人数是

８６０００人，显然包括了一部分矿业工人。在缴纳消费税的行业方

面，《军事统计汇编》夸大了４００００人左右，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里

要谈到。总共夸大了２８００００人。这是最低的和不完全的数字，因

为我们没有材料来核对《军事统计汇编》有关一切行业的资料。因

１２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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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可以判断，那些说尼·—逊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错误不大

的人对这个问题到底知道多少！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工厂统计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工作做得比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少得多。《财政部年鉴》只刊载了１８６７—１８７９年间

４０种行业（不缴纳消费税的）的资料（第８、１０、１２编，见附录二），

没有包括其他行业的理由是那些“与农业生活有关或者是附属于

手艺业和手工业”的行业的“材料极不令人满意”（第８编第４８２

页；同书第１０编第５９０页）。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最珍贵的资料是彼·

奥尔洛夫先生的《工厂一览表》（１８８１年圣彼得堡第１版，１８７９年

的资料取自厂主向工商业司呈送的报表）。这个出版物提供了生产

总额在２０００卢布以上的全部企业清单。其他小的以及同手工业分

不开的企业没有列入清单之内，但包括在《工厂一览表》引用的总

计资料中。因为没有单独计算生产总额在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０卢布以上

的企业总数，《工厂一览表》的总的资料就和过去的出版物完全一

样，把小企业和大企业混在一起，而且把各行业和各省中不同数目

的小企业列入（当然纯粹是偶然地）统计之内。① 对于同农业有关

联的行业，《工厂一览表》重复了（第３９６页）《财政部年鉴》的说明：

由于资料不确切和不完全，不能对这些行业作出“甚至大约的总

计”（黑体是原作者用的）。② 虽然做了这样的判断（下面我们可以

看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还是把所有这些特别不可靠的资料列

入了《工厂一览表》的总结之内，和比较可靠的资料混在一起。我们

２２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在《工厂一览表》第３版（１８９４年圣彼得堡版）中，没有重复这个说明，其实应
当重复，因为资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下一节将举出一些例子。这里只引证《工厂一览表》第６７９页及以下各页；每个
人只要看一看这些地方，就会相信正文中所说的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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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列出《工厂一览表》关于欧俄部分的总的资料，同时应该指出，

这些资料和以前的资料不同，它也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工厂

一览表》１８８７年第２版提供的是１８８４年的资料；１８９４年第３版提

供的是１８９０年的资料）：

年 代 工厂数目
生产总额

（单位千卢布）
工人人数

１８７９① ２７９８６ １１４８１３４ ７６３１５２

１８８４ ２７２３５ １３２９６０２ ８２６７９４

１８９０ ２１１２４ １５００８７１ ８７５７６４

  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工厂数目实际上决不象这些资料所表

明的那样不断减少；全部问题在于不同时期把不同数目的小企业

算作了工厂。例如，生产总额超过１０００卢布的企业，１８８４年是

１９２７７个，而１８９０年是２１１２４个；生产总额在２０００卢布和２０００

卢布以上的企业，１８８４年是１１５０９个，而１８９０年是１７６４２个。②

从１８８９年起，工商业司开始出版一种专门性刊物《俄国工厂

工业材料汇编》（１８８５年和以后各年）。这些资料是以同样的材料

（厂主的报表）为基础的，对材料的整理很不能令人满意，还赶不上

上述６０年代的出版物。唯一改进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小企业即生产

总额不到１０００卢布的企业列入工厂数目之内，而关于这些小企业

的资料是单独列出的，不按行业来分。③当然，这样的“工厂”标

志是十分不够的，因为靠现在收集资料的方法，要把生产总额超过

 ① 某些缺少的资料是大致地补充上去的，见《工厂一览表》第６９５页。

 ② 见《工厂一览表》第２版和第３版中工厂按生产总额的分类。

 ③ 不言而喻，关于这些小企业的资料完全是带偶然性的：某些省份、某些年代把它

们算为几百个、几千个，在另一些省份、另一些年代又算为几十个、几个。例如，

比萨拉比亚省从１８８７年到１８９０年分别是１４７９、２７２、２６２、１６８４个，奔萨省从

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９１年分别是４、１５、０、１１２７、１１３５、２１４８、２２６４个等等。

３２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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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卢布的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根本谈不到的；把同农业有关的

行业中的“工厂”划分出来，是完全带偶然性的，例如，在某些省份、

某些年代把水力磨坊、风力磨坊算作工厂，而在另一些省份、另一

些年代又不算工厂①。《１８８５—１８８７年俄国工厂工业的主要总计》

一文（载于这几年的《汇编》中）的作者，忽视了各省资料是不同类

的，不能相比的，因而不止一次地犯了错误。最后，再谈一点《汇

编》的情况，１８９１年以前，它只包括不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从１８９２

年起，就包括了矿业和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同时没

有把可以同以前的资料作比较的资料单独列出，也完全没有说明

把矿厂包括到工厂总数中去的方法（例如，矿厂统计从来没有提供

矿厂的产值，而只提供产量。不知道《汇编》的编者究竟是怎样算出

生产总额的）。

还有一种有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我国工厂工业的资料，它的

质量很差，而且卡雷舍夫先生正是利用了这个资料②，因此很值得

大家注意。这就是《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度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８７年圣彼

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里面有一张表列出了“欧俄工厂工业的

生产总额”（第３９表）；工厂和工人的数目只是全俄国的总数，没有

按省分开。资料来源就是“省长先生们的报告中的资料”（第３１１

页）。这些资料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和矿业在内的所有行业，而

４２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尼·亚·卡雷舍夫《俄国主要加工工业部门发展状况的统计概述》。１８８９年９
月《法学通报》第９期。除了我们在《评论集》中分析过的卡雷舍夫先生的最新
著作外，这篇论文是一个例子，说明不应当使用我国的工厂统计资料。

参看《评论集》第２７４页的一些例子。（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９—２０
页。——编者注）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他断言从
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９１年，真正的工厂数目减少了（《俄国工厂今昔》第３５０页），并且
把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加以比较（同上，第３５５页）。
《汇编》的资料非常混乱，不专门整理，是不能利用它来作出这种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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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按每个行业算出整个欧俄每个工厂的工人“平均”人数和生产总

额。卡雷舍夫先生着手“分析”的就是这些“平均”数。为了判断这

些“平均”数的意义，我们把《汇集》和《汇编》的资料作一对比（要进

行这种对比，就应当从前一种资料中除去冶金业、缴纳消费税的行

业、渔业以及“其他的”行业；还剩下５３种行业；这些资料是欧俄部

分的）：

资   料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生产总额

（单位千卢布）

《俄国资料汇集》 ５４１７９ ５５９４７６ ５６９７０５

《工商业司汇编》 １４７６１ ４９９６３２ ６７２０７９

＋３９４１８ ＋５９８４４ －１０２３７４

＋２６７％ ＋１１．９％ －１５．２％

  这样，省长们的报告把几万个农业和手工业小企业都列为“工

厂”了！当然，在有些行业、有些省和县，把这样的企业列为工厂完

全是带偶然性的。下面就是《汇集》和《汇编》中一些行业的工厂数

目的例子：熟制毛皮业——１２０５个和２５９个；制革业——４０７９个

和２０２６个；椴皮席业——５６２个和５５个；淀粉糖浆业——１２２８个

和１８４个；面粉业——１７７６５个和３９４０个；榨油业——９３４１个和

５７４个；焦油炼制业——３３６６个和３２８个；烧砖业——５０６７个和

１４８８个；陶器瓷砖业——２５７３个和１４７个。可以设想，根据用这种

计算“工厂”的办法得出的“平均数”来判断我国工厂工业的“企业

规模”①，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统计”！而卡雷舍夫先生就是这样来

判断的，他只把上述一个工厂（全俄国的）的工人“平均数”超过

５２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卡雷舍夫先生的论文第４节。应当指出，除《汇编》外，可以拿奥尔洛夫先生的
《工厂一览表》同《汇集》比较，这个《工厂一览表》的第２版（１８８４年）是卡雷舍
夫先生也引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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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人的那些行业列为大工业。用这种少有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

“上述规模意义上的大工业”只提供全部生产总额的１４！！（上引

文章第４７页）①。下面我们要说明，工人在１００和１００以上的工厂，

事实上集中了我国工厂工业全部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

顺便指出，各地省统计委员会的资料（供省长报告用）的特点，

始终是“工厂”概念的极不明确和登记小企业的偶然性。例如，

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度在斯摩棱斯克省，有些县把几十个小油坊列为工

厂，而另一些县却一个也没有；该省共计有焦油炼制“工厂”１５２个

（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一个也没有），有些县的登记也带

有偶然性，等等。②９０年代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地方统计机关计算

有３３７６个工厂（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是４７２个），其中包

括（在某些县）几百个磨坊、铁铺、小型马铃薯淀粉厂等。③

最近我国工厂统计进行了一次改革，修改了收集资料的规程，

改变了“工厂”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标志：有机器发动机或１５名以

上工人），吸收工厂视察机构参与收集和审核资料。读者要知道详

细情况，请参看我们《评论集》的上述文章④，这篇文章详细地分析

６２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收载的《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一文。——编者注

《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１８９６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２编。也可参看《１８９５年图
拉省省志》（１８９５年图拉版）第６篇第１４—１５页：《１８９３年工厂一览表》。

资料引自德·日班科夫先生的著作《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１８９４年
斯摩棱斯克版第１编）。

“于是，比较小型的企业就提供了后者〈全年生产总额〉的３４。产生这种现象
的根源也许是俄国国民经济中许多非常重要的因素。顺便指出，这里应当包
括大批居民的土地制度，包括全力阻碍我国工厂工人这个专业阶级发展的村
社的生命力〈原文如此！〉。与此相结合的〈！〉，还有俄国这一〈中部〉地带产品
家庭加工形式的普及，而这一地带也是我国工厂最主要的所在地。”（同上，黑
体是卡雷舍夫先生用的）可怜的“村社”！它要对一切负责，甚至要对它的博学
的信徒所犯的统计错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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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按新的规程编纂的《工厂索引》（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①，并且指

出，尽管进行了改革，但是我国的工厂统计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改

进，“工厂”的概念仍然极不明确，资料依旧常常是完全带偶然性

的，因此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需要极其慎重②。只有正确的、按欧洲

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业调查，才能使我国工业统计摆脱混乱状态。③

从上面对我国工厂统计的概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

工厂统计资料如果不加专门整理，在极大多数场合是不能用的；整

理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把比较适用的和绝对不适用的资料区别开

来。在下一节里，我们将在这方面考察一些最重要的行业的资料，

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俄国工厂的数目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工厂”的概念在我国工厂统计中用

７２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参看１８９６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３５期。关于下诺夫哥罗德代表大会的报
告和讨论的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突出地说明了工厂统计的混乱状
态，描述了调查表怎样传到“直至下级警官手里，下级警官最后当然把调查表
凭收条发给自己认为值得注意的工业企业，而且常常是他去年送过调查表的
工业企业”；——描述了这个调查表的填写情形：或者是“象去年”那样填写（只
要看一看工商业司关于某些省的某些行业的《汇编》，就会深信这是实话），或
者就乱填一通等等。

在工商业部出版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年）中，有工厂数目和工
厂工人人数的资料（俄国６４省），工厂是按工人人数分类的（不满２０人，２１—
５０人，５１—１００人，１０１—５００人，５０１—１０００人，超过１０００人）。这是我国工厂
统计的一大进步。大作坊（工人在２１人或２１人以上）的资料大概比较可靠一
点。工人不满２０名的“工厂”的资料显然带有偶然性，毫无用处。例如，１９０３年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工人不满２０名的工厂有２６６个，工人共１９７５名，即每个
工厂平均不到８个工人。在彼尔姆省，这样的工厂只有１０个，工人共１５９名！
这显然是可笑的。１９０３年６４个省的总计是：工厂１５８２１个，工人１６４０４０６名，
如果除去工人不满２０名的工厂，结果是工厂１００７２个，工人１５７６７５４名。（第
２版注释）

按照卡雷舍夫先生的计算，《工厂索引》有关欧俄部分的资料的总计如下：工厂
１４５７８个，工人８８５５５５名，生产总额１３４５３４６０００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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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乱。因此，有时根据工厂统计资料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否定回答

（例如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是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首先必须对

“工厂”这个概念定出一种确切的标志，没有这个条件，而只根据关

于一些企业（在不同时期，不同数目的小磨坊、小油坊、小烧砖场等

等都被列入这些企业的数目之中）的资料，就来说明大机器工业的

发展，这是荒谬的。如果把企业有工人１６人以上作为这种标志，那

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工业企业１８６６年在欧俄最多有２５００—３０００

个，１８７９年约有４５００个，１８９０年约有６０００个，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

约有６４００个，１９０３年约有９０００个①。因此，俄国工厂数目在改革

后时代是在增加，而且增加得相当迅速。

三 对大工业发展的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

上面已经指出，要根据工厂统计资料来判断大工业的发展，必

须把工厂统计中比较适用的材料跟绝对不适用的材料区分开来。

８２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这是除矿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即包括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在内）的资料。１８７９
年、１８９０年和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的资料，我们是根据《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
引》计算出来的。《工厂索引》的资料中删去了印刷所，因为它从前不在工厂统
计之列。（见《评论集》第２７３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８—１９
页。—— 编者注））根据《财政部年鉴》７１种行业的资料，１８６６年共有企业
６８９１个，其中工人在１６名和１６名以上的有１８６１个；１８９０年，这７１种行业占
工人在１６名和１６名以上的企业总数的４５左右。我们认为，我们采用的“工
厂”概念标志是最确切的，因为把工人在１６名和１６名以上的企业列为工厂，
对于我国工厂统计的各种不同规程和一切行业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无疑，
工厂统计过去从来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把所有工人在１６名和１６名以
上的企业都登记下来（见第６章第２节的例子），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
过去的遗漏比现在更多。１９０３年的资料，我们是根据《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
计算出来的。欧俄５０个省工人超过２０名的工厂有８８５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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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本着这个目的来考察我国加工工业的几个最主要的行业。

（１）纺织业

制呢业在羊毛加工业中占主要地位，１８９０年的生产总额超过

３５００万卢布，工人超过４５０００名。这个行业的历史统计资料表明，

工人人数在大大减少，即从１８６６年的７２６３８人减少到１８９０年的

４６７４０人。① 为了估计这种现象，必须注意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前

（包括６０年代）的制呢业具有一种独特的组织：生产集中在较大的

企业中，但这些企业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业，而是以农奴或

暂时义务农的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在６０年代“工厂”工业的概述

中，制呢厂分为（１）地主或贵族的和（２）商人的。前者主要生产军用

呢，而且政府订货是按机器数目在各厂之间平均分配的。由于实行

强制性劳动，这些企业的技术很落后，所用工人人数要比以自由雇

佣劳动为基础的商人工厂多得多。②制呢业中工人人数的减少，主

要出现在地主工厂省份；例如，在１３个地主工厂省份（《俄国工场

手工业各部门概述》中指出的），工人人数从３２９２１人减少到

１４５３９人（１８６６—１８９０年），而在５个商人工厂省份（莫斯科省、格

罗德诺省、里夫兰省、切尔尼戈夫省和圣彼得堡省），工人人数只从

３１２９１人减少到２８２５７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存在着两种

９２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见《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１８６２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卷，着重参看第１６５
页和第１６７页。也可参看《军事统计汇编》第３５７页及以下各页。现在，在制呢
业厂主名单中，很少看到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占绝大多数的那些著名贵族的名
字了。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我们用的１８６６年的资料都是《财政部年鉴》的，１８７９和
１８９０年的资料都是《工厂一览表》的。《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２卷）提供
了制呢业从１８５５到１８７９年的逐年资料；下面是１８５５—１８５９年到１８７５—１８７９
年两个五年的工人平均数：１０７４３３；９６１３１；９２１１７；８７９６０和８１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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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趋向，可是这两种趋向都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一方面

是世袭占有性质的地主企业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商人作坊向纯粹

的资本主义工厂的发展。６０年代很多制呢业工人根本不是确切涵

义下的工厂工人，他们是为地主做工的依附农民。①制呢业是俄国

历史上把农奴劳动应用到工业中去的独特现象的一个例子。因为

我们在这里只谈改革后时代，所以上面简单地指出这种现象在工

厂统计中有反映也就够了。② 为了判断这个部门大机器工业的发

展，我们还要举出下列蒸汽发动机的统计资料：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欧

俄毛纺业和制呢业中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１６７个，蒸汽机２０９台，共

４６３２马力；１８９０年，使用机器的企业１９７个，蒸汽机３４１台，共

６６０２马力。可见，蒸汽的应用发展并不很快，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

地主工厂保持传统习惯，一部分是由于较廉价的精梳毛织品和混

纺织品排挤了呢织品。③在毛织业中，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有使用机器的

企业７个，蒸汽机２０台，共３０３马力，到１８９０年，有使用机器的企

０３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参看《专家委员会对俄国工业成就的概论》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６０页。

见尼谢洛维奇《俄罗斯帝国工厂立法史》１８８３—１８８４年圣彼得堡版第１部和
第２部。阿·谢苗诺夫《对１７世纪中叶到１８５８年俄国对外贸易和工业的历史
资料的研究》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圣彼得堡版，共３部。瓦·伊·谢美夫斯基《叶卡
捷琳娜二世统治时代的农民》１８８１年圣彼得堡版。《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
卫生统计部分》１８９０年莫斯科版第４卷第１册（总集），亚·瓦·波果热夫的
论文《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莫斯科省世袭占有性质的工厂及其日常活动》。米
·杜·－巴拉诺夫斯基《俄国工厂今昔》１８９８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卷。

下面是引自地方自治局统计中的两个例子。关于萨拉托夫省沃利斯克县Ｈ．
．格拉德科夫制呢工厂（１８６６年有工人３０６名），我们在该县地方自治局统计
汇编（第２７５页）中看到，农民是被迫在地主的工厂中工作的。“他们在工厂中
工作到结婚，然后去服徭役。”１８６６年，在梁赞省拉年堡县里亚瑟村，有一个有
１８０名工人的制呢工厂。农民服徭役就是在工厂做工，这个工厂在１８７０年关
闭。（《梁赞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２年莫斯科版第２卷第１编第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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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２８个，蒸汽机６１台，共１３７５马力。①

我们还要谈一谈羊毛加工业中的制毡业，制毡业特别突出地

表明不同时期的工厂统计资料是不能相比的。例如，１８６６年有工

厂７７个，工人２９５名，１８９０年有工厂５７个，工人１２１７名。在前一

个数字中，生产总额不满２０００卢布的小企业有６０个，工人１３７

名，在后一个数字中，这种企业只有１个，工人４名；１８６６年，下诺

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有小企业３９个，现在这个地方的制毡业也

大大发展了，但它被列入“手工业”生产，而没有被列入“工厂”生

产。（见第６章第２节（２））

其次，棉花加工业在纺织业中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它现在拥

有２０万以上工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工厂统计最严重的错误

之一，就是把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家庭工人同工厂工人混在

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场合），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就是把家

庭工人吸收到工厂里来。显然，如果把分活站和小工房列为“工

厂”，如果把家庭工人跟工厂工人混在一起，那么这个过程就会被

歪曲得不成样子！１８６６年（根据《财政部年鉴》），我们计算出被列

为工厂工人的家庭工人达２２０００名（而且这个数字远非全部数字，

因为在《财政部年鉴》中的莫斯科省部分，显然由于纯粹偶然的原

因而略去了关于“在各村干活”的注释，这种注释在弗拉基米尔省

部分是很多的）。１８９０年（根据《工厂一览表》），我们计算出这样的

工人只有９０００名左右。显然，工厂统计数字（１８６６年棉织厂的工

人有５９０００名，１８９０年有７５０００名）把实际上增加的工厂工人人

１３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这里以及下面提到的蒸汽发动机的资料都引自《俄罗斯帝国蒸汽发动机统计
材料》１８８２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１８９０年的资料引自《俄国工厂工业
材料汇编》；使用机器的企业的数目资料引自《工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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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减少了。① 下面就是关于哪些不同的企业在不同时期被列为棉
织“厂”的资料②：

年 代 棉织“厂”总数
  

其 中 包 括
工 厂 分活站 小工房

１８６６ ４３６ ２５６ ３８ １４２

１８７９ ４１１ ２０９ ６６ １３６

１８９０ ３１１ ２８３ ２１ ７

  因此，“统计”所指出的“工厂”数目的减少，事实上就是工厂排
挤分活站和小工房。我们拿两个工厂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年
 
 
 
代

舒亚城的 ．．捷连季耶夫工厂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城的

．．加列林工厂
机
器
织
布
机

工   人

厂内
 
工人

厂外
 
工人

共
 
计

生产总
额（单
位千卢
布）

机
器
织
布
机

工   人

厂内
工人

厂外
工人

共
计

生产
总额
（单位
千卢
布

１８６６年
手
工
的

— ２０５ ６７０ ８７５ １３０
分
活
站

— ？ １９１７１９１７ １５８

１８７９年
蒸
汽
的
６４８ ９２０ — ９２０ １３４６

蒸
汽
的
８９３ １２７４ — １２７４２１３７

１８９０年
同
上
１５０２１０４３ — １０４３１２４４

同
上
１１４１１４８３ — １４８３２０５８

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
度

同
上

？ １１６０ — １１６０１８７８
同
上

？ ２１３４ — ２３１４２９３３

２３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生产总额不满２０００卢布的企业都列为小工房。１８６８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对莫
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各工厂进行的专门调查资料不止一次地表明，小织布
企业的生产总额不过是工资而已。把活计分到家里去做的企业都列为公活
站。１８６６年这些企业的数目远非全部的数目，因为莫斯科省有明显的遗漏。

参看上引杜·－巴拉诺夫斯基的书第４２０页。谢苗诺夫算出资本家在各村雇
用的手工织工的总数，在１８５９年大约为３８５８５７人（上引书第３部第２７３页），
另外还有在农村中从事“其他工厂生产”的工人２０万（同上，第３０２页）。我们
在上面已经看到，现在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家庭工人人数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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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用机器织布机数目的资料来判断这个部门大机器工业

的发展，是最合适的。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机器织布机约有１１０００

台①，１８９０年约有８７０００台。可见，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是极其迅速

的。在棉纺织业中，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１４８个，蒸汽

机４８１台，共２０５０４马力，到１８９０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１６８个，

蒸汽机５５４台，共３８７５０马力。

在亚麻布生产方面，我国统计也犯了完全同样的错误，错误地

指出工厂工人人数减少了（１８６６年是１７１７１人；１８９０年是１５４９７

人）。事实上，在１８６６年亚麻布厂厂主的１６９００台织布机中，只有

４７４９台在工厂里，其余１２１５１台在小工房主那里。② 因此，１８６６年

列为工厂工人的家庭工人约有１２０００人，而１８９０年只有３０００人

左右（根据《工厂一览表》计算）。机器织布机的数目从１８６６年的

２２６３台（根据《军事统计汇编》计算）增加到１８９０年的４０４１台，纱

锭则从９５４９５个增加到２１８０１２个。在亚麻纺织业中，１８７５—１８７８

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２８个，蒸汽机４７台，共１６０４马力，到１８９０年，

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４８个，蒸汽机８３台，共５０２７马力。③

最后，在纺织业中还应当谈一谈染色业、印花业和后处理业，

在这些行业中，工厂统计把只有１—２个工人和生产总额只有几百

卢布的最小的手艺作坊跟工厂混在一起了。④显然，由此就会产生

３３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例如在１８７９年，这些行业有工厂７２９个；其中４６６个工厂共有工人９７７名，生

在丝织业中，１８７９年有机器织布机４９５台、手工织布机５９９６台（《俄国工业历
史统计概述》），到１８９０年有机器织布机２８９９台、手工织布机７５００多台。

《军事统计汇编》第３６７—３６８页；军需处资料。

《军事统计汇编》第３８０页。《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１８６３年圣彼得堡版
第２卷第４５１页。１８９８年，在棉织业（大概是整个帝国的）中共计有机器织布
机１００６３０台。《专家委员会对俄国工业成就的概论》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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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混乱，使人看不清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增长。下面就是关于大

机器工业迅速增长的资料：洗毛业、染色业、漂白业和上浆业在

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８０个，蒸汽机２５５台，共２６３４

马力，到１８９０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１８９个，蒸汽机８５８台，共

９１００马力。

（２）本材加工业

在这一部门中，最可靠的是锯木业的资料，虽然以前也把小企

业计算在内。① 在改革后时代，这种行业有很大发展（１８６６年是

４００万卢布，１８９０年是１９００万卢布），工人人数增加很多（从４０００

增到１５０００），使用蒸汽机的工厂也大量增加（从２６个增到４３０

个）。这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突出地证明了木材业的发展。

锯木业只是木材业作业的一种，而木材业是大机器工业初期的必

然伴随者。

至于这个部门的其他行业，如家具业、椴皮席业、树脂焦油炼

制业，它们的工厂统计资料特别混乱。这些行业中有那么多小企业

以前被随意列为“工厂”，甚至现在有时还被列为工厂。②

４３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例如在１８７９年，９１个椴皮席厂中生产总额不满１０００卢布的就有３９个（参看
《评论集》第１５５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８２页。——编者注））。在
树脂焦油炼制业中，１８９０年有工厂１４０个，生产总额都超过２０００卢布；１８７９
年有工厂１０３３个，其中有９１１个生产总额不满２０００卢布；１８６６年有工厂６６９
个（全国），而《军事统计汇编》居然计算出有３１６４个！！（参看《评论集》第１５６
页和２７１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８４页和《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
卷第１６—１７页。——编者注））

参看《军事统计汇编》第３８９页；《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第１卷第３０９
页。

产总额为１７万卢布。现在，在维亚特卡省和彼尔姆省关于手工业的记载中，还
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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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化学工业、畜产品加工业和陶瓷业

化学工业本身的资料是比较可靠的。下面就是关于它的增长

情况的资料：１８５７年俄国消费的化学产品价值１４００万卢布（国内

生产３４０万卢布，进口１０６０万卢布）；１８８０年为３６２５万卢布（国

内生产７５０万卢布，进口２８７５万卢布）；１８９０年为４２７０万卢布

（国内生产１６１０万卢布，进口２６６０万卢布）。① 这些资料特别值得

注意，因为化学工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制造辅

助材料，即生产性消费品（不是个人消费品）。关于碳酸钾和硝酸钾

的生产，我们要指出，工厂数目不可靠，还是因为把小企业算进去

了。②

油脂加工业在改革后时代无疑是下降了。例如，脂烛和炼脂业

的生产总额在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年是１３６０万卢布，而１８９０年是５００万

卢布。③下降的原因是愈来愈广泛地用矿物油来照明，旧的脂烛就

被排挤。

在制革业方面（１８６６年有企业２３０８个，工人１１４６３名，生产

总额为１４６０万卢布；１８９０年有企业１６２１个，工人１５５６４名，生产

总额为２６７０万卢布），统计经常把工厂和小企业混在一起。这一行

业的材料价格较高，生产总额必然也高，而需要的工人很少，因此

５３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这个行业中也有许多小企业被列为工厂。

参看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９０年《工厂一览表》关于碳酸钾生产。现在硝酸钾生产集中
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工厂，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则用堆（粪堆）制法制造硝酸钾。

《军事统计汇编》，《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和《俄国的生产力》第９编第１６
页。工人人数在１８６６年是５６４５人；１８９０年是２５４７１人；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有使用
机器的企业３８个，蒸汽机３４台，共３３２马力，而１８９０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
１４１个，蒸汽机２０８台，共３３１９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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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分手工业企业和工厂企业就特别困难。１８９０年，所有工厂

（１６２１个）中生产总额不满２０００布的只有１０３个；１８７９年，所有

３３２０①个工厂中生产总额不满２０００卢布的有２００８个；１８６６年，在

２３０８②个工厂中，生产总额不满１０００卢布的有１０４２个（这１０４２个

工厂有工人２０５９名，生产总额为４７４０００卢布）。可见，工厂数目增

加了，虽然工厂统计表明工厂数目减少了。小制革企业现在也很

多：例如，根据财政部出版的《俄国工厂工业和商业》（１８９３年圣彼

得堡版）统计，手工业工厂约有９５００个，工人２１０００名，生产总额

为１２００万卢布。这些“手工业”企业比６０年代列为“工厂”的企业

要大得多。由于不同省份、不同年代小企业列为“工厂”的数目都不

同，所以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一行业的统计资料。根据蒸汽发动

机的统计，在这一行业中，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２８

个，蒸汽机３３台，共４８８马力，而在１８９０年有使用机器的企业６６

个，蒸汽机８２台，共１１１２马力。在这６６个工厂中，集中了５５２２名

工人（占工人总数１３强），生产总额为１２３０万卢布（占总生产额

４６％），所以生产的积聚是很高的，最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平

均生产率高得多。③

６３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如果把１８９０年《工厂一览表》中开列的工厂按建立时间加以分类，那就会看
出，在１５０６个工厂中，建立时间不详的有９７个，１８５０年以前建立的有３３１
个，５０年代建立的有１４７个，６０年代建立的有２３９个，７０年代建立的有３２０
个，８０年代建立的有３５１个，１８９０年建立的有２１个。后一个十年建立的工厂
都比前一个十年多。

《军事统计汇编》甚至计算出有３８９０个工厂！！

１８７５年，基塔雷教授在《俄国制革业图表》一书中计算出有企业１２９３９个，生
产总额４７５０万卢布，而工厂统计计算出有作坊２７６４个，生产总额２６５０万卢
布。（《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在该部门的另一行业熟制毛皮业中，也可以
看到这种把工厂同小企业混淆在一起的情形。参看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９０年的《工厂
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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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厂统计资料的性质，陶瓷各行业可以分为两类。有一类

行业几乎看不到大生产同小生产混在一起的情形。因此，统计资料

比较可靠。这里包括下面几种行业：玻璃、细瓷、粗瓷、石膏和水泥。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证明建筑业发展的水泥业的迅速增长：生产总

额１８６６年是５３００００卢布（《军事统计汇编》），１８９０年是３８２６０００

卢布；使用机器的企业在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有８个，１８９０年有３９个。

相反，在陶器业和烧砖业中，包括进去了大量小企业，因此６０年代

和７０年代的工厂统计资料，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特别夸大。例如根

据统计，陶器业１８７９年有企业５５２个，工人１９００名，生产总额为

５３８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０年有企业１５８个，工人１９７８名，生产总额为

９１９０００卢布。我们把小企业（生产总额不满２０００卢布的）除去之

后，得到的数目是：１８７９年有企业７０个，工人８４０名，生产总额为

５０５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０年有企业１４３个，工人１８５９名，生产总额为

８５７０００卢布。也就是说，并不象统计所表明的那样“工厂”数目减

少了，工人人数没有增加，实际上两者的数目都大大增加了。在烧

砖业方面，官方的资料是：１８７９年有企业２６２７个，工人２８８００名，

生产总额为６９６３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０年有企业１２９２个，工人２４３３４

名，生产总额为７２４９０００卢布。如果除去生产总额不满２０００卢布

的小企业，那就会看出，１８７９年有企业５１８个，工人１９０５７名，生

产总额为５６２５０００卢布，１８９０年有企业１０９６个，工人２３２２２名，

生产总额为７２４００００卢布。①

７３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这些行业中的小作坊现在都列为手工业作坊。可参看小手工业的表（附录一）
或《评论集》第１５８—１５９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８５—２８６
页。——编者注）。由于资料显然是夸大的，所以《财政部年鉴》（第１编）没有
对这些行业作出总计。从这个时候起，统计工作的进步就是更加大胆、更加漠
视材料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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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冶 金 业

在冶金业的工厂统计中，自相矛盾的来源是：第一，把小企业

包括在内（特别是６０年代与７０年代）①；第二，而且是主要的，矿

厂不是归工商业司“管辖”，而是归矿业司“管辖”。财政部的资料通

常“在原则上”是把矿厂除外的，但是区别矿厂与其他工厂的划一

的不变的规则却从来没有过（也未必能规定出来）。因此，财政部的

工厂统计出版物总是也计入一部分矿厂，而且计入的范围在不同

省份与不同年代并不相同。② 改革后冶金业应用蒸汽发动机增长

情况的总的资料，我们将在下面考察采矿工业时加以引证。

（５）食 品 业

这些行业在我们感到兴趣的那个问题上值得特别注意，因为

工厂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而在我国工厂工业

的总计中，这些行业又占有显著的地位。例如，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

厂一览表》，欧俄的工厂总数为２１１２４个，工人为８７５７６４名，生产

总额为１５０１００００００卢布，其中从事这些行业的工厂为７０９５个，工

人为４５０００名，生产总额为１７４００００００卢布。问题在于这一部门的

８３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评论集》第２６９页和第２８４页的例子（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４—
１５页和第３０—３１页。——编者注）——对于卡雷舍夫先生忽视这种情况而
犯的错误的分析。例如，１８７９年的《工厂一览表》把库列巴基和维克萨的矿厂
或其分厂计算在内（第３５６页和第３７４页），而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则把它
们除外。

例如，在６０年代，某些省就把几十个铁铺算作“铁工厂”。见《财政部所属各机
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１８６６年第４号第４０６页；１８６７年第６号第３８４页。《俄
罗斯帝国统计年鉴》第２部第６编。也可参看上面（第２节）举出的１８６６年的
《财政部年鉴》把巴甫洛沃区的小手工业者算作“厂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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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磨粉、碾麦与榨油）是农产品的加工。从事这种加工的小

企业，在俄国每一省都有几百几千个，因为没有任何区分“工厂”与

这些小企业的公认的规则，所以统计也就完全偶然地计入了这些

小企业。因此“工厂”数目在不同年代和不同省份就有惊人的跳跃。

例如，依据不同资料，面粉业在不同年代的工厂数目如下：１８６５年

为８５７个（《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１８６６年为

２１７６个（《财政部年鉴》）和１８４２６个（《军事统计汇编》）；１８８５年为

３９４０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和１７７６５个（《俄国资料汇

集》）；１８８９年、１８９０年及１８９１年为５０７３个，５６０５个及５２０１个①

（《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为２３０８个（《工厂

索引》）。１８９２年的磨坊总数为５０４１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

编》），其中蒸汽磨坊８０３个，水力磨坊２９０７个，风力磨坊１３２３个，

马力磨坊８个！有些省份只计算蒸汽磨坊，另一些省份把水力磨坊

也计算在内（从１个到４２５个），还有些省份（少数）则把风力磨坊

（从１个到５３０个）和马力磨坊都计算在内。可想而知，这种统计和

轻易使用这种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究竟有什么意义！②显然，为了

判断大机器工业的增长，我们应当首先为“工厂”这一概念规定一

个明确的标志。我们把具有蒸汽发动机作为这种标志，因为蒸汽磨

坊是大机器工业时代特有的伴随者。③

９３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自然，大的水力磨坊也具有工厂的性质，可是要把它们和小磨坊分开，我们却
没有资料。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有１０个工人以上的水力磨坊共２５０
个，工人为６３７８名。

见上引《评论集》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卡雷舍夫先生作出的这类结论的例子。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编者注）

除此以外，还有３２９５７个“小磨坊”未算入“工厂”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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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门的工厂生产发展的情况如下①：

欧俄５０省

年  代 蒸汽磨坊数目 工人人数
生产总额

（单位千卢布）

１８６６ １２６ ？ ？

１８７９ ２０５ ３６２１ ２１３５３

１８９０ ６４９ １０４５３ ６７４８１

１８９２ ８０３ １１９２７ ８０５５９

  由于同样的原因，榨油业的统计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

１８７９年计有工厂２４５０个，工人７２０７名，生产总额为６４８６０００卢

布，而在１８９０年则有企业３８３个，工人４７４６名，生产总额为

１２２３２０００卢布。但工厂数目与工人人数的这种减少只是表面上

的。如果使１８７９年与１８９０年的资料成为可以比较的，即把生产总

额在２０００卢布以下的小企业（未列入工厂清单中的）除去，那么

１８７９年计有企业２７２个，工人２９４１名，生产总额为５７７１０００卢

布，而在１８９０年则有企业３７９个，工人４７４１名，生产总额为

１２２３２０００卢布。大机器工业在这一行业中的发展并不比在面粉业

中的发展慢，这从蒸汽发动机统计中就可以看出来：１８７５—１８７８

年计有使用蒸汽机的工厂２７个，蒸汽机２８台，共５２１马力，而

１８９０年则有使用蒸汽机的工厂１１３个，蒸汽机１１６台，共１８８６马

力。

这一部门的其余行业都比较小。我们要指出，例如，在芥末业

与鱼品业中，根据６０年代统计的计算，这种小企业有几百个，它们

与工厂毫无共同之点，而且现在也不列为工厂。我国不同年代的工

０４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军事统计汇编》、《工厂一览表》和《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根据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度的《工厂索引》，欧俄计有蒸汽磨坊１１９２个。根据蒸汽发动机统计的
计算，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欧俄有蒸汽磨坊２９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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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统计资料究竟需要如何修正，这从下面即可看出：除去面粉业

外，１８７９年的《工厂一览表》计算这一部门有企业３５５５个，工人

１５３１３名，而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计算，则有企业１８４２个，

工人１９１５９名。在７种行业① 中，１８７９年有小企业（生产总额在

２０００卢布以下的）２４８７个，工人５１７６名，生产总额为９１６０００卢

布，而在１８９０年则有小企业７个，工人１０名，生产总额为２０００卢

布！因此，为了使资料可以比较，必须在一个场合减去５０００名工

人，在另一个场合减去１０名工人！

（６）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及其他各种行业

在一些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

现在工厂工人人数减少了，但减少的数量远不是象盲目相信每一

个印出的数字的尼·—逊先生所断言的那样多②。问题在于，关于

大多数缴纳消费税的行业，唯一的资料来源是《军事统计汇编》，而

我们知道，《军事统计汇编》把工厂统计的总计大大地夸张了。但可

惜我们没有多少材料来检查它的资料。在酿酒业中，根据《军事统

计汇编》计算，在１８６６年有企业３８３６个，工人５２６６０名（１８９０年

有企业１６２０个，工人２６１０２名），其中工厂数目与财政部的资料不

符，根据财政部的资料，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度计有开工的工厂２９４７

个，而在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度则有３３８６个。③ 根据这一点来判断，工

人人数夸大了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名。在烧酒业中，《军事统计汇编》计算

１４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财政部年鉴》第１编第７６页和第８２页。全部工厂数目（连未开工的也在内）
计有４７３７个和４６４６个。

１８９４年《俄国财富》第６期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榨油业、淀粉业、糖浆业、制曲业、糖果点心业、罐头业与制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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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厂４８４１个，工人８３２６名（１８９０年有企业２４２个，工人５２６６

名）；其中比萨拉比亚省计有企业３２０７个，工人６８７３名。这个数字

显然是很荒唐的。实际上，我们从财政部的材料① 中知道，比萨拉

比亚省的烧酒厂的实际数目是１０—１２个，而整个欧俄的烧酒厂是

１１５７个。可见，工人的人数至少夸大了６０００名。夸大的原因显然

是比萨拉比亚的“统计学家们”把葡萄园主列为厂主了（见下面关

于烟草业）。在啤酒与蜜酒业中，《军事统计汇编》计算有企业２３７４

个，工人６８２５名（１８９０年有企业９１８个，工人８３６４名），而《财政

部年鉴》则计算欧俄在１８６６年有工厂２０８７个。工人人数在这里也

夸大了。②在甜菜制糖业和精制糖业中，《军事统计汇编》把工人人

数夸大了１１０００名，计９２１２６名，而根据《财政部年鉴》的资料，则

只有８０９１９名（１８９０年有工人７７８７５名）。在烟草业中，《军事统计

汇编》计算有工厂５３２７个（！），工人２６１１６名（１８９０年有工厂２８１

个，工人２６７２０名）；其中４９９３个工厂和２００３８名工人是在比萨拉

比亚省。事实上，１８６６年俄国有烟草工厂３４３个，而比萨拉比亚省

则有１３个。③ 工人人数夸大了大约２００００名，连《军事统计汇编》

的编者自己也指出：“列入比萨拉比亚省的工厂……无非是些烟草

种植园而已。”（第４１４页）也许，尼·—逊先生以为看一看他所利

用的统计出版物的本文是多余的；因此，他没有发现错误，而煞有

２４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财政部年鉴》第６１页。参看《俄国工场手工业各部门概述》（１８６３年圣彼得堡
版第２卷），其中提供了１８６１年的详细资料：工厂５３４个，工人６９３７名；而比
萨拉比亚省则有工厂３１个，工人７３名。烟草工厂的数目在各年的变动是很大
的。

例如，在辛比尔斯克省，《军事统计汇编》计算有工厂２１８个（！），工人２９９名，
生产总额为２１６００卢布。（根据《财政部年鉴》，该省有工厂７个。）大概这是些
小的家庭企业或农民企业。

《财政部年鉴》第１编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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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事地谈论“烟草工厂的工人人数增加不大”（上引文章第１０４

页）！！尼·—逊先生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与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

表》，直接举出了缴纳消费税的行业中的工人人数总计（１８６０５３与

１４４３３２），并且计算出减少的百分比…… “２５年来在业工人的人

数大大减少了，减少了２２．４％……” “在这里〈即在缴纳消费税

的行业中〉我们看到，根本谈不上增长，工人人数简单地比以前减

少了１４。”（同上）的确，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随便抓住一个

数字就计算出百分比！而《军事统计汇编》把工人人数夸大了４０

０００名这件小事，却可以不管。

（７）结 论

最后两节中的对我国工厂统计的批判，使我们得出下面几个

主要结论。

１．俄国工厂数目在改革后时代是迅速增加的。

从我国工厂统计的数字所得出的相反的结论是错误的。问题

在于我国把小手艺作坊、手工业作坊与农业作坊都算作了工厂，而

且距离现在愈远，算作工厂的小作坊数目也就愈多。

２．工厂工人的人数与工厂的生产规模，以前同样被我国的统

计夸大了。其所以如此，第一，是因为以前计入了更多的小企业。因

此，那些与手工业有关联的行业的资料，特别不可靠。①第二，是因

为以前比现在更多地把按资本主义方式雇用的家庭工人算作工厂

工人。

３４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如果拿一切行业的长时间的总的资料来看，那么从上述原因所产生的夸大就
不会大了，因为小企业在工人总数与生产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并不大。自然，
这里的前提是要拿同一来源的资料作比较（根本谈不到拿财政部资料与省长
报告资料或《军事统计汇编》资料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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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们通常都这样想：既然采用官方工厂统计数字，那么应当

认为这些数字与这种统计中的其他数字是可以比较的，在未有相

反的证明以前，应当认为它们是比较可靠的。从我们上面的叙述中

却得出相反的论点：我国不同时期和不同省份的工厂统计资料的

任何比较，在未有相反的证明以前，都应当认为是不可靠的。

四 采矿工业的发展
①

在俄国改革后发展的初期，采矿工业的主要中心是乌拉尔。乌

拉尔形成了一个区域，——直到最近还与俄罗斯中部截然分

离，——同时也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结构。农奴制很早就是乌拉尔

“劳动组织”的基础，直到现在，即到１９世纪末，它还在矿厂生活的

十分重要的方面表现出来。很久很久以前，农奴制是乌拉尔高度繁

荣的基础，是乌拉尔不仅在俄国而且一定程度上在欧洲占统治地

位的基础。在１８世纪，铁是俄国的主要出口项目之一；铁的输出在

４４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资料来源：谢苗诺夫《对１７世纪中叶到１８５８年俄国对外贸易和工业的历史资
料的研究》１８５９年圣彼得堡版第３卷第３２３—３３９页。《军事统计汇编》矿业部
分。《财政部年鉴》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第１编。《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年矿业统计资料
汇编》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年圣彼得堡版（矿业工程师学术委员会出版）。 ．博哥柳勃
斯基《俄罗斯帝国矿业统计试验》１８７８年圣彼得堡版。《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
述》１８８３年圣彼得堡版第１卷（克本的论文）。《１８９０年的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
料汇编》１８９２年圣彼得堡版。１９０１年的同样的汇编（１９０４年圣彼得堡版）和
１９０２年的同样的汇编（１９０５圣彼得堡版）。康·斯卡尔科夫斯基《１８７７年俄国
采矿工业生产率》１８７９年圣彼得堡版。矿业司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的
采矿工业》１８９３年圣彼得堡版（克本编）。《１８９０年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９０年圣彼
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１８９６年的同样的汇集，１８９７年圣彼得堡版。《俄国的
生产力》１８９６年圣彼得堡版第７编。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的《财政与工商业通报》。彼
尔姆省叶卡捷琳堡县与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汇编，以
及其他等等。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１７８２年约为３８０万普特，在１８００—１８１５年为２００—１５０万普特，

在１８１５—１８３８年约为１３３万普特。还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俄国出

产的生铁就比法国多半倍，比普鲁士多３．５倍，比比利时多两倍”。

但是，同一个农奴制，在欧洲资本主义刚刚发展的时代曾经帮助乌

拉尔上升得如此之高，在欧洲资本主义繁荣时代却成了乌拉尔衰

落的原因。炼铁工业的发展在乌拉尔是进行得很慢的。在１７１８年

俄国冶炼的生铁约为６５０万普特，在１７６７年约为９５０万普特，在

１８０６年为１２００万普特，在３０年代为９００—１１００万普特，在４０年

代为１１００—１３００万普特，在５０年代为１２００—１６００万普特，在６０

年代为１３００—１８００万普特，在１８６７年为１７５０万普特。在１００年

当中，生产还没有增加１倍，俄国远远地落在其他欧洲

国家后面，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大机器工业引起了冶金业的巨大发

展。

农奴制是乌拉尔停滞的主要原因；矿业主既是地主又是厂主，

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资本与竞争上，而是建立在垄断①

和自己的所有权上。乌拉尔的厂主现在也还是极大的地主。１８９０

年，全帝国２６２个铁厂共有土地１１４０万俄亩（包括森林８７０万俄

亩），其中１０２０万俄亩是１１１个乌拉尔工厂的（森林７７０万俄亩）。

因此，每个乌拉尔工厂平均占有约１０万俄亩土地的大地产。从这

些林地割出份地给农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在乌拉尔，获

得劳动力的方法不仅有雇佣制，而且还有工役制。例如，根据地方

自治局的统计，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有几千农户免费

５４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在农民解放时，乌拉尔的矿业主们特别坚持保留并且保留下了禁止在工厂区
内开设锻冶企业的法律。见《评论集》第１９３—１９４页中的若干详细情形。（见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２５—３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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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低价使用工厂的土地、牧场、森林等。不用说，这种免费使用
事实上是代价很高的，因为这样一来，工资大大降低了；工厂得到

了“自己的”束缚于工厂的廉价工人。①请看Ｂ． ．别洛夫先生怎样

评述这种关系：

别洛夫先生叙述说，乌拉尔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独特”的历史所培养

出来的工人。“其他国外工厂甚至圣彼得堡工厂中的工人，与这些工厂的利益

毫不相干；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另外的地方。工厂开工，他就做工；工厂不赚

钱而亏本，他就提起自己的行囊，象来的时候那样迅速而轻易地离去。他与厂

主是两个誓不两立的敌人…… 乌拉尔工厂工人的状况却完全两样：他是当

地的居民，在工厂附近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经济，还有自己的家庭。他自己

的福利与工厂的福利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工厂如意，他就如意；工厂

倒霉，他也倒霉，要离开是不可能的问题〈原文如此！〉：在这里不是一件行囊

〈原文如此！〉；离开就意味着毁坏自己的整个世界，抛弃土地、经济和家庭

…… 所以他甘心熬上几年，甘心为一半工资做工，或者，反正是一回事，让

自己一半工作时间没有工作，使当地象他一样的其他工人能赚得一片面包。

一句话，他愿意同自己的主人达成任何协议，只要还能在工厂附近住下。这

样，在乌拉尔的工人与工厂之间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关系仍旧和

以前没有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时一样。改变的只是这些关系的形式，

再没有别的什么。以前的农奴制原则被伟大的互利原则代替了。”②

６４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８７年圣彼得堡版第１６编第８—９页及
以下各页。同一作者在下面却侈谈“健全的人民”工业！

乌拉尔的工人“是半个农民，所以矿业劳动给他们经济上很大的贴补，虽然工
资比其他矿厂地区要低些”（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８期）。大家都知
道，乌拉尔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的条件，是与农民同矿业劳动的关系正
相适应的；矿厂居民分为工厂工人与农村工人，工厂工人没有土地，必须整年
从事工厂劳动，而农村工人则有份地，必须完成辅助劳动。至今还保存着的关
于乌拉尔工人的一个术语，即他们在劳动中“欠工”，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如，
当你在地方自治局统计中读到《一个在阿尔京斯基工厂车间劳动中欠工的工

人小队的材料》９５时，你会不由自主地瞧一瞧封面，看一看年月；难道这真是
１８９４年而不是１８４４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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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伟大的互利原则，首先表现为工资特别低。“在南俄……

工人的工资比乌拉尔高一倍甚至两倍”——例如，根据关于几千工

人的资料来看，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是４５０卢布与１７７卢布之比。

在南俄，“工人无论在自己的家乡或随便什么地方，只要在田间工

作能够得到可以过得去的工资，就会离开工厂、矿井和矿山”（１８９７

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１７期第２６５页）。然而在乌拉尔，可以过

得去的工资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乌拉尔的技术落后，与工资低及乌拉尔工人受盘剥的状况有

着自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乌拉尔，炼铁主要以木柴为燃料，高

炉的构造是陈旧的，使用的是冷风或温度很低的热风。１８９３年，乌

拉尔１１０个高炉中有３７个使用冷风的高炉，而南俄１８个高炉中

只有３个。每个使用矿物燃料的高炉平均每年出铁１４０００００普特，

而以木柴为燃料的高炉每年平均出铁２１７０００普特。克本先生在

１８９０年写道：“精炼制铁法在乌拉尔工厂中还牢固地保持着，而在

俄国其他地方这种方法已经完全被搅炼法排挤了。”在蒸汽发动机

的应用方面，乌拉尔比南俄要差得多。最后，不能不指出乌拉尔的

闭关自守，它与俄罗斯中部的隔绝，这是由于距离太远而又没有铁

路。直到现在，由乌拉尔运产品到莫斯科，主要是靠每年一次的原

始的河上“流送”①。

总之，改革前制度最直接的残余，工役制的强有力发展，工人

的被束缚，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技术的落后，很低的工资，手工生产

７４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参看马明－西比里亚克先生的短篇小说《斗士峡》中关于这种流送的描述。在
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突出地描绘了与改革前差不多的乌拉尔的特殊生活，依附
于工厂的居民的毫无权利、愚昧和卑贱，“老爷们”的“好心肠的孩子般的放
荡”，中等阶层（平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缺乏，而这种中等阶层是连俄国在
内的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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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优势，对边区自然资源的原始的掠夺式的开发，垄断，限制竞

争，闭关自守以及与当代整个工商业运动的隔绝，——这就是乌拉

尔的全部情况。

南俄采矿工业区① 在许多方面和乌拉尔正好相反。乌拉尔是

古老的，在乌拉尔盛行的制度是“万古神圣的”，而南俄却是年轻

的，正处于形成期。最近几十年来这里生长起来的纯粹资本主义的

工业，既没有传统和等级制度，也没有民族性与固定居民的闭关自

守性。外国的资本、工程师与工人大批地移入并且继续移入南俄，

而在目前的狂热时期（１８９８年），许多工厂也从美国搬到这里来②。

国际资本毫不费力地移入关税壁垒内部并在“异国的”土地上安家

落户：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９６…… 下面就是关于南俄排挤乌

拉尔的统计资料９７：

年 代
炼 铁 量 （单 位 千 普 特）

帝国总量 百分比 乌拉尔 百分比 南 俄 百分比

帝国产煤总量
（单位百
万普特）

１８６７ １７０２８ １００ １１０８４ ６５．１ ５６ ０．３ ２６．７

１８７７ ２４５７９ １００ １６１５７ ６５．７ １５９６ ６．５ １１０．１

１８８７ ３７３８９ １００ ２３７５９ ６３．５ ４１５８ １１．１ ２７６．８

１８９７ １１４７８２ １００ ４１１８０ ３５．８ ４６３４９ ４０．４ ６８３．９

１９０２ １５８６１８ １００ ４４７７５ ２８．２ ８４２７３ ５３．１ １００５．２１

８４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１６期：尼科波尔－马里乌波尔公司在美国订
购了一个轧管厂，并从那里搬到了俄国。

在矿业统计中，所谓“俄国南部与俄国西南部”是指沃伦、顿河、叶卡捷琳诺斯
拉夫、基辅、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波多利斯克、塔夫利达、哈尔科夫、赫尔
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举出的数字也是关于它们的。以下所说的一切关于南
俄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波兰的情况（只有不大的变更），波兰是改革后另一个著
名的矿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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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俄国目前进行着怎样的技术革

命，资本主义大工业具有多么巨大的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过去乌拉

尔的统治无异是强迫劳动、技术落后与停滞的统治。① 相反，现在

我们看到，采矿工业的发展在俄国比西欧快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

比北美还快。在１８７０年，俄国生铁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２．９％

（７４５００万普特中的２２００万普特），而在１８９４年则占５．１％

（１５８４２０万普特中的８１３０万普特）（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

第２２期）。在最近１０年（１８８６—１８９６年）中，俄国的生铁产量增加

了两倍（由３２５０万普特增至９６５０万普特），而法国经过了２８年

（１８５２—１８８０年）才做到这一步，美国经过了２３年（１８４５—１８６８

年），英国经过了２２年（１８２４—１８４６年），德国经过了１２年

（１８５９—１８７１年；见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５０期）。年轻

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有古老国家的先例与帮助而大大加

快了。当然，最近１０年（１８８８—１８９８年）是特别狂热的时期，它与

任何资本主义繁荣一样，必然要引起危机，但是不采取跳跃方式，

９４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当然，乌拉尔的矿业主们把情况描述得有些不同。他们在上年的代表大会上
曾经娓娓动听地诉苦说：“乌拉尔的历史功绩是尽人皆知的。２００年来，整个俄
国都是用它的工厂的制品来耕耘、收割、打铁、掘土、伐木。人们胸前挂着乌拉
尔的铜制成的十字架，乘着乌拉尔的车轴构成的车辆，用乌拉尔的钢制成的枪
射击，用乌拉尔的煎锅煎薄饼，荷包中叮当响着乌拉尔５戈比铜币的声音。乌
拉尔满足了整个俄国人民的消费……〈俄国人民差不多不消费铁。在１８５１年，
俄国每一居民的生铁消费量为１４俄磅，１８９５年为１．１３普特，１８９７年为１．３３
普特〉它适应他们的需要和爱好来制造物品。它慷慨地〈？〉耗费了自己的自然
资源，不追逐时髦，不醉心于路轨、壁炉铁栅和纪念碑的制造。它竟因为它的
长期服务而在一天之中被人忘却和抛弃了。”（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
３２期：《乌拉尔矿业主代表大会总结》）的确，对于“万古神圣的”基石是多么轻
视呵！这里的罪过都在这整个毒辣的资本主义身上，它把这种“不安定”带到
我国国民经济中来。要是还能照老样子活下去，“不醉心于路轨的制造”，而用
乌拉尔的煎锅给自己煎薄饼，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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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一般是不可能的。

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和工人人数的增加，南俄比乌拉尔快得

多①：

年代

矿业中所应用的蒸汽机及马力
矿业人数

（采盐工人除外）

俄  国 乌拉 尔 南  俄

蒸汽机 马力 蒸汽机 马力 蒸汽机 马力

俄
 
国

乌
拉
尔

南 俄

１８７７ ８９５ ２７８８０ ２６８ ８０７０ １６１ ５１２９ ２５６９１９１４５４５５１３８６５

１８９３２８５３１１５４２９５５０ ２１３３０ ５８５ ３０７５９４４４６４６２３８６３０５４６７０

  这样，蒸汽机马力的数量在乌拉尔只增加了１．５倍，而在南俄

则增加了５倍；工人人数在乌拉尔增加了２３倍，而在南俄则差不

多增加了３倍②。可见，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使工人人数迅速增

加，并且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除了南俄以外，我们还应该提到高加索，它的特点也是采矿工

业在改革后时期急遽增长。它的石油开采量在６０年代连１００万普

特都不到（１８６５年为５５７０００普特），１８７０年却达１７０万普特，１８７５

年为５２０万普特，１８８０年为２１５０万普特，１８８５年为１１６００万普

特，１８９０年为２４２９０万普特，１８９５年为３８４００万普特，１９０２年为

６３７７０万普特。几乎全部石油都是在巴库省开采的，而巴库城“则

由一个极小的城市变成了有１１２０００个居民的俄国第一等工业中

０５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铁业的工人人数在乌拉尔１８８６年为１４５９１０名，１８９３年为１６４１２６名；而在南
俄则为５９５６名与１６４６７名。前者增加了１３（约数），后者增加了１３４倍。没
有１９０２年蒸汽机数与马力数的资料。矿业工人数（采盐工人除外）１９０２年在
全俄为６０４９７２名，其中在乌拉尔的为２４９８０５名，而在南俄的为１４５２８０名。

博哥柳勃斯基先生认为，１８６８年矿业使用了５２６台蒸汽机，共１３５７５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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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①。石油采炼业的巨大发展，引起了俄国煤油消费的增加（随着

工厂加工的产品价格的下降，个人消费增加了），而把美国的产品

完全排挤出去，同时，作为工厂与铁路燃料的重油的消费有了更大

的增加（生产消费增加了）。② 在高加索采矿工业中做工的工人人

数也增长得极其迅速，１８７７年为３４３１名，１８９０年增加到１７６０３

名，即增加了４倍。

为了说明南俄的工业结构，我们来看看顿涅茨矿区煤炭生产

的资料（这里的矿井平均规模比俄国其他区域要小些）。我们把矿

井按工人人数分类，就得出下面的情况③：

矿 井 类 别

（按工人人数分类）

顿 涅 茨 矿 区 每 一 矿 井

数   目

矿井
竖井与
坑道

工 人

采煤量
（单位
千普特）

蒸
汽
机

马
 
力
工 人

采煤量
（单位
千普特）

蒸
汽
机

马
 
力

每一工
人采煤
量（单
位 千
普特）

一、有１０个工人以下者 ２７ ３１ １７２  １７８ — —  ６．４  ６．６ — — １．０

二、有１０—２５个工人者 ７７ １０２ １２５０ ３４８９ ８ ６８ １６．２ ４５．３ ０．１ ０．８ ２．８

三、有２５—１００个工人者 １１９ ３３９ ５７５０ ２８６９３６２７６６ ４８．３ ２４１．１ ０．５ ６．４ ４．９

四、有１００—５００个工人者 ２９ １６７ ６９７３ ５９１３０８７１７０４２４０．４ ２０３８．９ ３ ５８．７ ８．４

五、有５００—１０００个工人者 ５ ６７ ３６９８ ２３１６４２４７５６ ７３９．６ ４６３２．８ ４．８１５１．２ ６．３

六、有１０００个工人以上者 ３ １６ ５０２１ ５３６０５２９１７２４１６７３．７１７８６８．３９．６５７４．６ １０．６

    工人人数不详者 ９ ４０
？

（２２９６）
１５００８１８８０８

        共 计 ２６９ ７６２ ２５１６７１８３２６７２２８５８２６ ９３．５ ６８１．３ ０．９ ２１．６ ７．３

１５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这些资料取自《１８９０年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中的矿井一览表。

在１８８２年，６２％以上的机车用木柴作燃料，而在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度，则有２８．
３％的机车用木柴，３０％用石油，４０．９％用煤炭。（《俄国的生产力》第１７编第
６２页）石油工业攫取了国内市场之后，就去寻找国外市场，于是石油对亚洲的
出口增长很快（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３２期），这与若干爱谈俄国资
本主义缺乏国外市场的经济学家们的先验的预言是相反的。

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２１期。巴库１８６３年有居民１４０００人，１８８５年
有４５７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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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在这一区域（只是在这一区域）有一些非常小的农

民矿井，它们虽然为数甚多，可是在总产量中所起的作用却微乎其

微（１０４个小矿井只占采煤总量２％），并且劳动生产率很低。相反，

３７个最大的矿井雇用了工人总数的３５左右，生产了采煤总量的

７０％以上。劳动生产率随着矿井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甚至不取决于

是否采用机器（例如，可以比较第五类和第三类矿井的蒸汽机马力

数和每一工人的生产量）。生产积聚在顿涅茨矿区日益增长着；例

如，在１８８２—１８８６年这４年中间，５１２名煤炭发货人中有２１名每

人运出了５０００车（即３００万普特）以上，总共运出了２２９７００车，不

到总数４８０８００车的一半。而在１８９１—１８９５年这４年中间，共有

８７２名煤炭发货人，其中有５５名每人运出了５０００车以上，共运出

了９２５４００车，占总数１１７８８００车的８１０以上。①

上述关于采矿工业发展的资料，在两方面显得特别重要：第

一，它们特别明显地表明了俄国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社

会经济关系更替的实质；第二，它们说明了这样一个理论原理，即

在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增长特别迅速的是制造生产资料

即生产消费品而非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

更替，在采矿工业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因为两种结构的典型

代表在这里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在一个区域里，可以看到前资本主

义的旧制度及其原始的保守的技术，束缚于当地的居民的人身依

附，强固的等级制传统、垄断等等，在另一区域里，可以看到与任何

传统的完全决裂，技术革命以及纯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迅速增

２５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引自尼·斯·阿夫达科夫的资料：《顿涅茨煤炭工业统计要览》１８９６年哈尔科
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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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①这个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他们否

认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指出我国企业主在农业中非常愿意实

行工役制，在工业中非常愿意把工作分到家里去做，在矿业中力求

束缚工人，用法律禁止小作坊的竞争，等等，等等。这种议论不合逻

辑，绝顶违背历史进程，是一目了然的。从什么地方竟可以得出结

论说，我国企业主想利用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的好处这种意向，

应当记在我国资本主义的账上，而不应当记在那阻碍资本主义发

展并在许多场合下靠法律力量来维持的旧制度残余的账上呢？既

然在别的采矿工业区内，束缚工人和用法律禁止小作坊竞争由来

已久，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既然在别的采矿工业区内，在技术低下

和工人更廉价、更驯服的情况下，厂主可以毫不费力地从生铁上

“以一个戈比赚得一个戈比，甚至以一个戈比赚得一个半戈比”②，

那么南俄的矿业主们渴望束缚工人，渴望用法律禁止小作坊竞争，

这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相反，在这种条件下有人竟能把俄国前资

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理想化，闭眼不看消灭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

的旧制度的迫切的和日益临近的必要性，这难道不值得惊奇吗？③

另一方面，采矿工业发展的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清楚

３５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例如，尼·—逊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牢骚都发泄在资本主义身上（特别参看关于
南俄矿业主部分，《论文集》第２１１页和第２９６页），这样就把俄国资本主义与
我国采矿工业的前资本主义的结构的关系完全歪曲了。

叶古诺夫的文章，《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３卷第１３０页。

最近乌拉尔在新的生产条件的影响下也开始改变了，当铁路把它同“俄罗斯”
更密切地连接起来的时候，这种改变还会进行得更快。在这方面，将有特别重
要意义的是筹划中的一件事情：用铁路把乌拉尔和南俄连接起来，以便用乌拉
尔的矿石交换顿涅茨的煤炭。直到现在，乌拉尔同南俄差不多还没有互相竞
争，它们各自为不同的市场工作，主要是靠公家的订货为生。但是大量的公家
订货是不会永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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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明，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比较迅速的发展主要是靠生产消费

品生产的增长，而不是靠个人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例如尼·—逊先

生就忽视了这种情况，他推断说，满足国内对采矿工业产品的全部

需求，“大概很快就会实现了”（《论文集》第１２３页）。问题在于，金

属、煤炭等等的消费量（每一居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而且

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要增加。铁路网每增加一俄里，作

坊每增加一个，农村资产者每添置一张犁，都在增加对矿业产品的

需求量。如果从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９７年俄国每一居民的生铁消费量从

１４俄磅增加到１１３普特，那么后面这个数目还必须大大增加，才

能接近先进国家的生铁需求量（在比利时与英国，每一居民为６普

特以上）。

五 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

人数是否在增加？ 

  考察了工厂工业与采矿工业的资料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试图

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十分努力研究并作

了否定解答的（瓦·沃·、尼·—逊、卡雷舍夫、卡布鲁柯夫各位先

生都断言道：俄国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如果是在增加的话

——要比人口的增加慢）。我们首先指出，问题应当或者是工商业

人口是否因农业人口的减少而增加（这一点下面再谈），或者是大

机器工业中的工人人数是否在增加。决不能说小工业作坊或手工

工场中的工人人数在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增加，因

为工厂在不断地排挤比较原始的工业形式。正如上面已经详细指

出的，我国工厂统计资料决不是始终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工厂这

４５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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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术语的。

为了考察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资料，我们应当采用：第一，关

于一切行业的资料；第二，一个长时间的资料。只有在这种条件下

才能保证资料是或多或少地可以比较的。我们看看１８６５年和

１８９０年，这是改革后时代的２５年。我们把现有的统计资料作一总

计。工厂统计提出的１８６５年的资料是最完全的，它计算在欧俄一

切行业中，除了酿酒、啤酒、甜菜制糖与烟草这几种行业以外，有工

厂工人３８０６３８名。① 为了计算出这几种行业中的工人人数，不得

不采用现在唯一的《军事统计汇编》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如上面

已经证明，是应当加以修正的。把这几种行业中的１２７９３５名工人

加进去②，１８６５年欧俄工厂工人总数（在缴纳消费税与不缴纳消费

税这两类行业中）便是５０８５７３名。③１８９０年的工人总数为８３９７３０

名。④ 增加了６５％，即比人口的增长大得多。但是必须注意，事实

上，增加的人数无疑地比这些数字所表明的还要多：上面已经详细

地证明，６０年代的工厂统计资料是夸大了的，因为把小手工业作

坊、手艺作坊、农业作坊以及家庭工人都算进去了。可惜我们没有

充分的材料，不能把这些夸大的地方完全改正过来，至于部分的修

５５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根据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在总数８７５７６４名中，必须减去矿业统计中所重
复的工人，即土沥青业的２９１名、制盐业的３４６８名与路轨制造业的３２２７５名。

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引证韦什尼亚科夫先生关于１８６６年的数字——
４９３３７１人（《俄国工厂今昔》第３３９页）。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样得来的，
这个数字与我们所引用的数字的差别是非常小的。

啤酒业中为６８２５名。这里也有夸大，但是没有可据以修正的资料；甜菜制糖业
中为６８３３４名（根据《财政部年鉴》），烟草业中为６１１６名（修正过的），酿酒业
中为４６６６０名（修正过的）。

１８６７年《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第６号。上面已经指出，为了
与现今的资料作比较，只能采用同一来源的资料，即财政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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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们宁肯不作，尤其是因为下面将举出比较准确的关于大工厂

中工人人数的资料。

我们来看看矿业统计。１８６５年只有炼铜业和火车铁业以及金

矿与白金矿的工人人数；欧俄为１３３１７６名。①１８９０年这些行业中

的工人为２７４７４８名②，即增加一倍多。后一数目占１８９０年欧俄矿

业工人总数的８０．６％；假定上述各种行业中的工人人数在１８６５

年也占矿业工人总数８０．６％③，那么矿业工人总数在１８６５年为

１６５２３０名，在１８９０年为３４０９１２名。增加了１０７％。

其次，铁路工人也属于资本主义大企业工人之列。在１８９０年，

欧俄连同波兰和高加索，共有２５２４１５名铁路工人。④１８６５年的铁

路工人人数不详，但是可以计算出一个相当近似的数字，因为每一

俄里铁路所需用的铁路工人人数的变动是很小的。以每俄里９名

工人计算，便得出１８６５年的铁路工人为３２０７６名。⑤

６５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每一俄里铁路所需用的工人，１８８６年为９．０；１８９０年为９．５；１８９３年为１０．２；

交通部出版的《铁路与内河航运统计概述》１８９３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２页。可惜
我们没有资料把欧俄单独划分出来。我们所计算的铁路工人不仅包括固定工
人，并且包括临时工人（１０４４７名）与日工（７４５０４名）。临时工人一年的平均工
薪为１９２卢布，日工为２３５卢布。平均每日工资为７８戈比。因此，临时工人与
日工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所以，象尼·—逊先生那样把他们略去不算
（《论文集》第１２４页）是不对的。

在其余的各种矿业中，有些矿业（采盐）的工人人数大概增加得很少；有些矿业
（煤炭业、采石业）的工人人数一定增加得很多；有些矿业（例如，开采水银）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还完全没有。

《１８９０年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９２年圣彼得堡版。依据这一《汇编》，
欧俄工人总计为３４２１６６名，如果减去煤油厂的工人（《工厂一览表》所计算
的），并把若干小错误加以修正，则为３４０９１２名。

见下列出版物中关于６０年代的矿业工人数：《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６６年
版第１卷；《财政部年鉴》第１编；《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年矿业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圣彼得堡矿业学术委员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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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我们的计算总计一下：

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单位千）

年代 工厂工业 采矿工业 铁路 共计

１８６５ ５０９ １６５ ３２ ７０６

１８９０ ８４０ ３４０ ２５２ １４３２

  可见，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工人人数在２５年中增加了一倍以

上，这就是说，它不仅比一般人口的增加快得多，甚至比城市人口

的增加也快①。所以，工人日益从农业与小手工业被吸引到大工业

企业里去，是毫无疑义的。② 我国民粹派经常引证和如此滥用的统

计资料就是这样证明的。但是，说明他们滥用统计已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的，是下面这种真正异乎寻常的方法：取来工厂工人人

数同全部人口的比例（！）并根据这个数字（约为１％）大谈这

“一小撮”③ 工人是很少的！例如，卡布鲁柯夫先生把“俄国工厂工

７５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上引尼·—逊的书第３２６页及其他各页。

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工人人数的最新资料如下：关于１９００年，有不缴纳消费税
的企业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关于１９０３年，有缴纳消费税的企业的工厂工
人人数的资料；关于１９０２年，有矿业工人的资料。铁路工人的人数可以按每一
俄里１１人来计算（１９０４年１月１日以前的资料）。见《俄罗斯年鉴》１９０６年版
和１９０２年的《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把这些资料汇总起来，我们就得到：１９００—１９０３年欧俄５０个省的工厂工

人为１２６１５７１名，矿业工人为４７７０２５名，铁路工人为４６８９４１名。总计为
２２０７５３７名。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工厂工人为１５０９５１６名，矿业工人为６２６９２９
名，铁路工人为６５５９２９名。总计为２７９２３７４名。这些数字也完全证实了正文
中所述说的一切。（第２版注释）

欧俄的城市人口在１８６３年为６１０万，而在１８９７年则为１２００万。

１８９４年为１０．６；１８９５年为１０．９；这样看来，这个数目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见
１８９０年与１８９６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及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３９
期。我们要附带说明，在这一节中我们只比较１８６５年与１８９０年的资料，因此，
不论我们是拿整个帝国或者单拿欧俄的铁路工人人数来看，不论我们以每俄
里９人或者更小的数字来计算，不论我们是拿采矿工业一切部门或者仅仅拿
１８６５年有资料可查的那些部门来看，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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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同人口的百分比这种计算方法重复了一遍之后，接着说：“然

而在西欧〈！！〉，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人数……”（“工厂工人”与“从

事加工工业的工人”完全不是一回事，难道不是每个中学生都十分

清楚的吗？）……“同全部人口的比例完全不同”，英国是５３％，法

国是２３％。“不难看出，英法两国和我国的工厂工人阶级〈！！〉在比

例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根本说不上我国的发展进程与西欧的

一样。”这就是大学教授兼统计学专家的高论！他以非常的胆量一

下子玩了两种诡计：（１）以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代替工厂工人，（２）

以从事加工工业的人口代替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让我们来对我

国博学的统计学家们说明一下这些差别的意义。在法国，根据

１８９１年的人口调查，从事加工工业的工人为３３０万——不到人口

（按职业划分的人口３６８０万，未按职业划分的人口１３０万）的１

１０。这是在一切工业作坊与企业中的工人，而不仅是工厂工人。从

事加工工业的人口，则为９５０万（约为全部人口的２６％）；这里除

了工人以外，还包括业主和其他的人（１００万），以及职员（２０万）、

家庭成员（４８０万）与仆役（２０万）。②为了说明俄国相应的关系，必

须拿个别的中心作为例子，因为我国还没有全部人口的职业统计。

我们就拿一个城市中心与一个农村中心来看。在彼得堡，根据工厂

统计计算，１８９０年有工厂工人５１７６０名（根据《工厂一览表》），而

根据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的圣彼得堡人口调查，从事加工工业的男

女人口为３４１９９１名，其分类如下③：

８５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１８９０年圣彼得堡调查》１８９３年圣彼得堡版。采用了第２—１５类手工业职业的
总计。从事各种手工业职业的人共有５５１７００名，其中有２００７４８名是从事商
业、运输业和饭馆业的。所谓“个体生产者”是指没有雇佣工人的小生产者。

《政治家年鉴》１８９７年版第４７２页。

《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度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经济学讲义》１８９７年莫斯科版
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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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人 口 数 目
独立者（即自己
维持生活者

家庭成员
与仆役

共 计

业主…………………… １３８５３ ３７１０９ ５０９６２
管理人员（职员）……… ２２２６ ４５７４ ６８００
工人…………………… １４８１１１ ６１０９８ ２０９２０９
个体生产者…………… ５１５１４ ２３５０６ ７５０２０
       总 计 ２１５７０４ １２６２８７ ３４１９９１

  另一个例子：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博戈罗茨科耶

村（我们已经看到，它并不从事农业，“仿佛是一个制革厂”），根据

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计有工厂工人３９２名，而手工业人口，根

据１８８９年的地方自治局调查，约为８０００人（全部人口为９２４１人；

从事手工业的家庭占９１０以上）。让尼·—逊先生、卡布鲁柯夫先

生及其同伙想一想这些数字吧！

第２版补充。现在我们有了１８９７年全部人口职业统计普查资

料的总结。我们所整理的全俄罗斯帝国的资料如下①（单位百万）：

职   业 独立者
（男女）

家庭成员
（男女）

人口总数
（男女）

（ａ）官吏与军队……………………… １．５ ０．７ ２．２
（ｂ）僧侣与自由职业者……………… ０．７ ０．９ １．６
（Ｃ）食利者与领抚恤金者…………… １．３ ０．９ ２．２
（ｄ）被剥夺自由者、娼妓、无一定职业
 者及职业不详者………………… ０．６ ０．３ ０．９
 非生产人口总数………………… ４．１ ２．８ ６．９
（ｅ）商业………………………… １．６ ３．４ ５．０
（ｆ）交通…………………………… ０．７ １．２ １．９
（ｇ）私人职员、仆役、日工………… ３．４ ２．４ ５．８
   半生产人口总数…………… ５．７ ７．０ １２．７
（ｈ）农业…………………………… １８．２ ７５．５ ９３．７
（ｉ）工业…………………………… ５．２ ７．１ １２．３
   生产人口总数……………… ２３．４ ８２．６ １０６．０

总 计 ３３．２ ９２．４ １２５．６

９５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１８９７年１月２８日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材料研究结果总集》中央统计委员会
版第２卷第２１表第２９６页。各类职业我是这样编制的：（ａ）包括１、２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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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言自明，这些资料完全证实了上面所说的民粹派拿工厂工

人人数同全部人口作比较的方法是很荒唐的。

首先，把上引俄国全部人口按职业划分的资料加以分类，以便

说明社会分工这一俄国全部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很有

意思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全部人口应当分为三大类：（一）农业人

口；（二）工商业人口；（三）非生产人口（确切些说，不参加经济活动

的人口）。在上述九类（ａ—ｉ）中，只有一类不能直接地和完全地列

入这三大类中的任何一类，这就是ｇ类：私人职员、仆役、日工。这

一类应该大致地分配在工商业人口与农业人口之间。我们把这一

类中住在城市的一部分（２５０万）列入工商业人口，而把住在各县

的一部分（３３０万）列入农业人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俄国全部人

口的分类列表如下：
俄国农业人口…………………………  ９７．０（单位百万）
俄国农业人口…………………………  ９７．０（单位百万）
俄国农业人口…………………………  ９７．０（单位百万）

共 计  １２５．６（单位百万）

  一方面，从这个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商品流通，因而商品生

产，在俄国已经完全站稳脚跟。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俄国的经济发展还

很落后。

其次，经过我们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以后，俄国全部人口职业

统计能够而且应当用来大致确定，俄国全部人口按其阶级地位，即

按其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可以划分为哪些基本的类别。

这种确定——自然只是大致的确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

０６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ｂ）３与５—１２；（ｃ）１４与１５；（ｄ）１６与６３—６５；（ｅ）４６—６２；（ｆ）４１—４５；（ｇ）１３；
（ｈ）１７—２１；（ｉ）２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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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农民划分为几种基本经济类别的总的情况。完全可以把

俄国全部农业人口看作农民，因为地主的人数在总数中是微不足

道的。同时有不少的地主归入了食利者、官吏和显贵等等之内。在

９７００万农民群众中，则必须区分为三个基本类别：下等户——无

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等户——极贫穷的小业主；上等户——富

裕的小业主。这些类别——即各种阶级成分——的基本经济标志，

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分析过了。下等户，是无财产的并且主要或

一半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口。中等户，是极贫穷的小业主，因为

中等农民只有在丰收年份才勉强收支相抵，但其主要的生活来源

在这里是“独立的”（当然似乎是独立的）小经济。最后，上等户是富

裕的小业主，他们剥削相当数目的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以及各种

雇佣工人。

这三种类别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大约为：５０％、３０％和

２０％。上面我们经常采用农户或农场数目的百分比。现在我们采

用人口的百分比。这样一变动，下等户这个类别扩大了，上等户这

个类别缩小了。然而过去１０年中俄国所发生的，无疑正是这种变

动，农民失去马匹与破产，乡村中贫困与失业现象增长等等，都无

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说，在农业人口中间，我们看到有无产者与半无产者约

４８５０万人，极贫穷的小业主及其家属约２９１０万人，富裕小农户的

人口约１９４０万人。

其次，产生一个如何划分工商业人口与非生产人口的问题？在

后一类人口中，有很明显的大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食利者（“靠资本

及不动产的收入生活的”——即我国统计中第１４类第１组——９０

万人）、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武大官员等等。这里总计约为

１６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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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万人。在非生产人口的另一极，是陆军、海军、宪兵和警察的下

级官吏（约１３０万人），仆役和人数众多的小职员（共达５０万），将

近５０万乞丐、游民等等。这里只能大致划分为几个最接近基本经

济类型的类别：约有２００万归入无产者与半无产者（一部分流氓无

产者），约有１９０万归入极贫穷的小业主，约有１５０万归入富裕的

小业主，其中包括大部分职员、管理人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

最后，在工商业人口中间，最多的无疑是无产阶级，他们和大

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最深。但是人口调查并没有提供关于这部分

人口划分为业主、个体生产者、工人等等的任何资料。只好把上面

举出的按生产中的地位划分的圣彼得堡工业人口的资料作为例

子。根据这些资料，大体上可以把７％左右的人列入大资产阶级，

把１０％列入富裕的小业主，把２２％列入极贫穷的小业主，把６１％

列入无产阶级。当然，在整个俄国，工业中的小生产比圣彼得堡活

跃得多，但是我们并未把大批的个体生产者以及在家中为业主做

工的手工业者列为半无产者。因此，总的说来，上述的百分比与实

际情形大概不会有多大出入。于是我们得出工商业人口数目如下：

大资产阶级约为１５０万，富裕业主约为２２０万，贫穷的小生产者约

为４８０万，无产者与半无产者阶层约为１３２０万。

把农业人口、工商业人口与非生产人口加在一起，俄国全部人

口按阶级地位划分的情况大致如下：

全部男女人口

大资产阶级、地主、高等官吏等等…… 约  ３．０（单位百万）
富裕的小业主…………………………… 约  ２３．１（单位百万）
极贫穷的小业主………………………… 约  ３５．８（单位百万）
无产者①和半无产者…………………… 约  ６３．７（单位百万）

共 计 约 １２５．６（单位百万）

２６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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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毫不怀疑，我国立宪民主党的与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经济

学家与政治家们将会怒气冲冲地来反对这种关于俄国经济的“简

单化的”观念。抹杀详细分析中的经济矛盾的深度，同时指斥社会

主义者对这些矛盾整体的看法的“粗野”，这是最方便最有利不过

的了。对我们得出的结论的这种批判，自然是没有一点科学意义

的。

关于某些数字的近似程度，当然可能有部分的意见分歧。从这

种角度来看，指出洛西茨基先生的著作《根据１８９７年人口调查对

俄国人口的研究》（１９０５年《世间》第８期）是很有意思的。作者利

用了人口调查中关于工人与仆役人数的直接资料。根据这些资料，

他确定俄国无产者人口为２２００万，农民与地主为８０００万，工商业

业主与职员约为１２００万，非职业人口约为１２００万。

根据这些资料，无产阶级人数是与我们的结论很相近的。②否

认在依靠“外水”的贫苦农民中间、在手工业者等等中间有极其大

量的半无产者人口——这就是嘲弄关于俄国经济的一切资料。只

要想一想欧俄一地就有３２５万无马的农户，３４０万有一匹马的农

户，以及关于租地、“外水”、家庭收支等等的全部地方自治局统计

资料，就不会怀疑半无产者人数的众多了。假定无产者与半无产者

人口共占农民的一半，这大概是把它的数目减小了，决没有夸大。

而在农业人口以外，无产者与半无产者阶层的百分比无疑地还要

大些。

其次，如果不愿把完整的经济图景分拆成小块，那就必须把很

 ① 无产者不少于２２００万。见下面。
 ② 这里不必详细讨论洛西茨基先生所使用的关于工人与仆役的统计。显然，这个

统计的毛病在于把工人人数大大地缩减了。

３６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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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部分工商业管理人员、职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官吏等等列

入富裕的小业主之内。在这里我们也许是过于谨慎了，把这部分人

口的数目算得太多：很可能倒是应该把极贫穷的小业主的人数增

加，把富裕小业主的人数减少。不过这种划分当然并不奢望有统计

上的绝对准确性。

统计应当说明由全面的分析所确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应

当变成目的本身，就象在我国常常发生的那样。抹杀俄国人口中小

资产阶级阶层人数众多，就是公然伪造我国经济现实的图画。

六 蒸汽发动机的统计

蒸汽发动机在生产中的运用，是大机器工业最特出的标志之

一。因此，考察关于这一问题的现有资料是很有意义的。《俄罗斯

帝国蒸汽发动机统计材料》（１８８２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

报道了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的蒸汽发动机数目。①关于１８９２年，我们有

《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的数字，把所有工厂生产及矿业生产都

包括在内了。这些资料的比较如下：

工业中蒸汽发动机的数目

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 １８９２年

蒸 汽
锅 炉

蒸汽机
共有
马力

蒸汽
锅炉

蒸汽机
共 有
马力

欧俄（５０省） ７２２４ ５４４０ ９８８８８ １１２７２ １０４５８２５６４６９

波兰 １０７１ ７８７ １４４８０ ２３２８ １９７８ ８１３４６

高加索 １１５ ５１ ５８３ ５１４ ５１４ ５２８３

西伯利亚与土耳其斯坦 １００ ７５ １０２６ １３４ １３５ ２１１１

全帝 国共 计 ８５１０ ６３５３１１４９７７ １４２４８ １３０８５３４５２０９

４６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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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６年中间，蒸汽发动机马力的数量在俄国增加了两倍，而

在欧俄则增加了一倍半。蒸汽机数目增加得较少，因为每一蒸汽机

的平均马力大大增加了，在欧俄从１８马力增加到２４马力，而在波

兰王国则从１８马力增加到４１马力。因此，大机器工业在这一时期

发展得很快。就蒸汽机马力数量来看，在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站在其他

省份前面的是下列各省：圣彼得堡省（１７８０８马力）、莫斯科省

（１３６６８马力）、基辅省（８３６３马力）、彼尔姆省（７３４８马力）、弗拉基

米尔省（５６８４马力），这５省共有５２８７１马力，约占欧俄总数３５；

其次是波多利斯克省（５４８０马力）、彼得库夫省（５０７１马力）、华沙

省（４７６０马力）。在１８９２年，这个次序改变了：彼得库夫省（５９０６３

马力）、圣彼得堡省（４３９６１马力）、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２７８３９

马力）、莫斯科省（２４７０４马力）、弗拉基米尔省（１５８５７马力）、基

辅省（１４２１１马力）——后面５省共有１２６５７２马力，即约为欧俄

总数１２；其次是华沙省（１１３１０马力）与彼尔姆省（１１２４５马

力）。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波兰和南俄这两个新的工业中心形成

了。在彼得库夫省，蒸汽机马力数量增加了１０．６倍，在叶卡捷

琳诺斯拉夫和顿河两省②
，从２８３４马力增加到３０９３２马力，即增

加了９．９倍。这些如此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中心，由后列移到了

前列，把旧的工业中心挤到后面去了。应该指出：在这些资料中，

也显示出制造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即采矿工业与冶金工业有特别迅

速的增长。在１８７５—１８７８年，这种工业中使用蒸汽机１０４０台，

２２９６６马力（在欧俄），而在１８９０年则使用蒸汽机１９６０台，７４２０４

 ① 为了与１８９２年比较，我们从１３类行业中除去下列各类：（农业），（印刷业及
石印业）与 （“水管”及其他）。锅驼机是和蒸汽机一起计算的。

 ② 由于这两省的省界在１８７８年以后有了变动，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

５６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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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这就是说，１４年间的增长比起全部工业中的蒸汽发动机总

数在１６年间的增长还要大。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

占的比重愈来愈大。①

七 大工厂的增加

上面已经证明我国工厂统计资料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我们不

得不依靠更复杂的计算来确定改革后俄国大机器工业是如何发展

起来的。我们选择了１８６６年、１８７９年、１８９０年以及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

度关于最大工厂即有厂内工人１００以上的工厂的资料②。厂外工

人只是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工厂索引》的资料中才严格地区分开

来；因此，前面几个年份（特别是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９年）的资料，虽然

有注释中所加的修正，可能仍然有一些夸大。

我们举出这些最大工厂的资料：

６６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资料来源：《财政部年鉴》第１编（只有７１种行业的资料）；《工厂一览表》，第１
版和第３版，有一切行业的资料，正如在《工厂索引》中一样；但是，为了把《工
厂索引》的资料与《工厂一览表》的资料作一比较，必须从列入《工厂一览表》清
单的行业中除去路轨制造业。那些把家庭工人也列入工厂工人的作坊，已经
被减去。这种把家庭工人列入的情形，有时候在上述出版物的注释中直接讲
明了；这种情形有时候可以从各年资料的比较中看出来：例如，参看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以及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萨拉托夫省棉织业的资料（参看第６章第２节
（１））。辛茨海梅尔（《论德国大工厂生产扩张的限度》１８９３年斯图加特版）把有
５０个工人以上的工厂企业归入大工厂企业。我们认为这个标准绝对不低，但
是由于计算俄国资料很困难，所以只得限于最大的工厂了。

１８９２年以后，蒸汽发动机在俄国的应用有多么巨大的发展，这可以从下列事
实看出来：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在１９０４年，６４省有工厂蒸汽锅炉２７５７９
个，除农用者外，全国总计有蒸汽锅炉３１８８７个。（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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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年代欧俄最大工厂表

工 厂 类 别
 

（按工人人数分类）

１８６６年 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

工厂数目

共计

其中采
用蒸汽
发动机
者

工 人
 
 

人 数

生产总
额（单
位 千
卢布）

工厂数目

共计

其中采
用蒸汽
发动机
者

工 人
 
 
人 数

生产总
额（单
位 千
卢布）

工厂数目

共计

其中采
用蒸汽
发动机
者

工 人
 
 
人 数

生产总
额（单
位 千
卢布）

工厂数目

共计

其中采
用蒸汽
发动机
者

工 人
 
 
人 数

生产总
额（单
位 千
卢布）

（Ａ）有１００工人－４９９工人者

（Ｂ）有５００工人－９９９工人者

（Ｃ）１０００工人以上者

５１２

９０

４２

２０４

６８

３５

１０９０６１

５９８６７

６２８０１

９９８３０

４８３５９

５２８７７

６４１

１３０

８１

３５４

１１９

７６

１４１７２７

９１８８７

１５６７６０

２０１５４２

１１７８３０

１７０５３３

７１２

１４０

９９

４５５

１４０

９９

１５６６９９

９４３０５

２１３３３３

１８６２８９

１４８５４６

２５３１３０

总  计① ６４４ ３０７２３１７２９２０１０６６８５２ ５４９３９０３７４４８９９０５９５１ ６９４４６４３３７５８７９６５

（Ａ）有１００工人－４９９工人者

（Ｂ）有５００工人－９９９工人者

（Ｃ）１０００工人以上者

９８１

１６６

９１

５３４

１４５

８３

２１９７３５

１１５５８６

１７４３２２

２８９００６

１４２６４８

１９８２７２

１１３３

１８３

１１５

７６９

１８３

１１５

２５２６５６

１２１５５３

２４８９３７

３５５２５８

１９０２６５

３１３０６５

总  计② １２３８ ７６２５０９６４３６２９９２６１４３１ １０６７６２３１４６８５８５８８

（Ａ）有１００工人－４９９工人者

（Ｂ）有５００工人－９９９工人者

（Ｃ）１０００工人以上者

９８１

１６６

９１

５３４

１４５

８３

２１９７３５

１１５５８６

１７４３２２

２８９００６

１４２６４８

１９８２７２

１１３３

１８３

１１５

７６９

１８３

１１５

２５２６５６

１２１５５３

２４８９３７

３５５２５８

１９０２６５

３１３０６５

１１３６

２１５

１１７

９３５

２１２

１１７

２５２６７６

１４３４５３

２５９５４１

３７４４４４

２２９３６３

３５１４２６

总  计③ １２２９ ７５４４９６４１６６０７０８７１４２１ １０５７５９９２０６８１５１５３１４６８１２６４６５５６７０９５５２３３

① １８６６年、１８７９年、１８９０年的７１种行业的资料，关于这些行业的情况，有１８６６年的资料。

② 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９０年的缴纳消费税及不缴纳消费税的一切行业的资料。

③ １８７９年、１８９０年、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除路轨制造业（铸钢业）以外的一切行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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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这就是说，１４年间的增长比起全部工业中的蒸汽发动机总

数在１６年间的增长还要大。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

占的比重愈来愈大。①

七 大工厂的增加

上面已经证明我国工厂统计资料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我们不

得不依靠更复杂的计算来确定改革后俄国大机器工业是如何发展

起来的。我们选择了１８６６年、１８７９年、１８９０年以及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

度关于最大工厂即有厂内工人１００以上的工厂的资料②。厂外工

人只是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工厂索引》的资料中才严格地区分开

来；因此，前面几个年份（特别是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９年）的资料，虽然

有注释中所加的修正，可能仍然有一些夸大。

我们举出这些最大工厂的资料：

①

② 资料来源：《财政部年鉴》第１编（只有７１种行业的资料）；《工厂一览表》，第１
版和第３版，有一切行业的资料，正如在《工厂索引》中一样；但是，为了把《工
厂索引》的资料与《工厂一览表》的资料作一比较，必须从列入《工厂一览表》清

单的行业中除去路轨制造业。那些把家庭工人也列入工厂工人的作坊，已经
被减去。这种把家庭工人列入的情形，有时候在上述出版物的注释中直接讲
明了；这种情形有时候可以从各年资料的比较中看出来：例如，参看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以及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萨拉托夫省棉织业的资料（参看第６章第２节
（１））。辛茨海梅尔（《论德国大工厂生产扩张的限度》１８９３年斯图加特版）把有
５０个工人以上的工厂企业归入大工厂企业。我们认为这个标准绝对不低，但
是由于计算俄国资料很困难，所以只得限于最大的工厂了。

１８９２年以后，蒸汽发动机在俄国的应用有多么巨大的发展，这可以从下列事
实看出来：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在１９０４年，６４省有工厂蒸汽锅炉２７５７９
个，除农用者外，全国总计有蒸汽锅炉３１８８７个。（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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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１８６６年、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９０年的资料开始来分析这个

表。大工厂总数在这些年内变动如下：６４４—８５２—９５１，或者按百分

比计算，１００—１３２—１４７。因此，在２４年内，大工厂数目差不多增加

了半倍。此外，如果拿大工厂各个类别的资料来看，那么我们可以

看到：工厂愈大，其数目增加也愈快（Ａ：５１２—６４１—７１２；Ｂ：９０—

１３０—１４０；Ｃ：４２—８１—９９）。这表明生产日益集中。

使用机器的工厂数目比工厂总数增加得更快；以百分比计算

为：１００—１７８—２２６。愈来愈多的大工厂改用蒸汽发动机。工厂愈

大，其中使用蒸汽发动机的工厂就愈多；把这些工厂同该类工厂总

数的百分比计算出来，我们就得到如下的数字：（Ａ）３９％—５３％—

６３％；（Ｂ）７５％—９１％—１００％；（Ｃ）８３％—９４％—１００％。蒸汽发动

机的应用，是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及生产协作的扩大紧密联系着的。

全部大工厂工人人数变动的百分比如下：１００—１６８—２００。在

２４年中，工人人数增加了１倍，即超过了“工厂工人”总数的增加。

每一大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按年份为：３５９—４５８—４８８。按类别则

为：（Ａ）２１３—２２１—２２０；（Ｂ）６６５—７０６—６７３；（Ｃ）１４９５—１９３５—

２１５４。因此，最大工厂集中的工人比例日益扩大。在１８６６年，工人

在１０００以上的工厂，其工人人数占大工厂工人总数的２７％；在

１８７９年，占４０％；在１８９０年，占４６％。

全部大工厂的生产总额的变动，用百分比表示是：１００—２４３—

２９２。按类别则为：（Ａ）１００—２０１—１８７；（Ｂ）１００—２４５—３０８；（Ｃ）

１００—３２３—４７９。因此，全部大工厂的生产总额差不多增加了两倍，

而且工厂愈大，这种增加的速度就愈快。但是，如果我们把各类工

厂每年的劳动生产率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稍微不同的情

形。全部大工厂中，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额为８６６—１２５０—１２６０卢

８６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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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而按类别则为：（Ａ）９０１—１４１０—１１９１；（Ｂ）８００—１２８２—１５７４；

（Ｃ）８４１—１０８２—１１８８。因此，在这里看不出（每一工人）每年生产

额由最低的类别到最高的类别的上升。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

于各种行业的工厂以不同的比例归入各类，而这些行业的原料价

格不等，因而每一工人的全年生产额也不同。①

对１８７９年、１８９０年的资料以及１８７９年、１８９０年、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度的资料也进行这样详细的分析，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只

不过是为了几个稍微不同的百分比把上面所说过的重复一遍而

已。

最近《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中引用了一些按工人人数划分工

厂类别的资料。下面是１９０３年的这种资料：

俄罗斯６４省 欧俄５０省９８

工厂类别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工人在２０以下者 ５７４９ ６３６５２ ４５３３ ５１７２８

２１—５０工人者 ５０６４ １５８６０２ ４２５３ １３４１９４

５１—１００工人者 ２２７１ １５６７８９ １８９７ １３０６４２

１０１—５００工人者 ２０９５ ４６３３６６ １７５５ ３８３００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工人者 ４０４ ２７６４８６ ３４９ ２４０４４０

超过１０００工人者 ２３８ ５２１５１１ ２１０ ４５７５３４

共 计 １５８２１ １６４０４０６ １２９９７ １３９７５３８

  这些资料是可以同上面引用的资料作比较的，只是有些不确

切，虽然不严重。不管怎样，这些资料表明，大工厂（工人在９９或

１００以上者）数目及其工人人数都迅速地增长着。这些大工厂中的

最大工厂，其工人人数的集中——从而生产的集中——也在增长

９６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例如，在１８６６年，列入Ａ类的有１７个精制糖厂，其中每一工人的全年生产额
约为６０００卢布，而在纺织厂中（列入最高类别的），每一工人的全年生产额则
为５００—１５００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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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①

把大工厂的资料同我国官方统计中关于全部“工厂”的资料加

以对照，我们就看到：在１８７９年，大工厂占全部“工厂”的４．４％，

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６６．８％及生产总额的５４．８％。在１８９０年，

大工厂占全部“工厂”的６．７％，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７１．１％与

生产总额的５７．２％。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大工厂占全部“工厂”的

１０．１％，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７４％与生产总额的７０．８％。在

１９０３年，工人超过１００人的大工厂，在欧俄占工厂总数的１７％，集

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７６．６％。②这样，大工厂，主要是使用蒸汽机

 ① 从“最近《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开始这两段话，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２版（１９０８年版）增加的。后来，列宁在这一版的一本书的页边上，亲手补写了
下面一些数字（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工厂类别再一次列出来，放在方括弧内）。

１９０８年（俄罗斯６６省）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工厂类别］

５４０３—６３９５４ ［工人在２０以下者］

４５６９—１５２４０８ ［２１—５０工人者］

２１１２—１５０８８８ ［５１—１００工人者］

２１６９—４９６３２９ ［１０１—５００工人者］

４３３—２８０３６９ ［５０１—１０００工人者］

２９９—６６３８９１ ［超过１０００工人者］

１４９８５—１８０８１０９ ［共  计］

工厂有１００工人以上者

１９０８年 １９０３年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工厂数目 工人人数

２９０１—１４４０８５９ ２７３７—１２６１３６３

   见第４７１—４７２页插图。——编者注
 ② 《工厂一览表》和《工厂索引》中我国工厂工业的总计性资料，已在上面第２节中

引用过了（参看《评论集》第２７６页（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２１—２２
页。——编者注））。我们要指出：大工厂数目在“工厂”总数中的百分比的增长，
首先表明了“工厂”这一概念在我国统计中的逐渐缩小。

０７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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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１９０８年第２版

第４０５页，上面有列宁的批注

（按原版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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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工厂，虽然为数不多，但集中了全部“工厂”工人人数与生产总

额的大部分，而且是日益增加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这些大工

厂在改革后时代以怎样巨大的速度增长着。现在我们还要引证关

于采矿工业中的大企业的资料①。
１８９０年欧俄最大的工业企业

工厂、矿山等等类别
 

（按工人人数分类）

采 矿 工 业 工厂工业与采矿工业

企业 数目

共计
其中使用
蒸汽发动
 机者 

工 人
人 数

企业数目

共计
其中使用
蒸汽发动
机者

工 人
人 数

（Ａ）１００—４９９工人者 ２３６ ８９ ５８２４９１３６９ ８５８ ３１０９０６

（Ｂ）５００—９９９工人者 ７３ ３８ ５０６０７ ２５６ ２２１ １７２１６０

（Ｃ）１０００工人以上者 ７１ ４９ １４９０９８ １８６ １６４ ３９８０３５

共 计 ３８０ １７６ ２５７９５４１８１１ １２４３ ８８１１０１

  在采矿工业中，大企业工人的集中还更厉害（虽然生产上应用

蒸汽发动机的企业的百分比比较低些）；在３０５０００名矿业工人中，

有２５８０００人，即８４．５％的矿业工人集中在有工人１００名以上的

企业里；差不多一半矿业工人（３０５０００中的１４５０００）在少数有工人

１０００名以上的最大工厂内做工。在欧俄全部工厂工人与矿业工人

（１８９０年为１１８０００）当中，３４（７４．６％）集中在有工人１００名以上

的企业里；差不多一半（１１８００００中的５７００００）集中在有工人５００

名以上的企业里。②

３７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根据１８９５年的工业调查，在德国的全部工业中（矿山建筑业也包括在内，这一

这些资料是根据《１８９０年俄国采矿工业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出来的，同时把列
入《工厂一览表》中的工厂除开了。由于这样除开的结果，欧俄矿业工人总数
减少了３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３０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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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逊先生说，１８８０—１８９０年时期同１８６５—１８８０年时期比

较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厂人口”的增长“都变慢了”；我们认

为在这里研究一下尼·—逊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多余

的。①尼·—逊先生依靠他那独特的逻辑，居然从这个卓绝的发现

中作出结论，仿佛“事实完全确证了”《论文集》中所提出的论断，即

“资本主义在达到其发展的一定界限时，就会缩小自己的国内市

场”。——第一，从“增长变慢”就推断出国内市场的缩小，是毫无

根据的。工厂工人人数既然比人口增长得快（而根据尼·—逊先生

自己的资料也正是如此；从１８８０年到１８９０年增长了２５％），这就

意味着人口在脱离农业，甚至个人消费品的国内市场也在增长（更

不必说生产资料的市场了）。第二，百分比上所表现的“增长的减

少”，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定发生的现象，因为用

百分数表示，小的数量总是比大的数量增长得快。根据资本主义在

最初阶段发展得特别迅速的事实，只能作出结论说：年轻国家有赶

过年老国家的趋势。把初期增长的百分比当作以后各个时期的标

准是错误的。第三，“增长的减少”这一事实本身，绝对不是尼·—

逊先生所举出的各个时期的比较所能证明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

展只能是周期性的；因此，要比较各个时期，就必须举出很多年的

资料②，以便把特别繁荣、高涨的年代和衰落的年代划分清楚。尼

４７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例如，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其《俄国工厂今昔》第３０７页及图中所做
的那样。依据这个图可以清楚地看出，１８７９年，尤其是１８８０年和１８８１年，是
特别高涨的年份。

１８９４年《俄国财富》第６期第１０１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所举出的大工厂的资
料，也证明１８７９—１８９０年增长的百分比比１８６６—１８７９年要小些。

部门在俄国并未登记），有工人１０００以上的企业２４８个；这些企业中的工人为
４３０２８６名。可见，俄国的最大工厂比德国的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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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先生不这样做，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没有看出１８８０年是

特别高涨的一年。不仅如此，尼·—逊先生甚至毫不在乎地“捏造

出”相反的论断。他议论道：“还须指出，中间的〈１８６５年和１８９０年

中间的〉１８８０年是一个歉收的年份，因此在该年内所登记的工人

人数，比正常年份要少些”！！（同上，第１０３—１０４页）。尼·—逊先

生只要看看他从中取得１８８０年的数字的那本出版物（《工厂一览

表》第３版）的正文，他就会在那里看到，１８８０年的特点是工业，特

别是制革业和机器制造业的“飞跃”（第 页），这是因为战后对制

成品的需求大大增加，政府订货大大增多。只要把１８７９年的《工厂

一览表》翻一翻，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飞跃的程度。① 但是尼

·—逊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浪漫派理论，竟不惜公然歪曲事实。

八 大工业的分布

为了说明大机器工业，除去生产集中在最大工厂的问题之外，

生产集中在各个工厂工业中心的问题和工厂中心的各种不同形式

的问题也很重要。可惜我国工厂统计不仅供给一些不能令人满意

的和不能比较的材料，而且对这些材料的整理也很不够。例如，在

现时的出版物中，只以各省为单位来表明工业的分布（而不是象

６０年代优秀的出版物那样以各个城市和各个县份为单位，这些出

版物还用地图来说明工厂工业的分布）。但是为了确切说明大工业

５７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例如，制呢业加紧制造军用呢；制革业欣欣向荣；大工厂“为军事部门”制造
２５０万卢布的革制品。（第２８８页）伊热夫斯克工厂与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制
造炮兵用品共值７５０万卢布，而１８９０年则为１２５万卢布。铜器业把注意力放
在制造军用品及军事器材上（第３８８—３８９页）；火药厂日夜开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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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必须采用各个中心，即各个城市、各个工厂村或彼此距离

相近的几个工厂村的资料。省或县是太大的地域单位。① 因此，我

们认为必须根据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算出关于我国

工厂工业集中在最重要中心的资料。附录（附录三）中所刊载的表，

包括了欧俄１０３个工厂中心的资料，这些工厂中心大约集中了工

厂工人总数的一半。②

这个表给我们指出了俄国工厂中心的三种主要类型。（１）城

市。它们占第一位，其特点是工人与企业的最大集中。一些大城市

在这方面特别突出。在１８９０年，两个首都各集中了７００００工厂工

人（近效也计算在内），里加集中了１６０００工人，伊万诺沃－沃兹涅

先斯克集中了１５０００工人，博戈罗茨克集中了１００００工人，其余城

市都不到１００００工人。只要粗略地看一看官方公布的几个大城市

的工厂工人的人数（１８９０年敖德萨为８６００名，基辅为６０００名，顿

河畔罗斯托夫为５７００名，等等），就知道这些数字小得可笑。上面

所举的圣彼得堡的例子表明，必须把这些数字增加好几倍，才能得

６７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只有生产额在２０００卢布以上的工厂才列入本表，而磨坊则只有使用蒸汽发动
机的才列入。凡是指明厂外工人算作工厂工人的地方，都把这些厂外工人除
外了；这种除外是用星花（ ）来表明的。１８７９年的工业高涨，也不能不在这些
资料中反映出来。

“……在（莫斯科省）各县的辖区内，工厂的配置很不平衡：在工业十分发达的
县份，除了那些由于工厂企业相当密集而可以称为真正工厂中心的地区以外，
我们看到许多几乎没有任何工厂工业的乡；相反，在一般缺少工厂的县份，有
一些地区，某一行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除了手工业者的茅舍与小工房以
外，还出现了具有工厂生产的一切特征的较大的企业。”（《莫斯科省统计资料
汇编》，卫生统计部分，１８９０年莫斯科版第４卷第１册第１４１页）这一出版物
在现今的工厂统计书刊中是较好的一种，它以详细编制的地图说明了大工业
的分布。要得到工厂工业分布的全貌，只缺少各个中心按工厂数、工人数和生
产总额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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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工业中心的工业工人的总数。除了城市以外，还必须指出城

市近郊。大城市近郊往往是相当大的工业中心，但是根据我们的资

料，我们只能举出一个这样的中心——圣彼得堡近郊，１８９０年这

里有工人１８９００名。列入我们表中的莫斯科县的几个村庄，实质上

也是城市近郊。①

工厂中心的第二个类型就是工厂村，它们在莫斯科、弗拉基米

尔与科斯特罗马３省特别多（在我们表中所列入的６３个最重要的

乡村中心总数中，有４２个是在这３省之内）。在这些乡村中心中

间，奥列霍沃－祖耶沃镇首屈一指（表中把奥列霍沃与祖耶沃分别

列出，然而它们是一个中心）；就工人人数来说，它只逊于两个首都

（在１８９０年为２６８００人）②。在这３省以及雅罗斯拉夫尔与特维尔

两省，大多数乡村工厂中心是由一些极大的纺织工厂（棉纺织厂、

亚麻织布厂与毛织厂等等）形成的。以前在这些村庄中，差不多总

是有分活站，即支配着附近大批手工织工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的中心。在统计没有把家庭工人与工厂工人混在一起的场合，关于

这种中心的发展的资料突出地表明了大机器工业的增长，大机器

工业把附近成千的农民聚集起来，并把他们变成工厂工人。其次，

相当多的乡村工厂中心是由一些大的矿厂与冶金厂（博布罗沃村

７７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在１８７９年，据计算这里只有１０９００工人。显然，是使用了不同的登记方法。

“……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莫斯科附近的大村切尔基佐沃，是一个大工厂，并
且真正是莫斯科的延长…… 靠近这里，在谢苗诺夫关卡外面……还有许多
各种各样的工厂…… 距离这里不远，我们看到伊兹梅洛沃村，村中有自己的
一些织造厂与很大的伊兹梅洛沃纺织厂”。这是莫斯科北面的情形。向南面
去，“在谢尔普霍夫关卡外面，我们首先看到很大的达尼洛夫纺织厂，单是这个
工厂就象是一座小城…… 再往前走，看见一大圈彼此距离很近的大烧砖厂”
等等（上引《统计资料汇编》第４卷第１册第１４３—１４４页）。因此，实际上，工厂
工业的集中程度要比我们在表中所能表明的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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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洛姆纳厂，尤佐沃厂、布良斯克厂等等）形成的；其中大部分属

于采矿工业，因而未列入我们的表。分布于西南各省村镇的甜菜制

糖厂，也形成了不少的乡村工厂中心；我们举出最大的中心之一，

基辅省的斯梅拉镇作例子。

工厂中心的第三种类型是“手工业”村，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

往往被算作“工厂”。在我们的表中，巴甫洛沃、沃尔斯马、博戈罗茨

科耶、杜博夫卡等村是这种中心的典型。我们在上面已经以博戈罗

茨科耶村为例子，把这些中心的工厂工人人数同其全部从事手工

业的人口作过比较了。①

把我们表中所列入的各个中心，按照每一中心的工人人数和

各个中心的种类（城市或村庄）加以分类，可以得到下面的资

料。②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１０３个中心在１８７９年集中了３５６０００工

人（总数为７５２０００），而在１８９０年则集中了４５１０００工人（总数为

８７６０００）。因此，工人人数增加了２６．８％，而在全部大工厂（工人在

１００以上者）中只增加了２２．２％，工厂工人总数在同一时期只增加

了１６．５％。由此可见，工人正被聚集在各最大的中心。在１８７９年，

工人超过５０００名的中心只有１１个，而在１８９０年则已经有２１个

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人在５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的中心数目的增加。

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１）由于南俄（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夫

等等）工厂工业的显著增长；（２）由于中部各省工厂村的增长。

城市中心与乡村中心的比较，表明乡村中心在１８９０年占最主

８７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８０页。——编者注

参看本卷第４５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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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心工人总数的１３左右（４５１０００中的１５２０００）。就整个俄国说

来，这个比例应当还要高些，这就是说，１３以上的工厂工人应当

是在城市以外。事实上，所有著名的城市中心都已列入了我们的

表，而有几百个工人的乡村中心，除去我们举出的以外，还有很多

很多（如有玻璃厂、烧砖厂、酿酒厂、甜菜制糖厂等等的村庄）。矿业

工人主要也是分布在城市以外。因此可以认为，在欧俄的工厂工人

与矿业工人的总数中，分布在城市以外的不下一半（也许是一半以

上）。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俄国工业人口的数量

大大地超过城市人口。①

当我们谈到工厂工业在城市中心与乡村中心的发展速度的比

较这个问题时，我们看到乡村中心在这方面无疑是领先的。工人在

１０００以上的城市中心的数目在上述期间增加极少（从３２增加到

３３），而这种情况的乡村中心的数目则增加很多（从３８增加到

５３）。工人人数在４０个城市中心只增加了１６．１％（从２５７０００人增

加到２９９０００人），而在６３个乡村中心则增加了５４．７％（从９８５００

人增加到１５２５００人）。每一城市中心的平均工人人数只从６４００人

增加到７５００人，而每一乡村中心的平均工人人数则从１５００人增

加到２４００人。这样，工厂工业大概具有下列的趋势：在城市以外扩

展特别迅速；建立新的工厂中心并比城市中心更快地把它们向前

推进；深入似乎与资本主义大企业世界隔绝的穷乡僻壤。这个十分

重要的情况向我们表明：第一，大机器工业是以怎样的速度改造着

社会经济关系。过去要几百年才能形成的东西，现在不过１０年光

９７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１８９７年１月２８日的人口普查，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整个帝国的城市人口计
为男女１６８２８３９５人。而工商业人口，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是２１７０００００人。
（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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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最重要的工厂工业中心

中  心  类  别
（按 工人 人 数及
中心种类划分

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

中 心 数目

城市村庄共计

工厂
数目

生产总额
（单位
千卢布

工 人
人 数

中 心数 目

城市村庄共计

工厂
数目

生产总额
（单 位
千卢布

工人
人数

工人在１００００人以上的中心 …… ４ １ ５ １３９３２７９３９８１５８６７０ ６ １ ７ １６４４３６１３７１２０６８６２

工人在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的中心 …… ６ － ６ １４８ ６５９７４ ４９３４０ １０ ４ １４ ９３１ １５１０２９ ９０２２９

工人在１０００－５０００的中心 ……… ２２ ３７ ５９１０２９１７４１７１１３３７１２ １７ ４８ ６５ ８０４ １８６４２２１４４２５５

工人在１０００以上的中心总计 ３２ ３８ ７０２５７０５１９５４３３４１７２２ ３３ ５３ ８６ ３３７９６９８８２２４４１３４６

工人不到１０００的中心 …………… ８ ２０ ２８ ２６０ １７１４４ １４０５５ ６ １０ １６ ２５９ ８１５９ ９８９８

没有工人的中心…………………… － ５ ５ １ － － １ － １ － － －

共  计……………… ４０ ６３１０３２８３１５３６６８７３５５７７７ ４０ ６３１０３３６３８７０６９８１４５１２４４

城市（与近郊）……………………… ４０ － ４０２５７４４２１３１０２５７１８１ ４０ － ４０ ３３２７５３５０８５２９８６５１

村庄（市镇）………………………… － ６３ ６３ ２５７ １１５３７７ ９８５９６ － ６３ ６３ ３１１ １７１８９６１５２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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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心工人总数的１３左右（４５１０００中的１５２０００）。就整个俄国说

来，这个比例应当还要高些，这就是说，１３以上的工厂工人应当

是在城市以外。事实上，所有著名的城市中心都已列入了我们的

表，而有几百个工人的乡村中心，除去我们举出的以外，还有很多

很多（如有玻璃厂、烧砖厂、酿酒厂、甜菜制糖厂等等的村庄）。矿业

工人主要也是分布在城市以外。因此可以认为，在欧俄的工厂工人

与矿业工人的总数中，分布在城市以外的不下一半（也许是一半以

上）。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俄国工业人口的数量

大大地超过城市人口。①

当我们谈到工厂工业在城市中心与乡村中心的发展速度的比

较这个问题时，我们看到乡村中心在这方面无疑是领先的。工人在

１０００以上的城市中心的数目在上述期间增加极少（从３２增加到

３３），而这种情况的乡村中心的数目则增加很多（从３８增加到

５３）。工人人数在４０个城市中心只增加了１６．１％（从２５７０００人增

加到２９９０００人），而在６３个乡村中心则增加了５４．７％（从９８５００

人增加到１５２５００人）。每一城市中心的平均工人人数只从６４００人

增加到７５００人，而每一乡村中心的平均工人人数则从１５００人增

加到２４００人。这样，工厂工业大概具有下列的趋势：在城市以外扩

展特别迅速；建立新的工厂中心并比城市中心更快地把它们向前

推进；深入似乎与资本主义大企业世界隔绝的穷乡僻壤。这个十分

重要的情况向我们表明：第一，大机器工业是以怎样的速度改造着

社会经济关系。过去要几百年才能形成的东西，现在不过１０年光

① １８９７年１月２８日的人口普查，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整个帝国的城市人口计
为男女１６８２８３９５人。而工商业人口，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是２１７０００００人。
（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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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就实现了。例如，只要把上一章所指出的“手工业村”博戈罗茨科

耶、巴甫洛沃、基姆雷、霍捷伊奇、韦里科耶等等这些非农业中心的

形成，与一下子就把成千乡村居民聚集到工业村的现代工厂新中

心的建立过程作一比较，就可以相信这一点。①社会分工得到了巨

大的推动。居民的流动代替了昔日的定居与闭塞状态而成为经济

生活的必要条件。第二，工厂向乡村的迁移表明，资本主义克服了

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为它设置的障碍，甚至从这种闭塞状态

里面取得了利益。在乡村中设立工厂有不少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保

证有廉价的工人。不让农夫进工厂，工厂却来找农夫。②农夫不能

完全自由地（由于连环保以及不许退出村社）去寻找最有利的雇

主，而雇主却非常善于寻找最廉价的工人。第三，相当数量的乡村

工厂中心及其迅速的发展表明，认为俄国工厂与农民群众处于隔

１８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工厂寻找廉价的织工，它在织工的家乡找到了。工厂应当跟着织工走……”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６３页）

“在克里沃罗格镇，居民从１８８７年的６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８９６年的１７０００人；在第
聂伯公司采石厂中，从２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８０００人；在德鲁日科夫卡车站附近，
１８９２年还只有车站建筑，现在则变成了住户达６０００人的村庄；在格丹策夫工
厂中约有３５００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车站附近，修建了很多工厂，形成了新的
居民点；在尤佐夫卡，形成了有２９０００人口的城市……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附
近的下第聂伯罗夫斯克，在荒凉的沙地上，现在有许多工厂，形成了有６０００人
的新的居民点。马利乌波尔的工厂吸引了１００００个新移民等等。各个煤矿形
成了居民的中心。”（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５０期）根据《俄罗斯新闻》
（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２１日第３２２期）的报道，巴赫姆特县地方自治会议申请把有
１０００人口的商业村改为镇，而把有５０００人口的商业村改为市……“在我们这
里看到商业村和工厂村的无比增长…… 共计有３０个村，都以纯粹美国式的
速度产生和增长着…… 在沃伦策沃，正在建立一个有两座高炉（一个铸钢
用，一个轧钢轨用）的大冶金厂，并将于１１月初开工。那里计有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人
口，他们在不久前几乎是渺无人烟的草原上盖起了房子。随着劳动者的流入，
商人、手艺人、一般小手工业者也纷至沓来，他们指望各种商品能够很容易、很
迅速地卖给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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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状态、俄国工厂对农民的影响很小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相反，

我国工厂工业分布的特点表明，它的影响很广泛，远不限于工厂墙

壁之内。①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工厂工业分布的这个特点也不能

不使大机器工业对它雇用的人所发生的改造作用受到暂时的阻

碍。把偏僻地方的农夫一下子变为工人，工厂就在某一时期内保证

自己有最廉价、最不开化与要求最少的“人手”。但是，很明显，这种

阻碍只能是短时期的，它的代价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影响范围更加

扩大。

九 木材业与建筑业的发展

大机器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非

常有代表性的伴侣），是提供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工业以及建筑业的

发展。我们从木材业谈起。

砍伐树木并为自己使用面对树木进行初步加工，这是农民历

来的工作，几乎各个地方都是列入农民一般活计范围之内的。但是

所谓木材业，我们是专门指为出卖而采伐树木。改革后时代的特点

是这种工业特别发展，作为个人消费品（城市的增加，乡村中非农

业人口的增加，农民在获得解放时失去了自己的林木），尤其是作

为生产消费品，对木材的需求都迅速增加了。商业、工业、城市生

活、军事、铁路等等的发展，都引起对木材的需求的大量增加，而使

用木材的不是人，而是资本。例如，在工业省份内，木柴价格“不是

２８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我们回忆一下上面（第３章第４节第１４６页脚注（见本卷第１８０—１８１
页。——编者注））所举出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巴赫姆特县采矿工业影响当
地农业制度的事实。地主经常抱怨居民被工厂“教坏了”，也是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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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最近５年来〈１８８１年以前〉木柴价格

上涨１倍以上”。①“木材价格猛涨。”②在科斯特罗马省，“由于工厂

大量使用木柴，７年来木柴价格上涨１倍”③等等。木材商品向国外

的输出，从１８５６年的５９４７０００卢布，增加到１８８１年的３０１５３０００

卢布与１８９４年的３９２０００００卢布，就是说，增长的比例如下：１００—

５０７—６５９。④通过欧俄内河航运，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年每年平均运输的建

筑木材和木柴为１５６００万普特⑤，而１８８８—１８９０年每年平均为

７０１００万普特⑥，即运输量增加了３倍以上。通过铁路，１８８８—１８９０

年每年平均运输２９０００万普特⑦，而在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年每年平均大

概不出７０００万普特⑧。这就是说，木材商品运输总额，在６０年代

约为２２６００万普特，而在１８８８—１８９０年则为９９１００万普特，——

即增加３倍以上。由此可见，木材业正是在改革后时代有了巨大发

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工业的组织究竟是怎样的呢？——是纯粹资本主义的。

企业主即“木材业者”从地主那里购买森林，雇用工人来砍伐、截

锯、流送等等。例如，在莫斯科省，据地方自治局统计学家计算，在

３８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估计约占全部铁路货述的１５。（《军事统计汇编》第５１１页；参看第５１８—５１９
页）。

同上，第２６页。
《铁路与内河航运统计概述》１８９３年圣彼得堡版（交通部版）第４０页。
《军事统计汇编）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３９页。木材的输出在１９０２年为５５７０万卢
布，在１９０３年为６６３０万卢布。（第２版注脚）

日班科夫《１８６６—１８８３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
响》１８８７年科斯特罗马版第２５页。

同上，第４编第８０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１编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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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００个从事木材业的农民中间只有３３７个木材业者。①在维亚特

卡省斯洛博茨科伊县，计有木材业者１２３人（“小木材业者大部分

是大木材业者的承包人”，而大木材业者只有１０人），而从事木材

业的工人为１８８６５人，每人工资为１９．５卢布。② 谢·柯罗连科先

生认为整个欧俄从事木材业劳动的有２００万农民③，这一数字大

概没有夸大，例如，在维亚特卡省９个县（共１１个县）计有木材工

人约５６４３０人，在整个科斯特罗马省约有４７０００人④。木材业劳动

的报酬最低；卫生条件十分恶劣，工人的健康遭到极大的损坏；被

派到森林深处的工人的状况是最没有保障的；在这一工业部门中，

盘剥、实物工资制以及诸如此类的“宗法式的”农民手工业的伴随

物非常盛行。我们举出地方调查者们的几段评论来证实这种评述。

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们指出了通常把木材工人的工资大大降低的

“强制入伙制”。科斯特罗马省的木材工人“合伙住在森林中匆促

地、马马虎虎地搭成的茅屋里，屋子里没有炉子，以灶火取暖。饭菜

很坏，面包放了一礼拜变得象石头一样硬，空气污浊……经常穿着

半湿的衣服……这一切，不能不损坏木材业者的健康”。“木材”乡

中的居民比外出零工乡（即外出做零工的人占多数的乡）中的居民

“肮脏得多”。⑤关于诺夫哥罗德省季赫温县，我们读到：“农业是辅

助的收入来源，虽然在一切官方资料中你们可以看到居民是种地

的…… 农民用来满足自己根本需要的一切收入，都是他们为木

４８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上引书第１９—２０页和第３９页。参看《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２
编第２６５页中完全相似的论述。

依据《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计算的。
《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１编第３９７页。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７卷第１编第２册。在我国木材业中，也常常没有
把业主和工人严格分开，把工人也叫作木材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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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业者采伐与流送木材所得的工资。但是危机很快就会到来，再过

５—１０年森林就没有了……” “从事木材业的工人可以说是船

夫；他们在深山老林的宿营地过冬……而在春天，由于不习惯家庭

劳动，就去浮运和流送木柴；只有农忙季节和割草期才会使他们定

居下来……” 农民处于木材业者的“永久盘剥”之下。①维亚特卡

的调查者指出，雇用工人去从事木材业劳动通常安排在征税的时

候，向业主购买生活用品大大降低了工资…… “不论伐木工或砍

柴工，夏季每天获得１７戈比左右，带马的每天获得３３戈比左右。

这样低的工资实在不足以补偿劳动，如果我们想到这种行业是在

极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话”②，以及其他等等。

总之，木材工人就是农村无产阶级的巨大组成部分之一。农村

无产阶级只有很小一块土地，因而不得不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出卖

自己的劳动力。这种职业是极不规则、极不固定的。因此，木材工

人形成了理论上称之为潜在的③ 形式的后备军（或资本主义社会

中相对的人口过剩）：一部分（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是不小的一

部分）农村人口必须经常准备担任这类工作，必须经常需要这类工

作。这就是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条件。随着森林在木材业者掠

５８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后第６６８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７０５
页。——编者注）。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１１编第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５、１４７页。参看奥
廖尔省特鲁布切夫斯克县地方自治局汇编，其中很多地方指出：“农业具有次
要的意义”，主要的作用是属于副业，特别是木材业。（《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统
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７年奥廖尔版，特别是关于各村的注释）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８编第１３７２—１３７３页和第１４７４页。“由
于木材业的需要，打铁业、制革业、熟制毛皮业及一部分制鞋业在季赫温县发
展起来了；前者提供钩竿，而后三者提供靴、短皮大衣及手套。”同时，我们在这
里看到生产资料的制造（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第 部类的增长）怎样推动消费品
的制造（即第 部类）的例子。不是生产跟着消费走，而是消费跟着生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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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似的采伐下正在消失（而这个过程是进行得非常快的），就愈益

强烈地感觉到以煤炭代替木柴的需要，煤炭工业就愈益迅速地发

展起来，只有煤炭工业才能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坚固基础。需要有一

种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一定的很少波动的价格买到任何数量的廉价

燃料，——这就是现代工厂的要求。木材业不能满足这个要求。①

因此，木材业在燃料供应上胜过煤炭工业，是与资本主义不甚发达

的状态相适应的。至于谈到社会生产关系，那么在这方面，木材业

同煤炭工业的关系大概就象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同资本主义大机

器工业的关系一样。木材业意味着最原始的技术状态，以原始的方

法开发自然资源；煤炭工业则引起技术上的彻底改革和机器的广

泛应用。木材业使生产者仍然是农民，煤炭工业则把生产者变成工

厂工人。木材业把整个旧的宗法式生活制度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保

留下来，利用被分派到森林深处的工人的愚昧无知、孤立无援与

分散状态，以最坏的盘剥方式束缚他们。煤炭工业造成了人口的

流动，建立了巨大的工业中心，并必然导致对生产进行社会监督。

一句话，上述更替有着进步的意义，就象工厂代替手工工场一

样。②

６８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尼·—逊先生讲到了煤炭工业代替木材业的问题（《论文集》第２１１页和第
２４３页），他象往常一样只是发牢骚。对于以最坏的剥削形式著称的资本主义
木材业落后于资本主义煤炭工业这件小事，我们的浪漫派竭力不予理会。但
是关于“工人人数”，他却大谈特谈！６０来万英国煤矿工人同几百万无工可做
的农民比起来说明什么呢？——他说道。（第２１１页）我们对此回答道：资本主
义形成相对的人口过剩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尼·—逊先生完全不懂得这种现

下面是从《波兰王国工厂工业调查委员会委员的报告》（１８８８年圣彼得堡版第
１部）的资料中所得到的对于这点的说明。波兰的煤炭比莫斯科的便宜一半。
波兰１普特纺线的平均燃料费用为１６—３７戈比，而莫斯科地区则为５０—７３
戈比。莫斯科地区的燃料贮备量是１２—２０个月，而波兰最多是３个月，大部分
是１—４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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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最初也同样归入农民家庭劳动范围以内（直到现在仍

是这样，因为半自然的农民经济还存在）。进一步的发展使建筑工

人变为按照消费者订货而工作的专业手艺人。在乡村及小城市中，

建筑业的这种组织在现在也是相当发达的；手艺人通常保持着同

土地的联系，为范围极其狭小的小消费者工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

展，保存这种工业结构就不可能了。商业、工厂、城市、铁路的发展，

提出了对完全另外一种建筑的需求，这种建筑无论在建筑样式或

规模上都与宗法制时代的旧式建筑是不一样的。新式建筑需要各

种各样的贵重材料，需要大批各种各样专业工人的协作，需要很长

的施工时间，这些新建筑的分布与传统的居民的分布完全不一致：

它们建设在大城市里或城市近郊，建设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以及正

在修筑的铁路沿线等等。当地的手艺人变为企业主－承包人所雇

用的外出零工，而这些企业主－承包人逐渐挤进消费者与生产者

之间，并且变成真正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跳跃式的发展，长

久萧条的年代被“建筑热”（正如现在１８９８年所经历的）的时期所

代替，大大地推动了建筑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大与加深。

根据俄国经济学书刊的资料，上述工业在改革后时期的演进

就是如此。①这种演进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地区分工上，也就是形成

了各个广大地区，那里的劳动居民专门从事于某一种建筑活

７８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断定这种演进是困难的，因为在我国书刊中，往往把建
筑工人叫作“手艺人”，同时完全错误地把雇佣工人也归入这个类别。——关
于西欧建筑业组织的类似的发展，可参看维伯《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１８９５
年斯图加特版第７页。

象与大机器工业的需要之间的联系。把临时地与不规则地从事各种工作的农
民人数同只是开采煤炭的专业矿工的人数作比较，这是毫无意义的方法。尼
·—逊先生使用这种方法，不过为了抹杀下述破坏他的理论的事实：俄国工厂
工人与矿业工人的人数以及整个工商业人口都在迅速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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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①这种地区的专业化，以建筑活计的大市场的形成为前提，因

而以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为前提。我们举出一个这样的地区的资

料来说明。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早就以木匠出名，在本世纪初

木匠就已占居民一半以上。改革以后，木匠业继续兴旺。②“在木匠

业地区，类似工匠与厂主的分子就是承包人”，这种承包人通常从

木工劳动组合中最灵巧的人员中产生。“承包人在１０年之内赚到

５—６万卢布以至更多的纯利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些承包人拥有

３００—５００木匠，已经成为真正的资本家…… 难怪当地的农民

说：‘没有比木匠生意更赚钱的了。’”③ 对于这一行业的现代组织

的本质，很难有比这更鲜明的描述了！“木匠业给整个当地农民生

活方式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农民木匠渐渐地同农业疏远了，

后来就完全抛开农业。”京都生活在木匠身上打下文明的印记：他

们比周围农民要清洁得多，他们的“文化修养”、“较高的智力发展

程度”都使他们与众不同。④

８８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１６６页。其他资料也作了同样的描述。见日班科夫《１８６６—１８８３年的
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１８８７年科斯特罗马版；
《关于科斯特罗马省索利加利奇县的城市外出谋生情况》，１８９０年《法学通报》
第９期；《农妇国》１８９１年科斯特罗马版；《研究外出谋生的总纲的尝试》；
《１８９２—１８９５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１８９６年斯摩棱斯克版，《外出谋生
对人口迁徙的影响》，１８９５年《医生》第２５期。又见上面引证过的《雅罗斯拉夫
尔省概述》，《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９６年卡卢加省统计概

同上，第１６５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在５０年代末，阿尔古诺沃地区（阿尔古诺沃乡是手工业中心）出了大约１００００
个木匠。在６０年代，波克罗夫县的５４８个乡村当中，有５０３个是木匠居住的。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４编第１６１页及以下各页）

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达尼洛夫县的火炉匠、灰泥匠和泥水匠特别有名，该
县各个乡主要出其中一种行业的工匠。雅罗斯拉夫尔县伏尔加左岸地区所出
的彩画匠特别多，莫洛加县中部地区所出的木匠特别多，等等。（《雅罗斯拉夫
尔省概述》１８９６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２编第１３５页及其他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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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片断的资料来判断，欧俄建筑工人的总数应当是

很大的。在卡卢加省，１８９６年计有当地的与外来的建筑工人３９８６０

人。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根据官方资料，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计有外来

工人２０１７０人。在科斯特罗马省，约有外来工人３９５００人。在维亚

特卡省９个县（共１１个县），约有外来工人３０５００人（在８０年代）。

在特维尔省４个县（共１２个县），计有当地的与外来的工人１５５８５

人。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县，计有当地的与外来的工人

２２２１人。根据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的官方资料，梁赞省每年单是外出的

木匠就不下２００００人。在奥廖尔省奥廖尔县，计有建筑工人２０００

人。在波尔塔瓦省３个县（共１５个县），计有１４４０人。在萨马拉省

尼古拉耶夫斯克县，计有１３３９人。 ① 根据这些数字判断，欧俄建

筑工人人数应当不下１００万人。②必须承认这个数字是最低数字，

因为一切资料来源都证明建筑工人人数在改革后时代是迅速增长

的。③建筑工人是正在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与土地的联系现

９８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保了火险的建筑物的价值的资料，部分地可以用来判断建筑业的规模。这种
价值在１８８４年是５９６８００万卢布，在１８９３年是７８５４００万卢布（《俄国的生产
力》第１２编第６５页）。每年增加了１８８００万卢布。

根据１８９７年１月２８日的人口调查（《１８９７年１月２８日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材料研究结果总集》１９０５年版），整个帝国独立的建筑业人口（自己赚得生活
资料者）为７１７０００人，外加以建筑业为副业的农民４６９０００人。（第２原注释）

资料来源，除了上条注释中所讲到的以外，还有地方自治局汇编。瓦·沃·先
生（《俄国手工工业概述》第６１页）引用了波尔塔瓦省、库尔斯克省与坦波夫省
１３个县的资料。建筑工人（瓦·沃·先生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全算作“小工业
者”）共为２８６４４人，占各县全部成年男子的２．７％到２２．１％。如果以平均百分
比（８．８％）作为标准，那么欧俄就会有１３３万左右的建筑工人（把成年男工算
作１５００万）。而上述各省处于建筑业最发达的省份与建筑业最不发达的省份
之间的中间地位。

述》１８９７年卡卢加版：《１８９６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１８９７年下诺夫哥
罗德版以及其他地方自治局统计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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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很薄弱①，并且一年一年地在削弱下去。按其地位来说，建筑

工人与木材工人截然不同，更接近于工厂工人。他们在大城市中心

与工业中心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中心大大提高了他们的

文化水平。日益衰落的木材业代表了还容忍宗法式生活制度的不

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日益发展的建筑业则代表了资本主义

的更高阶段，它导致新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形成，标志着旧的农民的

深刻分化。

十 工厂的附属物

我们把直接与工厂有联系的雇佣劳动形式与小工业形式称为

工厂附属物。这里首先包括木材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们的一定部

分），关于这些工人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有时候直接归入工厂中

心的工业人口，有时候属于周围乡村的人口。②其次，这里包括有

时候由厂主自己开采的泥炭沼地的工人③，以及车夫、搬运工人、

０９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泥炭业的统计也是十分混乱的。普通不把它归入“工厂”生产（参看科别利亚
茨基《工厂视察机关官员和工厂主手册》第１５页），但是有时候也归入在内，例
如，依据《工厂索引》计算，在弗拉基米尔省（只提到这一个省，虽然其他各省也
开采泥炭），有１２处泥炭采掘场，工人２２０１名。根据斯维尔斯基所著《弗拉基
米尔省的工厂》，１８９０年，在弗拉基米尔省采掘泥炭的有６０３８人。俄国采掘泥
炭的工人总数，应当还要大许多倍。

例如，在梁赞省，“单是在赫卢多夫工厂”（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计有工人４８４９
名，生产额为６００万卢布）“冬天运柴就用了约７０００匹马，这些马大部分是叶

戈里耶夫斯克县农民的”９９。（《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７编第
１１０９—１１１０页）

例如，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外出者占全部人口１１—２０％，即占男工的３０—
５６％；外出者中间有６８．７％是全年外出的。（《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显然，他
们“不过是正式名称叫作农民而已”（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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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包装工人和一般所谓的小工，这些工人总是占工厂中心人口

不小的一部分。例如，在圣彼得堡，根据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５日调查，

登记在“日工，小工”这一类的计有４４８１４人（男女）；其次，运输业

中的工人计有５１０００人（男女），其中有９５００人是专门搬运重物和

卸货的。再其次，工厂的若干辅助工作是由“独立的”小手工业者进

行的；工厂中心或其周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手工业：制造榨油厂与

酒厂所用的桶①，编织装玻璃器皿的篮子②，制造装小五金的盒子，

制造木工和钳工工具上所用的木柄③，制造制鞋厂所用的双帽靴

钉、制革厂等所用的“鞣酸”④，编织包装工厂产品的椴皮席（在科

斯特罗马及其他各省），做火柴“梗”（在梁赞、卡卢加及其他各省），

替烟草厂糊纸盒（在圣彼得堡附近）⑤，制作醋厂用的木粉⑥，因大

工厂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由小纺纱厂加工废纱（在洛兹）⑦，以及

其他等等。所有这些小手工业者，正如上述的雇佣工人一样，或者

是属于工厂中心的工业人口，或者是属于附近的半农业人口。再其

次，当工厂只生产半成品时，工厂有时候会带出一些进一步加工半

成品的小手工业，例如，机器纺纱推动了手工织布，矿厂周围出现

了制造金属用品的“手工业者”，以及其他等等。最后，资本主义的

家庭劳动也往往是工厂的附属物。⑧在一切国家内，大机器工业时

１９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根据《工厂索引》，我们计算出，厂内工人在１０００名以上的工厂有１６个，它们

《波兰王国工厂工业调查委员会委员的报告》１８８８年圣彼得堡版第２４页。
《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１卷第３６０页。

见《１８８９年圣彼得堡县地方自治局报告》，沃伊诺夫先生关于第５医疗地段的
报告。

在彼尔姆省昆古尔城周围以及特维尔省基姆雷村和其他村子。
同上，第９编，在图拉县近郊各乡。
同上，第８编，在诺夫哥罗德省。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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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在成衣业这样一些工业部门

中得到广泛发展。上面我们已经讲过这种劳动在俄国普遍到什么

程度，它有什么不同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认为在关于工场手工业的

一章中来叙述它更为恰当。

要比较完全地叙述工厂附属物，就必须有居民职业的完全统

计，或工厂中心及其附近地区全部经济生活的专题记述。但是，我

们仅有的片断资料也表明，在我国流行的下列意见是多么不正确，

这种意见认为，工厂工业是与其他各种工业分离的，工厂人口是与

不在工厂中工作的人口分离的。工业形式的发展，就象任何社会关

系的发展一样，只能非常缓慢地进行，只能通过大量交错的、过渡

的形式和仿佛回到过去的形式进行。例如，小手工业的增长能够表

现（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进步；现在我们看到，工

厂有时候也能发展小手工业。为“包买主”做工，也是手工工场与工

厂的附属物。为了正确估计这些现象的意义，必须把这些现象同工

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整个工业结构以及这一发展的基本趋势联系

起来。①

十一 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

只有大机器工业才能引起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俄国的资

２９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还有厂外工人７８５７名。雇用５００—９９９工人的工厂１４个，其厂外工人为１３５２
名。《工厂索引》对厂外劳动的登记，纯粹是偶然的，而且遗漏极多。根据《工厂
视察员报告汇编》，１９０３年有分活站６３２处，雇用工人６５１１５名。当然，这些资
料很不完全，然而仍然说明这些分活站及其雇用的工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工
厂工业中心（莫斯科地区有５０３个分活站，４９３４５名工人。萨拉托夫省——条
格布——有３３个分活站，１００００名工人）。（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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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完全证实了《资本论》的作者为其他国家所确立的这个原理①，

但是民粹派经济学家通常都把这个原理忽视了。尼·—逊先生在

其《论文集》中处处谈论“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然而他不想根据确

切的资料去详细分析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以及它采取哪些

不同的形式。瓦·沃·先生指出了我国工业工人（工场手工业中

的；我们的作者认为不必区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虽然他装出遵

循《资本论》作者的理论的样子！）与土地的联系，并据此宣称，“我

国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可耻地〈原文如此！〉依

赖”工人－耕作者等等。（《资本主义的命运》第１１４页及其他各

页）不仅在“我国”，而且在西欧各地，资本主义在发展到大机器工

业阶段以前是不能彻底割断工人与土地的联系的，——这一点瓦

·沃·先生大概没有听到过，即使听到过，也已经忘记了！最后，卡

布鲁柯夫先生最近向大学生们讲了下面这些极端歪曲事实的话：

“在西欧，工厂劳动是工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在我国，除了比较少数

的例外〈原文如此！！！〉，工人认为工厂劳动是副业，他们更倾心于

土地。”②

莫斯科卫生统计，即杰缅季耶夫先生论述“工厂工人与农业的

联系”的著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际研究。③ 系统收集的有关约

２００００名工人的资料表明，只有１４．１％的工厂工人去做农活。但更

３９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③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１８９３年莫斯科版第４卷第２册。转
载于杰缅季耶夫先生名著《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

见《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度在莫斯科大学授课用的农业〈原文如此！〉经济学讲义》，
大学课本，１８９７年莫斯科版第１３页。也许，这位博学的统计学家认为可以把
８５％的情况算作“比较少数的例外”吧？（见下面正文）

《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７９—７８０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
８１６—８１７页。——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重要得多的是，上述著作最详尽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机器

生产使工人离开土地。从许多用来证实这一点的数字中，我们举出

下列最突出的数字①：
  工    厂 兼务农者的百分比

有染房的手工棉织厂……………………………………………７２．５

丝织厂……………………………………………………………６３．１

瓷器厂……………………………………………………………３１．０

手工印花厂和经线分活站………………………………………３０．７

手工生产

制呢厂（全部生产）………………………………………………２０．４

纺纱厂和自动机织厂……………………………………………１３．８

有印花场和后处理房的自动机织厂……………………………６．２

机器制造厂………………………………………………………２．７

机器印花厂和后处理厂…………………………………………２．３

机器生产

我们在作者这张表上所添加的，是把８种生产分为手工生产

与机器生产。关于第９种生产，即制呢业，我们要指出，它部分地是

用手工进行的，部分地是用机器进行的。可以看出，在手工工厂的

织工中，兼务农的约占６３％，而在用自动织机工作的织工中，则没

有一个人兼务农的，在制呢厂使用机器动力的各部门的工人中，兼

务农的只占３．３％。“这样看来，使工厂工人与土地断绝联系的最

重要原因，是手工生产变为机器生产。虽然比较起来手工生产的工

厂数目还相当多，可是其中的工人人数，同机器生产的工厂中的工

人人数比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所得到的兼务农的工人

百分比是很小的，即全部成年工人的１４．１％与纯粹农民等级的成

年工人的１５．４％。”② 我们要指出，莫斯科省工厂卫生调查资料曾

４９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２８０页。《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
得什么》第２６页。

上引《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２９２页。《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
里取得什么》第２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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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这样的数字：采用机器发动机的工厂，占工厂总数２２．６％（其

中１８．４％是采用蒸汽发动机的），集中了工人总数８６．７％。手工工

厂占６９．２％，其中的工人只占１６．２％。在２４４个采用机器发动机

的工厂中，有工人９２３０２名（每一工厂为３７８名工人），而在７４７个

手工工厂中，则有工人１８５２０名（每一工厂为２５名工人）。① 我们

在上面指出，俄国一切工厂工人大量集中在最大的企业，这些大企

业大部分是采用机器的，平均每一企业有４８８名工人以上。杰缅季

耶夫先生详细地研究了工人籍贯、当地工人与外来工人的差别、等

级的差别（小市民与农民）对于工人脱离土地的影响，结果发现，所

有这些差别都抵不上一个基本因素的影响，这个基本因素就是手

工生产变为机器生产。②“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以前的农民变为工

厂工人，但是这种专门工人已经存在了。他们只被算作农民，而他

们同乡村的联系只是在换身分证时缴纳捐税，因为事实上他们在

乡村中没有产业，往往连房屋也没有，他们通常都把房屋卖掉了。

可以说，甚至土地权他们也只在法律上保留着，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许

多工厂中的风潮也表明，这些工人都认为自己是与乡村完全无关

的人，而乡村农民也把他们这些本村人的后裔看作外来的异乡人。

因此，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没

有自己的家园，实际上也没有任何财产，这个阶级毫无羁绊，身无

５９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② 日班科夫先生在其《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卫生调查》（１８９４—１８９６年斯摩棱斯
克版）中，算出了亚尔采沃纺织厂一个兼务农的工人人数大约只占１０—１５％。
（第２卷第３０７页和第４４５页；亚尔采沃纺织厂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度计有工人
３１０６名，而斯摩棱斯克省的工厂工人是８８１０名）这个工厂中的非固定工人，
占男工２８％（在一切工厂中占２９％），占女工１８．６％（在一切工厂中占２１％。
见第２卷第４６９页）。必须指出：归入非固定工人的是：（１）进工厂不到一年者；
（２）夏季干农活者；（３）“由于各种原因停工数年者”（第２卷第４４５页）。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４卷第１册第１６７、１７０、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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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宿之粮。这个阶级不是从昨天起才形成的，它已经有自己的工厂

系谱，而且不小的一部分已经是第三代了。”①最后，关于工厂同农

业分离的问题，最新的工厂统计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工厂索引》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度的资料）中举出了每一工厂每年开工日数的资

料。卡斯佩罗夫先生急忙利用这些资料来替民粹派理论辩护，据他

计算，“俄国工厂平均每年开工１６５天”，“我国有３５％的工厂每年

开工不到２００天”。② 不用说，由于“工厂”这一概念不明确，这种笼

统的数字差不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指出多少工人每年工

作多少日子。我们计算了《工厂索引》中关于大工厂（有１００工人以

上的）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在上面（第７节）已经看到，这些大工

厂的工人人数大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３４。结果是：各类工厂年平

均工作日数如下：（Ａ）２４２；（Ｂ）２３５；（Ｃ）２７３③，而全部大工厂则为

２４４。如果把每一工人的平均工作日数计算一下，那就得到每年为

２５３个工作日，——这是大工厂中每一工人的平均工作日数。在

《工厂索引》所划分的１２个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其较低的两

类工厂的平均工作日数不到２００天，这就是第１１部门（食品）：

（Ａ）１８９；（Ｂ）１４８；（Ｃ）２８０。在这一部门的 类与 类工厂中，计有

工人１１０５８８名，等于大工厂中工人总数（６５５６７０）的１６．２％。我们

要指出，在这一部门中，包括了各种完全不同的行业，例如，甜菜制

糖业与烟草业，酿酒业与面粉业等等。在其余部门中，每一工厂的

６９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我们提醒一下： 类包括１００—４９９名工人的工厂； 类包括５００—９９９名工人
的工厂； 类包括１０００名工人以上的工厂。

《俄国工业发展统计总结》。帝国自由经济学会会员米·伊·杜·－巴拉诺夫
斯基的报告以及第三部会议上关于这一报告的讨论。１８９８年圣彼得堡版第４１
页。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２９６页。《工厂，它给予居民什么和从居民那里取
得什么》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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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平均工作日数如下：（Ａ）２５９；（Ｂ）２７１；（Ｃ）２７２。这样，工厂愈

大，每年工作的日数就愈多。因此，关于欧俄一切最大工厂的总的

资料证实了莫斯科卫生统计的结论，证明了工厂造就着固定的工

厂工人阶级。

总之，俄国工厂工人的资料完全证实了《资本论》的理论：正是

大机器工业对工业人口的生活条件进行了完全的和彻底的变革，

使他们同农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几百年宗法式生活传统彻底分

离。但是，大机器工业在破坏宗法关系与小资产阶级关系时，另一

方面却创造了使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工业中的雇佣工人相接近的

条件：第一，大机器工业把最初在非农业中心所形成的工商业生活

方式带到乡村中去；第二，大机器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雇

用农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巨大市场；第三，大机器工业把机器应

用于农业时，把具有最高生活水平的有技术的工业工人带到乡村。

十二 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现在我们把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料所得出的基本结

论总括一下。①

这种发展有三个主要阶段：小商品生产（小的、主要是农民的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大机器工业）。事实完全驳

倒了我国流行的关于“工厂”工业与“手工”工业分离的看法。相反，

把它们分开纯粹是人为的。上述三种工业形式的联系与继承性是

最直接和最密切的。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小商品生产的基本趋势

７９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只限于改革后的时代，至于以农奴劳动为基础
的工业形式则抛开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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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形成工场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在我们面

前极其迅速地成长为大机器工业。许多大厂主与最大的厂主本人

曾经是小而又小的手工业者，他们经历了从“人民生产”到“资本主

义”的一切阶段。也许这一事实，就是各种依次相连的工业形式之

间有密切和直接联系的最突出表现之一。萨瓦·莫罗佐夫过去是

农奴（１８２０年赎身），牧人，车夫，织工，手工业织工，他曾步行到莫

斯科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包买主；后来成为小作坊主——分活站的

主人——厂主。他死于１８６２年，当时他和他的许多儿子已有两个

大工厂。在１８９０年，属于他的子孙的４个工厂中计有工人３９０００

名，生产额达３５００万卢布。① 在弗拉基米尔省的丝织业中，许多大

厂主都是织工与手工业织工出身。②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一

些最大的厂主（库瓦耶夫家族、福金家族、祖勃科夫家族、科库什金

家族、博勃罗夫家族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手工业者出身。③ 莫斯

科省的锦缎厂，以前都是手工业小工房。④巴甫洛沃区的厂主扎维

亚洛夫，在１８６４年还“对他自己在哈巴罗夫工匠手下做一个普通

工人的情景记忆犹新”⑤。厂主瓦雷帕耶夫曾经是小手工业者⑥；康

德拉托夫曾经是手工业者，他曾经携带一袋子自己的制品步行到

巴甫洛沃⑦。厂主阿斯莫洛夫曾经替商贩赶过马，后来他成为小商

８９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第３６页。

上引拉布津的书第６６页。

Ａ．斯米尔诺夫《巴甫洛沃和沃尔斯马——下诺夫哥罗德省以五金生产闻名的
两个村子》第１４页。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３年莫斯科版第７卷第３编第２７—２８页。
施什马廖夫的书第５６—６２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７页及以下各页。

《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４编第５—７页。１８９０年的《工厂一览表》。施什马廖
夫《下诺夫哥罗德与舒亚—伊万诺沃铁路区域工业简明概论》１８９２年圣彼得
堡版第２８—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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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烟草作坊主，最后他成为贸易额达数百万的厂主。①诸如此

类，不胜枚举。看看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此种情况下如何确定

“人为的”资本主义的开始与“人民”生产的终结，倒是很有意思

的。

上述三种基本的工业形式，首先是以各种不同的技术结构来

区分的。小商品生产的特征是完全原始的手工技术，这种技术几乎

从古至今都没有变动。手工业者仍是按照传统方法对原料进行加

工的农民。工场手工业采用了分工，分工使技术有了根本改革，把

农民变为工匠，变为“局部工人”。但是，手工生产仍旧保存着，在这

种基础上生产方式的进步必然是十分缓慢的。分工是自发地形成

的，象农民劳动一样是按照传统学来的。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引起急

剧的变化，把手工技术远远抛开，在新的合理的基础上改造生产，

有系统地将科学成就应用于生产。当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组织起

大机器工业的时候，在那些尚未被资本主义组织起大机器工业的

工业部门之内，我们看到技术差不多是完全停滞的，我们看到人们

使用着几百年前就已经应用于生产的那种手织机、那种风磨或水

磨。相反，在工厂所支配的工业部门中，我们看到彻底的技术改革

和机器生产方式的极其迅速的进步。

根据各种不同的技术结构，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

同阶段。小商品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的特征是小作坊占优势，从小作

坊中，只产生出少数大作坊。大机器工业彻底排挤小作坊。资本主

义关系就在小手工业中形成起来（表现为有雇佣工人的作坊及商

业资本），但它们在这里的发展还很微弱，没有在各生产参加者集

９９４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２卷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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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间形成尖锐的对立。这里既还没有大资本，也还没有广大的无产

阶级阶层。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这两者的形成。生产资料

占有者与工人间的鸿沟，已经达到颇深的程度。“富裕”的工业市镇

成长起来，其中大批居民都是没有任何财产的工人。少数商人握有

巨款以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大批局部工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

活，——这就是工场手工业的总的情景。但是，小作坊的大量存在，

与土地的联系的保存，生产中与全部生活制度中传统的保存，——

这一切造成了工场手工业两极之间的大批中间分子，阻碍了这两

极的发展。在大机器工业中，所有这些阻碍都消失了；社会对立的

两极达到了最高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切黑暗面仿佛都集中在一

起了：大家知道，机器大大推动了工作日的无限延长；妇女与儿童

加入了生产；失业工人后备军形成了（而且根据工厂生产的条件也

必定形成），等等。然而，工厂大规模实现的劳动社会化，以及被工

厂雇用的人们的情感与观念的改造（特别是宗法式传统与小资产

阶级传统的破坏），引起了一种反作用：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

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工

厂立法就是这种趋向的表现之一）。①

生产发展的性质本身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是变化着的。在

小手工业中，这种发展是随着农民经济的发展行进的；市场极其狭

小，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距离不大，微不足道的生产规模容易适应

于波动极小的地方需求。因此，最大的稳定性是这一阶段的工业的

特点，但是这种稳定性等于技术停滞，等于保存与中世纪传统的种

００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关于工厂立法同大机器工业所产生的条件和关系的联系问题，见杜·－巴拉
诺夫斯基先生所著《俄国工厂今昔》一书第２部第２章，特别是１８９７年７月
《新言论》上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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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残余纠缠在一起的宗法式社会关系。工场手工业是为大市场而

工作，有时是为全国而工作，因而生产也就具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

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工厂生产的条件下达到了最高峰。大机

器工业的发展只能以跳跃方式、以繁荣时期与危机时期的周期性

的更替方式进行。小生产者的破产由于工厂的这种跳跃式的增长

而大大加剧了。工人时而在兴旺时期大批地被工厂吸收进去，时而

又被抛掷出来。失业者和甘愿从事任何工作者广大后备军的形成，

成为大机器工业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我们在第２章中曾经指出，这

种后备军是从农民的哪些阶层召募来的；而在以下各章中，则指出

了资本把这些后备军准备好去从事的各种最主要职业。大机器工

业的“不稳定性”一直引起人们的反动的抱怨，这些人继续以小生

产者的眼光来看事物，他们忘记只有这种“不稳定性”才以生产方

式与全部社会关系的迅速改造代替了以前的停滞。

这种改造的表现之一，就是工业与农业分离，就是工业中的社

会关系摆脱开束缚农业的农奴制度与宗法制度的传统。在小商品

生产中，手工业者还未完全从农民蜕变出来；他们大半还是耕作

者，小工业与小农业的这种联系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们看到工业中

与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平行分化的有趣规律。小资产阶级与雇佣工

人的各自形成，是在国民经济的两个部门中同时发生的，因而在分

化的两极为手工业者脱离农业作了准备。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脱

离已经很明显。许多不经营农业的工业中心形成起来。工业的主

要代表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一方面为商人与手工工场主，另一方

面为“工匠”了。工业以及与社会其他部分的比较发达的商业交往，

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及其文化程度；手工工场中的工人已经瞧

不起种地的农民。大机器工业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使工业与农业

１０５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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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分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创造了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

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这个阶级具有不同于旧式农民的另外的

生活制度、另外的家庭关系制度以及比较高的物质需要水平与精

神需要水平。①在小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中，我们始终看到宗法关

系及各种人身依附形式的残余，这些残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

环境下使劳动者的状况极端恶化，使他们受到屈辱，使他们颓废。

大机器工业把往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经

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妥协，并且以真正“轻蔑

的态度对待过去”。这种同陈腐的传统的决裂，正是使调节生产及

对生产进行社会监督成为可能与必要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在讲

到工厂对居民生活条件的改造时，必须指出，吸收妇女与少年参加

生产②，基本上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无须争论，资本主义工厂使这

两类劳动者的境况特别艰苦，缩短与调整工作日，保证卫生的工作

条件等等，对于他们特别必要；但是那种想完全禁止妇女与少年参

加工业劳动或者想支持根本不许有这种劳动的宗法式生活制度的

意向，却是反动的与空想的。大机器工业破坏了这两类居民过去走

不出家庭关系即家族关系狭隘圈子的宗法式闭塞状态，吸收他们

直接参加社会生产，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独立

性，即创造了比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宗法式停滞状态要高得不可比

２０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依据《工厂一览表》的资料，在１８９０年，欧俄工厂中的工人共为８７５７６４名，其
中妇女为２１０２０７名（２４％），男孩为１７７９３名（２％），女孩为８２１６名（１％）。

关于“工厂工人”的类型，参看上面第６章第２节（５）第３１７页（参看本卷第
３６５—３６６页。——编者注）。又见《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３年莫斯科版
第７卷第３编第５８页（工厂工人是说教者、“聪明人”）。《下诺夫哥罗德省汇
编》第１卷第４２—４３页；第４卷第３３５页。《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编第
１１３—１１４页及其他各页。１８９７年１０月《新言论》第６３页。也可参看日班科夫
先生的上述著作，其中描述了到城市去谋工商业职业的工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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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生活条件。①

工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的特征是人口的定居。小工业者仍是

农民，被土地经营束缚在自己的乡村。手工工场中的工匠，通常仍

是束缚在工场手工业所造成的那个不大的闭塞的工业区域。在工

业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上，工业结构本身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破

坏生产者的这种定居生活与闭塞状态。各个工业区域间的交往极

少。工业向其他地区的迁移，只是以个别小生产者的迁移来进行，

他们在国内各个边疆地区建立新的小手工业。相反，大机器工业必

然造成人口的流动性；各个区域间的商业交往大大地扩展了；铁路

促进了人们的流动。对工人的需求总的说来是增加的，在兴旺时期

增高，在危机时期下降，于是工人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从

３０５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贫穷的女织工跟着父亲与丈夫到工厂去，同他们一起工作，不依赖他们。她
和男子一样是家庭的供养人。”“在工厂里……妇女是不依赖丈夫而完全独立
的生产者。”工厂女工的识字程度增长得特别快。（《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第３
编第１１３、１１８、１１２页及其他各页）哈里佐勉诺夫先生所作的下列结论是完全
正确的：工厂消灭着“妇女对于家庭……以及对于户主的经济依赖性…… 在
他人的工厂里，妇女是与男子平等的。这是无产者的平等…… 工业的资本
主义化在妇女争取其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的斗争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工业
为妇女创造了新的、完全不依赖家庭及丈夫的独立地位。”（１８８３年《法学通
报》第１２期第５８２页和第５９６页）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８２年莫斯
科版第７卷第２编第１５２页和第１３８—１３９页）中，研究者把手工织袜业与机
器织袜业的女工的地位作了比较。在手工生产中每日工资约为８戈比，在机器
生产中则为１４—３０戈比。机器生产中的女工地位被描述如下：“……在我们面
前的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姑娘，她不受任何约束，已经由家庭和构成农妇生存条
件的一切东西之下解放出来，她随时都可以从这个地方转到那个地方，从这个
主人转到那个主人，也随时都有失掉工作、失掉面包的可能…… 在手工生产
之下，女织袜工获得极其微薄的工资，连饭钱都不够，它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只
是因为她是拥有份地的农业家庭的一员，可以部分地使用这块土地的生产品；
在机器生产之下，女工除去吃饭与喝茶之外，还有工资使她可以离开家庭而生
活，不使用家庭的土地收入。同时，在现存条件下，机器生产中的女工的工资
是比较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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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就成为必然的了。大机器工业建立了许多

新的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有时候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以空前

未有的速度产生的。没有工人的大批流动，就不可能有这种现象。

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所谓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规模与意义。现在

我们只简短地谈谈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卫生统计资料。对１０３１７５

个工厂工人的调查表明，在本县工厂内做工的本地工人为５３２３８

名，即占总数的５１．６％。因此，全部工人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从一个

县迁移到另一个县的。莫斯科省的本地工人为６６０３８名，占总数的

６４％。①１３以上的工人来自其他各省（主要是来自莫斯科省邻近

的中部工业地区）。此外，各个县份的比较表明，工业最发达的县

份，本县工人的百分比最低：例如，在工业不大发达的莫扎伊斯克

与沃洛科拉姆斯克两县，９２—９３％的工厂工人是本县人。在工业十

分发达的县份莫斯科、科洛姆纳与博戈罗茨克３县，本县工人的百

分比分别降到２４％、４０％、５０％。调查者们由此作出结论：“一个县

的工厂生产有巨大发展，会促进外地人流入该县。”② 这些资料也

表明（我们再补充一句），工业工人的流动与我们上面所讲的农业

工人的流动，具有相同的特征。这就是说，工业工人也不仅从工人

过剩的地区迁出，而且还从工人不足的地区迁出。例如，布龙尼齐

县从莫斯科省其他各县及其他各省招来了１１２５名工人，同时却向

工业更发达的莫斯科县与博戈罗茨克县放走了１２４６名工人。因

此，工人外移，不仅是因为找不到“本地的手边工作”，而且是因为

４０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卫生统计部分，（１８９０年莫斯科版）第４卷第１册
第２４０页。

在工业不大发达的斯摩棱斯克省，对５０００个工厂工人的调查表明：其中有
８０％是斯摩棱斯克省本地人。（上引日班科夫的书第２编第４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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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去更好的地方。尽管这是一个十分浅近的事实，但是我们不

妨再次向民粹派经济学家们提醒一下，因为他们把本地工作理想

化并责难人们外出做零工，抹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口流动性的

进步意义。

上面叙述的大机器工业与以前的工业形式不同的一些特点，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为巨大的国内市场

与国际市场的生产，在购买原料及辅助材料上同国内各个地区及

各个国家的密切的商业联系的发展，巨大的技术进步，庞大的企业

所造成的生产与人口的集中，宗法式生活的陈腐传统的被破坏，人

口流动性的形成，工人的需求和开化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

都是使国内生产日益社会化，同时也使生产参加者日益社会化的

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各种要素。①

５０５第七章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① 我们认为，上面３章的资料表明，马克思对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与阶段的分
类，比现时流行的分类更正确而且更有内容，现时所流行的分类把手工工场与
工厂混淆起来，并把为包买主工作列为一种特殊的工业形式（黑尔德，毕歇
尔）。把手工工场与工厂混淆在一起，这就是以纯粹外部的标志作为分类的基
础，而忽视了区别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与机器工业时期的那些技术的、经
济的与生活环境的极重要特征。至于谈到资本主义家庭劳动，那么，无疑地，
它在资本主义工业的结构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样无疑地，为包买主工作
正是机器工业以前的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是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不
同时期也可以看到（而且规模并不小）。如果不把为包买主工作与资本主义发
展的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的整个工业结构联系起来，要了解这种工作的意义
是不可能的。替农村小店主定做篮子的农民，在家中为扎维亚洛夫定做刀柄
的巴甫洛沃制柄工，为大工厂主或大商人定做衣服、鞋子、手套或纸盒的女工，
都是为包买主工作的，但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所有这些场合下都有不同的性
质与不同的意义。当然，我们决不否认例如毕歇尔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工业
形式上的功绩，但是他对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分类，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对
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见１８９８年《世间》第４期），我们不能同意，因为他采用
了毕歇尔的理论（即上述那一部分）并把它应用于俄国的“手工业”。（从我
１８９９年写了这段话以后，司徒卢戚先生完成了他的科学与政治发展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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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大机器工业同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述

资料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俄国工厂工业的迅速发展，建立着巨大的

并且日益扩大的生产资料（建筑材料、燃料、金属等等）市场，特别

迅速地增加着从事制造生产消费品而非个人消费品的那一部分人

口。但是个人消费品的市场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增长也迅速扩大了，

因为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引到工商业方面来。

至于讲到工厂产品的国内市场，本书前几章已将这种市场的形成

过程详细地考察过了。

６０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从一个摇摆于毕歇尔与马克思之间即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之
间的人，变成了一个最纯粹的自由派资产者。笔者感到自豪的是尽力协助社
会民主党把这类分子清洗出去。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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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

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

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

品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

场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

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１８６５年的３８１９公里增长到１８９０年的

２９０６３公里①，即增加６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

间（１８４５年为４０８２公里，１８７５年为２６８１９公里，增加了５倍），德

国则用了较短的时间（１８４５年为２１４３公里，１８７５年为２７９８１公

里，增加了１１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

７０５

① 上引《世界经济概述》。在１９０４年，欧俄（波兰王国、高加索与芬兰也在内）有
５４８７８公里，亚俄有８３５１公里。（第２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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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例如，在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年这５年中敷设了８８０６俄里，而在

１８７８—１８８２年这５年中只敷设了２２２１俄里。①根据这种变动的幅

度，可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

主义时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

路建设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

初）以及９０年代后半期。从１８６５年到１８７５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

年增加１５００公里，而从１８９３年到１８９７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

２５００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１８６８年为４３９００万普特；１８７３年为１１１７００

万普特；１８８１年为２５３２００万普特；１８９３年为４８４６００万普特；１８９６

年为６１４５００万普特；１９０４年为１１０７２００万普特。客运增长的速度

也很快：１８６８年为１０４０万人；１８７３年为２２７０万人；１８８１年为

３４４０万人；１８９３年为４９４０万人；１８９６年为６５５０万人；１９０４年为

１２３６０万人。②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③：

年代
汽  船

数目 马力

其他船
舶数目

载 重 量
（单位百万普特）

汽船
其 他
船 只

共计

船 的 价 值
（单位百万卢布）

汽船
其他
船只

共计

船上职工人数

汽船
其他
船只

共 计

１８６８ ６４６ ４７３１３ — — — — — — — — — —

１８８４ １２４６７２１０５２００９５６．１ ３６２ ３６８．１４８．９３２．１ ８１ １８７６６９４０９９１１２８６５

１８９０ １８２４１０３２０６２０１２５９．２ ４０１ ４１０．２７５．６３８．３１１３．９２５８１４９０３５６１１６１７０

１８９５ ２５３９１２９７５９２０５８０１２．３５２６．９５３９．２９７．９４６．０１４３．９３２６８９８５６０８１１８２９７

８０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军事统计汇编》第５１１页。尼·—逊先生《论文集》附录。《俄国的生产力》第
１７编第６７页。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４３期。１９０５年的《俄罗斯年

瓦·米海洛夫斯基《俄国铁路网的发展》，１８９８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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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俄内河货运量，１８８１年为８９９７０万普特；１８９３年为１１８１５０

万普特；１８９６年为１５５３００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１８６５０万卢

布、２５７２０万卢布、２９０００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１８６８年有汽船５１艘，装载量为１４３００拉斯

特④
，又有帆船７００艘，装载量为４１８００拉斯特，而在１８９６年则有

汽船５２２艘，装载量为１６１６００拉斯特⑤
。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这５年

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１８９０１艘，装载量为３７８３０００吨；

在１８８６—１８９０年，平均每年为２３２０１艘（增加２３％），装载量为

１３８４５０００吨（增加２６６％）。因此，装载量增加２３倍。在３９年间

（从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９４年），装载量增加了４．５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

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３９年间增加了２．４倍

（从８２３艘增加到２７８９艘），装载量增加了１１．１倍（从１１２８００吨

增加到１３６８０００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１６％（从１８２８４艘增

加到２１１６０艘），装载量增加了４．３倍（从３４４８０００吨增加到

１８２６７０００吨）。⑥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

大的变动（例如，１８７８年为１３００万吨，１８８１年为８６０万吨），根据

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

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准

   鉴》１９０６年圣彼得堡版。
 ③ 《军事统计汇编》第４４５页。《俄国的生产力》第１７编第４２页。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

商业通报》第４４期。
 ④ 拉斯特是俄国在２０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５．６６３立方米，重量

约为两吨。——编者注
 ⑤ 《军事统计汇编》第７５８页和《财政部年鉴》第１编第３６３页。《俄国的生产力》第

１７编第３０页。
 ⑥ 《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５６页及以下各页。

９０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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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

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①：

俄国居民数目 进出口总值 人均对外
年  代 （芬兰除 外， （单位百万 贸易额

单位百万） 纸卢布） （单位卢布）
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６９．０ ３１４．０ ４．５５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７３．８ ３４７．０ ４．７０

１８６６—１８７０ ７９．４ ５５４．２ ７．００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 ８６．０ ８３１．１ ９．６６

１８７６—１８８０ ９３．４ １０５４．８ １１．２９

１８８１—１８８５ １００．６ １１０７．１ １１．００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 １０８．９ １０９０．３ １０．０２

１８９７—１９０１ １３０．６ １３２２．４ １０．１１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

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１８６０—１８６３年的１１３００万卢布

（１８６４—１８６８年是１７０００万卢布）增加到１８８４—１８８８年的６２０００

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１８６４—１８６８年的３３５００万卢布增加

到１８８４—１８８８年的１４９５００万卢布。② 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的与

工业的）周转额，从１８７２年的２７５万卢布（１８７５年是２１８０万卢

布）增加到１８９２年的８２６０万卢布，１９０３年的１８９６０万卢布。③ 土

地抵押贷款从１８８９年到１８９４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估

价额从１３９５００万卢布增加到１８２７００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

７９１００万卢布增加到１０４４００万卢布。④储金局的业务在８０年代与

９０年代特别发展。１８８０年，这类储金局有７５家，１８９７年则有４３１５

家（其中有３４５４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１８８０年为４４０万卢布，

０１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同上。

《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９６年版第１２７表。
《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９０年版第１０９表。
同上，第１７页。１９０４年的《俄罗斯年鉴》１９０５年圣彼得堡版。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１８９７年为２７６６０万卢布。年底存款额，１８８０年为９００万卢布，１８９７

年为４９４３０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的是１８９１

年与１８９２年这两个荒年（５２９０万卢布与５０５０万卢布）以及最近

两年（１８９６年为５１６０万卢布，１８９７年为６５５０万卢布）。①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１９０４年，全俄共

有储金局６５５７家，存户为５１０万，存款总额为１１０５５０万卢布。附

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机

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什么

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１９０４年）与法

国（１９００年—１９０１年《劳动局公报》第１０号的资料）的这些储金局

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俄   国

存 款数 目
存户数目
（单位千）

百分比
存款总额

（单位百万卢布）
百分比

２５卢布以下者 １８７０．４ ３８．７ １１．２ １．２

２５—１００卢布者 ９６７．７ ２０．０ ５２．８ ５．４

１００—５００卢布者 １３８０．７ ２８．６ ３０８．０ ３１．５

超过５００卢布者 ６１５．５ １２．７ ６０５．４ ６１．９

    共 计 ４８３４．３ １００ ９７７．４ １００

法   国

存 款数 目
存户数目
（单位千）

百分比
存款总额

（单位百万卢布）
百分比

１００法郎以下者 ５２７３．５ ５０．１ １４３．６ ３．３

１００—５００法郎者 ２１９７．４ ２０．８ ４９３．８ １１．４

５００—１０００法郎者 １１１３．８ １０．６ ７２０．４ １６．６

超过１０００法郎者 １９４８．３ １８．５ ２９７９．３ ６８．７

    共 计 １０５３３．０ １００ ４３３７．１ １００

１１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２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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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

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１２类行业

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的

人，达２２８５０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化，靠

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品

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所

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生

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经

谈过了。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

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

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１）城市的增加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改

革后时代欧俄（５０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①：

２１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１８６３年的数字，引自《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６６年版第１卷）和《军事统计
汇编》。奥伦堡省与乌法省城市人口的数字，是依据城市表改正过的。因此，我
国城市人口总计为６１０５１００人，而不是《军事统计汇编》所说的６０８７１００人。
１８８５年的资料，引自《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度俄国资料汇集》。１８９７年的数字，引自
１８９７年１月２８日的人口调查（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的《１８９７年俄罗斯帝国第
一次人口普查》１８９７年和１８９８年圣彼得堡版第１编和第２编）。根据１８９７年
的人口调查，城市的常住人口为１１８３０５００人，即１２．５５％。我们采取的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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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欧俄人口（单位千）

共 计 城 市 县

城市
人口
的百
分比

城市数目 在城市人口（单位千）

人口
超过
２０万
的

人口
在１０
—２０
万的

人口
在５
—１０
万的

大城
市总
数

人口超
过２０万
的

人口在
１０—２０
万 的

人口在
５—１０
万 的

总数

１８６３年
１４个最
大城市
的人口
（单位
千）

１８６３６１４２０．５６１０５．１５５３１５．４９．９４ ２ １ １０ １３ ８９１．１ １１９．０ ６８３．４１６９３．５１７４１．９

１８８５８１７２５．２９９６４．８７１７６０．４１２．１９ ３ ７ ２１ ３１ １８５４．８９９８．０１３０２．７４１５５．５３１０３．７

１８９７９４２１５．４１２０２７．１８２１８８．３１２．７６ ５ ９ ３０ ４４ ３２３８．１１１７７．０１９８２．４６３９７．５４２６６．３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

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①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

增长快１倍：从１８６３年到１８９７年，全部人口增加了５３．３％，农村

人口增加了４８．５％，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９７％。在１１年（１８８５—

１８９７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计算是２５０万人②，这就是说，每年有２０万人以上。大

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快得多。

居民在５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１８６３年到１８９７年，增加了两倍

以上（从１３个到４４个）。在１８６３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约２７％

（６１０万中的１７０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１８８５年，则约有４１％

（９９０万中的４１０万）③，而在１８９７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大约

３１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开列了一个表（上引书第１４０页），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在
１８８５年，８５．６％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到２００００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占市民总数
的３８％；１２．４％的城市（６６０个当中的８２个），其居民皆不到２０００人，这些城
市的市民只占市民总数的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０人当中的１１００００人）。

１８９７年６月《新言论》第１１３页。

“具有农业性质的城市居民点的数目极少，而这些地方的居民数目，与市民总
数比起来是非常小的。”（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话，见《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
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２卷第１２６页）

市现有人口。应该指出：不能担保１８６３、１８８５、１８９７各年资料是完全同类的和
可比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比较最一般的关系并把大城市的资料划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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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２００万中的６４０万）。因此，在６０年代，城市人口的性质主

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大城市

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１４个在１８６３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从

１７０万人增加到４３０万，即增加了１５３％，而全部城市人口只增加

了９７％。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

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２）国内移民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第１章第２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

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

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

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

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种新

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

前提。”①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而

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

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

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域去。

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

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

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

的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

增长（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更快的

４１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７１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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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根据１８９７年人口普查资料对欧俄城市所作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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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１）资本主义在

旧的人烟稠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２）资本

主义在“新的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

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

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

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

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

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在

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６０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

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象巨流般地向

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掩盖

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人口

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５０个省分成

几个类别。我们举出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９７年欧俄９个地区的城市人口

的资料。①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３个地区的资

料：（１）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１１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

省）②。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２）中部农业地区

（第３类的１３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到

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３）农业边疆地区（第４类的９个

７１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把我们所举出的非农业省同两个首都省列为一类是正确的，两个首都的人口
主要由这些省的移民来补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５
日圣彼得堡人口调查，该地共有７２６０００农民与小市民；其中有５４４０００（即３
４）是我们列为第一个地区的１１个省的农民与小市民。

见本卷第５１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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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３３

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

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

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１４．１％增长到２１．１％。农村人口的增

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

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１０５％与９７％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

欧工业国家比较（象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

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

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１８６３年到

１８９７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

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象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

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１８８５年到

１８９７年，从这里移出约３００万人，即人口总数的１１０强。①

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

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１１．２％增加到１３．３％，即１００与１１８之

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９．９４％增加到１２．７６％，即１００与１２８之

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

均数高得多（１３０％与９７％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

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

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８７％，而俄国的平均

８１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上引著作第１０９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１１０—
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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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各省类别
省
 
数

人 口 数 目（单位千）

１８６３年 １８９７年

城市人口的
百分比

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９７
年人口增加的
百分比

共计 村庄 城市 共计 村庄 城市 １８６３年１８９７年共计村庄 城市

．首都省 ………………… ２ ２７３８．４１６８０．０１０５８．４４５４１．０１９８９．７２５５１．３ ３８．６ ５６．２ ６５ １８ １４１

．工业的与非农业的省份 ９ ９８９０．７９１６５．６７２５．１１２７５１．８１１６４７．８１１０４．０ ７．３ ８．６ ２９ ２６ ５２

两者总计……………… １１１２６２９．１１０８４５．６１７８３．５１７２９２．８１３６３７．５３６５５．３ １４．１ ２１．１ ３６ ２５ １０５

．中部农业省份、小俄罗斯
和中伏尔加省份 ………

１３２０４９１．９１８７９２．５１６９９．４２８２５１．４２５４６４．３２７８７．１ ８．３ ９．８ ３８ ３５ ６３

．新罗西亚、下伏尔加与东
部各省

９ ９５４０．３８４７２．６１０６７．７１８３８６．４１５９２５．６２４６０．８ １１．２ １３．３ ９２ ８７ １３０

前四类总计…………… ３３４２６６１．３３８１１０．７４５５０．６６３９３０．６５５０２７．４８９０３．２ １０．５ １３．９ ４９ ４４ ９５．６

．波罗的海沿岸各省 …… ３ １８１２．３１６０２．６２０９．７２３８７．０１７８１．６６０５．４ １１．５ ２５．３ ３１ １１ １８８

．西部各省 ……………… ６ ５５４８．５４９４０．３６０８．２１０１２６．３８９３１．６１１９４．７ １０．９ １１．８ ８２ ８１ ９６

．西南部各省 …………… ３ ５４８３．７４９８２．８５００．９９６０５．５８６９３．０９１２．５ ９．１ ９．５ ７５ ７４ ８２

．乌拉尔各省 …………… ２ ４３５９．２４２１６．５１４２．７６０８６．０５７９４．６２９１．４ ３．２ ４．７ ３９ ３７ １０５

．极北部各省 …………… ３ １５５５．５１４６２．５ ９３．０ ２０８０．０１９６０．０１２０．０ ５．９ ５．８ ３３ ３４ ２９

共  计 ５０６１４２０．５５５３１５．４６１０５．１９４２１５．４８２１８８．２１２０２７．２９．９４ １２．７６５３．３４８．５９７．０

  各类所包括的省份：（ ）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下诺夫歌罗德、
诺夫歌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 ）沃罗涅日、喀山、库尔斯克、奥廖尔、奔
萨、波尔塔瓦、梁赞、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坦波夫、图拉、哈尔科夫与切尔尼戈夫；（ ）阿斯特拉罕、比
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奥伦堡、萨马拉、塔夫利达、赫尔松与乌法；（ ）库尔兰、里夫兰与爱
斯兰；（ ）维尔纳、维捷布斯克、格罗德诺、科夫诺、明斯克与莫吉廖夫；（ ）沃伦、波多利斯克与基辅；
（ ）维亚特卡与彼尔姆；（ ）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与奥洛涅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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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３３

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

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

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１４．１％增长到２１．１％。农村人口的增

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

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１０５％与９７％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

欧工业国家比较（象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

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

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１８６３年到

１８９７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

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象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

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１８８５年到

１８９７年，从这里移出约３００万人，即人口总数的１１０强。①

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

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１１．２％增加到１３．３％，即１００与１１８之

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９．９４％增加到１２．７６％，即１００与１２８之

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

均数高得多（１３０％与９７％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

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

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８７％，而俄国的平均

① 上引著作第１０９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１１０—
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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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数则为４８．５％。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

盖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１８９７年城市人口的百

分比仍然与１８６３年一样（１９．６％），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

至降低了（从２５．９％降到２５．４％），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

的增长稍微慢一些（增加１３１％与１３５％，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

１４１％）。因此，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

的更大的增长。

（３）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

并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

二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① 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

内特别多。②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９个工

业省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１８６３年为７．３％，在１８９７年为８．６％。

问题在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

于工业村。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

的“城市”中间，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３０００、２０００、甚至

１０００的，而许多“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或５０００。《雅

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的编者说得对（第２编第１９１页），在改革后时

代，“城市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

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

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

０２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关于科尔萨克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可参看沃尔金先生正确的评论。
（上引书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见上面第７章第８节和第７章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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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

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

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姆两省，１８６３年为３．２％，１８９７年

为４．７％，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

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市人口为６４００人（１８９７

年），但是根据１８８８—１８９１年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

的居民为８４７００人，其中有５６０００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只有５６００

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据地方自治局人

口调查，６５０００人是无土地的，８１０００人则只有割草场。这就是说，

单是这两个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市人口还要

多（１８９７年为１９５６００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

它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

站附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

６章第２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

和城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

率通常比较高。①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

１２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
是陈旧的）资料看出来：欧俄２５个省在６０年代居民超过２０００的村有１３３４
个。其中有１０８个村，其居民为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有６个村，其居民为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人；有１个村，其居民为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人；有１个村，其居民超过２００００
人。（第１６９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
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
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
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小城市与周
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 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
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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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

《汇集》提供了关于该省８个县村庄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

市为８个，人口为５６１４９人（１８９７年）。而在村庄中，有４个村庄很

突出，它们共有９３７６户，居民达５３７３２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

些村庄中有商店２４０家，工业企业４０４个。总户数中有６０％完全

不种地，有２１％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７１％既无役畜又无农具，

有６３％全年购买粮食，有８６％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

口列入工商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

人口的数量，因为在这８个县中，共有２１９５６户完全不种地。反正，

在我们所举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

中的少。

（４）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

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

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

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

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

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

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

２２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承认了这点，抛开了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
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１８９３年蒂宾根版第２９６—
２９７页和第３０３—３０４页）俄国的统计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
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５３６页和第４７４页），列入城市的是居民超过
２０００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工厂村等等。因此，
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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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

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

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

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①城市所提供

的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

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

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８．３％和１２．８％之比）。但是，该省１８９６

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

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１４９１６００个月；以１２来除，得出外出人

口为１２４３００人，即“约占总人口的１１％”（上引书第４６页）！把

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１８９７年为９７９００人）上去，工业人口的

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

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

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

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

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

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②：

３２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１８８０年和１８８５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１８９７年特维尔省统计
年鉴》。日班科夫《１８９２—１８９５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１８９６年斯摩棱

尼·—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
一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
本主义的命运》第１４９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
义的命运”的认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
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
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吗？〉，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
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差不多”，瓦·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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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 证 分 发 数 的 百 分 比

季 节

莫斯科省
（１８８５年）

特维尔省
（１８９７年）

斯摩棱
斯克省
（１８９５年）

普斯科夫省
（１８９５年）
身 分 证

科斯特罗马省
（１８８０年）

男 女 男 女 合 计 男 女
男

身分证
临 时
身分证

女子的身
分证与临
时身分证

冬 季１９．３１８．６ ２２．３ ２２．４ ２０．４ １９．３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７．３

春 季３２．４３２．７ ３８．０ ３４．８ ３０．３ ２７．８ ４３．８ ４．６ ３９．４

夏 季２０．６２１．２ １９．１ １９．３ ２２．６ ２３．２ １５．４ ２０．４ ２５．４

秋 季２７．８２７．４ ２０．６ ２３．５ ２６．７ ２９．７ ２４．６ ２２．８ １７．９

共 计１００．１９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

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①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

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

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

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

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② 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

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

４２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１８９６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１８９７年卡卢加版第２篇第１８页。

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

斯克版。日班科夫《１８６６—１８８３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
迁徙的影响》１８８７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１８９８年普斯科
夫版。莫斯科省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
马省只有各县的资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
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
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家的有６８．７％；秋冬两季离家的有１２．６％；春夏两
季离家的有１８．７％。必须指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
述》１８９６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２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
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于身分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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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

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

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１８９１

年科斯特罗马版第２１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

（１８９６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２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

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的情形。（第２８、

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６页及其他各页）①

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

工的工人人数不下５００—６００万。实际上，在１８８４年，欧俄所发出

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４６７万张②，而身分证收入从１８８４年到

５２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列·韦辛《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１８８６年第７期和
１８８７年第２期。

“外出做零工……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村社土
地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象西欧那样容易
地转变为市民…… 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
系，但就其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
联系看作一种负担。”（１８９６年《俄国思想》第１１期第２２７页）这说得很对，但
是对于一个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
张农民离开村社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为了比较，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

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
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出
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出
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这些
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也依
然保存着”（１８９０年《法学通报》第９期第１４５页）。保存小资产阶级的希望，事
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工具”，那么欧洲的经验以及在俄国
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系仍然保持着联
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更加适用得多。同一个日班科夫先
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些“森林”县份定居的
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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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４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３３０万卢布增加到４５０万卢布）。

在１８９７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９４９５７００张

（其中欧俄５０个省占９３３３２００张）。在１８９８年，为８２５９９００张（欧

俄占７８０９６００张）。绝大多①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

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６３０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

（第３章第９节第１７４页）②，１１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

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２００万对１７０万）。现在我们可以添

上６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

１２８７８００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１２９８６００张。③ 这样，在欧

俄１７个省（１１个黑土地带省和６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

连科先生计算有３００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

９０年代，这１７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３３０万张。在

１８９１年，这１７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５２．２％。因此，外出

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６００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

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

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５００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

可能的”。④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

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数的农

６２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９６年７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
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２０个省１２６个县的资料。

这６个省份是：莫斯科（１８８５年的旧资料）、特维尔（１８９６年）、科斯特罗马
（１８９２年）、斯摩棱斯克（１８９５年）、卡卢加（１８９５年）与普斯科夫（１８９６
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

见本卷第２０９页。——编者注

《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１９００年圣彼得堡版，
无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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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１６页）尼·—逊先

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

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

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

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① 相反，我

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

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

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度“各种捐税”收入分布

（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

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② 如果我们拿１１个

非农业省来看，——我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２点）已经把这些省

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

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１８８５年仅占整个欧

俄人口的１８．７％（１８９７年占１８．３％），而身分证收入在１８８５年却

占４２．９％（１８９１年占４０．７％）。③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

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

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３８个省

（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９０％）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④。

７２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④ 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
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
得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
赞、

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度和１８９６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
１８８５年，身分证收入在欧俄每１０００居民为３７卢布，而在１１个非农业省份每
１０００居民则为８６卢布。

《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１８６９年圣彼得堡版第４００页及以下各页。
参看上面第１７４页（参看本卷第２０９—２１０页。——编者注）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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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别

１８８４年发出的外出
许可证数目（单位千）

身分证
临 时
身分证

共 计

１８８５年的
人  口
（单位千）

每千人平
均所得
许可证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
  占优势的１２个省… ９６７．８ ７９４．５１７６２．３１８６４３．８ ９４
二、过渡性质的５个省 ４２３．９ ２９９．５ ７２３．４ ８００７．２ ９０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
  优势的２１个省…… ７００．４１０４６．１１７４６．５４２５１８．５ ４１
     ３８ 个 省 ２０９２．１２１４０．１４２３２．２６９１６９．５ ６１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

厉害些…… 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

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

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１８８６年《事业》第７期第１３４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

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５０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

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１８８４年未列入的１２个省也按这三类区

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

北部各省，共９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

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８２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图拉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
琳诺斯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
瓦、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
与切尔尼戈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
的意义夸大了。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３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
《１８９６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１１章。《１８９５年图拉省省志》第６篇
第１０页：外出做零工者人数为１８８０００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
５００００剩余工人！——其中北部６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１０７０００外出做零工
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７县的外出者大部分
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８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
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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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居民证的总数

省    别 １８９７年 １８９８年①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

  占优势的１７个省………… ４４３７３９２ ３３６９５９７

二、过渡性质的１２个省……… １８８６７３３ １６７４２３１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

  优势的２１个省…………… ３００９０７０ ２７６５７６２

    ５０个省总计 ９３３３１９５ ７８０９５９０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

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

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

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至少有３００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

增长。身分证收入从１８６８年的２１０万卢布（１８６６年为１７５万卢

布），增加到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度的４５０万卢布，即增加１倍多。所发

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１８７７年至１８８５年

增加了２０％（男的）与５３％（女的）；在特维尔省从１８９３年至１８９６

年增加了５．６％；在卡卢加省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５年增加了２３％（而

外出的月数增加了２６％）；在斯摩棱斯克省从１８７５年的１０００００

增加到１８８５年的１１７０００，１８９５年增加到１４００００；在普斯科夫省

从１８６５—１８７５年的１１７１６增加到１８７６年的１４９４４，１８９６年增加

到４３７６５（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１８６８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

 ① 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６章第６３９页）说明，１８９８年身分
证发出数目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
各省的人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
是第三类，减得最多的是第一类。１８９７年与１８９８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
２版注释）

９２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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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证，每１００男子中占２３．８，每１００妇女中占０．８５，而在１８８０

年则占３３．１与２．２，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

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

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① 及觉

悟②，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③。“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

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

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④“一切乡村居

民都被叫作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

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

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

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

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

０３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农妇国》第２６—２７页和第１５页。

“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 到彼
得堡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 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
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３９页。参看《１８９２—１８９５年
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８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
宅、衣服、一切习惯、娱乐，与其说象农民生活，不如说象市民生活。”
（《１８９２—１８９５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３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
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第
６７—６８页）。

“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３４
页），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象在“文化很低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
中那样厉害。

日班科夫《１８６６—１８８３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
响》第３６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
５５．９％；在工厂县份为３４．９％；在定居（森林）县份为２５．８％；识字妇
女分别为３．５％，２．０％，１．３％；学生分别为１．４４％，１．４３％，１．０７％。
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圣彼得堡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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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①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

每个人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

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

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２编第１１８页）。外

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

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② ……“人民中

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

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

就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

‘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

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 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

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

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２编第１８９—１９０

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

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楚

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县），

“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

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１２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

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庭；他们不自觉地

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③“过惯了不受丈

１３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同上，第８８页。

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
对于衣着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同上，
第５８页）。

《农妇国》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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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

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 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罕

见的事情…… 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

来。”①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

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

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②下面是卡

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县    别 外出男性工人 每月的工资（单位卢布）

（以外出做零工的
人数为标准）

对全体男性
人口的百分比

外出工
业 者

农村年工

一、 ３８．７ ９．０ ５．９

二、 ３６．３ ８．８ ５．３

三、 ３２．７ ８．４ ４．９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１）外出做零工对农业

生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２）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

力量。”③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１００名

工人中有６０人以上外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

资为６９卢布或１２３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４０—６０％

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６４卢布或１２５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

工人不到４０％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５９卢布或１１６普特黑麦。④

在这几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

２３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１篇第２７页。

《１８９６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２篇第４８页。
参看第４章第４节（参看本卷第２３８—２３９页。——编者注）。
１８９０年《法学通报》第９期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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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２％—３５％。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

很多通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的发展

（茶、印花布、靴、钟表等等），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

的提高产生影响”①。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

很缺少，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

做工或在那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

民，他们出卖鸡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其原因是所有的

人都想多拿钱不干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大家都

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

健康的工人”②。这种对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

称之为民粹派的评价。例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

过剩的工人，而是由外来的农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

“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利的”。③ 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

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多低级的文明习惯，尚奢侈和

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钱”④；在这种奢侈等等上

３３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６６—１８８３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３３
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农妇国》第３９页和第８页。“这些真正的〈外来的〉农民，是否会以其富裕的生
活状况，给与那些不是视土地而是视外出谋生为其生活基础的本地居民以清
醒的影响呢？”（第４０页）作者叹息道：“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相反影响
的例子。”这个例子如下。沃洛格达人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富裕”。“我曾经
问过其中的一个人，既然他家里很富裕，为什么还把儿子送到圣彼得堡去？我
得到的回答是：‘事情是这样，我们并不穷，但是我们这里很土气，他学别人的
样，自己也想去受教育，其实他在我们家里已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第
２５页）可怜的民粹派呵！甚至富裕的购买土地的农夫－庄稼汉的例子，也不能
使那个青年“清醒过来”，他竟要去“受教育”，以逃开“保证其生活的份地”，这
怎能不令人伤心呢！

同上，第４０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１８９６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１篇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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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①。赫尔岑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

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

荒淫”等等。②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

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外出谋生的需要”。③卡雷舍

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

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

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④

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

问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

社的自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

的自由！

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

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

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

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

步意义。

三 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差不多具有最

４３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④ １８９６年《俄国财富》第７期第１８页。这样，“最主要的”需要应由份地去满足，

《１８８０年和１８８５年发给莫斯科省农业人口的居民证》第７页。
１８８７年《俄国思想》（不是《俄罗斯通报》，而是《俄国思想》）第９期第１６３页。
１８９０年《法学通报》第９期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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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劳动力

也变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

只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这个趋势在改革后的

俄国是怎样表现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详细地考察过了，现在应

当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首先把前几章所引证的劳动力出卖者人

数的资料计算在一起，然后（在下一节）再叙述劳动力购买者的总

数。

全国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出卖者。据计

算，这种人口约有１５５０万成年男工。① 第２章中曾经指出，下等农

户无非是农村无产阶级；同时曾经指出（第１２２页脚注②），这种无

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将在下面加以考察。现在把前面列举的

各类雇佣工人作一总计：（１）农业雇佣工人，其数目约为３５０万人

（欧俄）。（２）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铁路工人，约为１５０万人。总计

职业雇佣工人共５００万人。其次，（３）建筑工人，约为１００万人。

（４）从事木材业（伐木、木材初步加工、运木等等）、挖土、修筑铁路、

装卸货物以及工业中心的各种“粗”活的工人。这些工人约为２００

万人。③（５）被资本家所雇用在家中工作的以及在未列入“工厂工

５３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③ 我们在上面看见，单是木材工人就有２００万。从事上述后两种工作的工人人
数，应当大于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总数，因为一部分建筑工人、小工、特别
是木材工人，是本地工人，而不是外来工人。我们看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工
人人数不下３００万人。

参看本卷第１５０页。——编者注

《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１８９４年大臣委员会办公厅出版）的
数字，为１５５４６６１８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得到的：假设城市人口等于不参加物质
财富生产的人口；成年男性农民人口减少了７％（４．５％服兵役，２．５％在村社
中服务）。

而其余的需要，显然应由从“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的“乡村”中所得
到的“当地工资”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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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加工工业中做雇佣工作的工人，其人数约为２００万。

总计——约有１０００万雇佣工人。除去其中大约１４的女工与

童工①，还有７５０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即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

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左右。②在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中，有一部分

已完全与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里包括绝大多

数的工厂工人（无疑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矿业工人与铁路工人），其

次包括一部分建筑工人、船舶工人与小工；最后，还包括不小一部

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为资本家进行家庭劳动的非农业

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一部分雇佣工人尚未与土地断绝关系，他们

的支出一部分是以他们在很小一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来抵补，

因而他们形成了我们在第２章中极力详述过的那一类有份地的雇

佣工人。前面的叙述已经指出，所有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主要是在改

革后的时代出现的，现在还继续迅速地增长着。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

（或失业工人后备军人员）问题上的意义。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雇佣

工人总数的资料，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民粹派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

的基本错误。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评论集》第３８—４２页③）

已经指出的，这种错误在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尼

·—逊先生及其他人）大谈资本主义使工人“游离出来”，但不想研

究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具体形式；其次，在于他们完全不

６３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１４６—１５１页。——编者注

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决不奢望这些数字得到统计上的
确切证明。我们只想大概表明一下雇佣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雇佣劳动者人数
的众多。

我们看见，在工厂工业中，妇女与儿童占工人总数１４强。在采矿工业、建筑业
与木材业等等中，妇女与儿童是很少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中，妇
女与儿童大概比男子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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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大批后备工人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他们

凭着对“工厂”工人人数发表几句抱怨的话和进行一些奇怪的算

法①，就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变成了证明资本主义不

可能、错误、无根据等等的论据。事实上，如果对小生产者的剥夺没

有造成千百万的雇佣工人群众，使他们随时准备一有号召就去满

足企业主在农业、木材业与建筑业、商业、加工工业、采矿工业、运

输工业等等中最大限度的需求，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发

展到目前的高度，而且连一年也不能存在。我们说最大限度的需

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跳跃式地发展，因而需要出卖劳动力的

生产者人数，应当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我们刚才

计算了各类雇佣工人的总数，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想说资本主

义能够经常雇用这全部工人。不管我们拿哪类雇佣工人来看，这是

经常的雇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在

千百万流动的与定居的工人中间，有一部分经常留在失业后备军

内，这种后备军在危机年代，或在某一区域某种工业衰落的情况

下，或在排挤工人的机器生产特别迅速地扩展的情况下，达到很大

的数量；有时候则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往往引起个别年份国内个别

区域的个别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抱怨工人“缺乏”。由于完全没有比

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即使大致算出通常年份的失业人数，也是不可

７３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我们回忆一下尼·—逊先生关于“一小撮”工人的议论以及瓦·沃·先生下面
这种真正古典的算法（《理论经济学概论》第１３１页）。在欧俄５０个省中，计有
属于农民等级的成年男工１５５４７０００人，其中“被资本所联合起来的”为
１０２００００人（工厂工业中的８６３０００人及铁路工人１６００００人）。其余的是“农业
人口”。在“加工工业完全资本主义化”之下，“资本主义工厂工业”雇用了两倍
的人手（不是７．６％，而是１３．３％；其余的８６．７％的人口“则依然耕种土地，将
在半年内没有工作”）。看来，注解只能削弱经济科学与经济统计的这个出色
例子给人造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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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数目应当是很大的，不论是上面多次指

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地方自治局统

计所肯定的下等农户家庭收支中的通常亏空，都证明了这一点。被

驱入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农民人数的增加，以

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至于谈到

雇佣劳动形式，那么它们在各方面都还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

和设施所缠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忽视这种

多样性，将是重大的错误。谁要象瓦·沃·先生那样认为资本主义

“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容纳１００万—１５０万工人的角落而不超出这

个角落”①，他就会陷入这种错误。这里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

只是大机器工业。但是，在这里把这１５０万工人圈定在一个特别的

似乎与雇佣劳动其他领域没有任何联系的“角落”里，这是多么随

心所欲和多么不合情理呵！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为了说

明这种联系，只须举出现代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就够了。第

一，货币经济是这种制度的基础。“货币权力”充分表现在工业中与

农业中，城市中与乡村中，但是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它才得到充分

发展，完全排挤了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集中于少数大机关（银行），

直接与社会大生产发生联系。第二，劳动力的买卖是现代经济制度

的基础。即使拿农业中或工业中的最小的生产者来看，你就会看

到，那种既不受人雇又不雇人的生产者是例外的情况。但是，这些

关系也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与以前的经

济形式完全分离。因此，某一位民粹派认为极小的“角落”，实际上

体现着现代社会关系的精髓，而这个“角落”的人口即无产阶级，才

８３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１８９６年《新言论》第６期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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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是全部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前卫和先锋。①因此，只有从这

个“角落”中所形成的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整个现代经济制度，才有

可能认识清楚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从而考

察这种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相反，谁要撇开这一“角落”而从宗法

式小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那么历史进程就会把他或

者变为天真的梦想家，或者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大地主的思想家。

四 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为了总括上面叙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引证的资料，我们只谈

欧俄工人流动的情况。以业主陈述为基础的农业司出版物②，给我

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工人流动的情况，使人对劳动力国内市场如何

形成有一个总的认识；我们在利用这一出版物的材料时，只是力求

把农业工人的流动与非农业工人的流动加以区别，虽然该出版物

所附的表明工人流动的地图上并未作出这种区别。

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１）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南

部和东部边疆地区。（２）从北部黑土地带省份移到南部黑土地带省

９３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５编，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
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谢·亚·柯罗连科编，
１８９２年圣彼得堡农业和农村工业司出版。

如果作相应的改变，那就可以说，大机器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其余的雇佣工人
的关系，就象维伯夫妇所说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与非工联主义者的关系一样。
“工联主义者约占全部人口４％…… 据工联计算，在自己队伍中以体力劳动
为生的成年男工占２０％左右。”但是“工联的成员……照例总是每一部门的一
批最优秀的工人。因此，他们对其余工人群众的道德和精神的影响，是同他们
的人数完全不能相比的。”（悉·维伯和比·维伯《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
１８９５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３６３、３６５、３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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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３章

第９节和第１０节）①。（３）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４

章第４节）②。（４）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

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１）主要从非农业省份、

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大城市。（２）从上述地区

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

中。（３）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

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ａ）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

（ｂ）南部矿业地区；（ｃ）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天、里

加等等）；（ｄ）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ｅ）乌

拉尔矿业区；（ｆ）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ｇ）

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ｈ）铁路工作等等部

门。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

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

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

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２８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

它们分为６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③：

０４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
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
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
许犹太居住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
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
这些区域（第１类——第６类）包括下列各省：（１）省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

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页。——编者注
参看本卷第２０７页和２１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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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按工人流动的
 

性 质 划 分

１０年（１８８１—１８９１年）的平均工资 工 人 流 动 数 量

年  工

食宿
在外

食宿
在内

卢  布

货币工
资对全
部工资
的
百分比

季节工
 

（夏季）

自备伙
食的夏
季日工

卢布 戈比

农  业  的 非 农 业 的

移  入 移   出 移  入

１．大量的农业移入 ９３．００１４３．５０６４．８５５．６７ ８２ 约１００万工人 － －
 

大部分移向

２．大量的农业移入，而移

出甚少
６９．８０１１１．４０６２．６４７．３０ ６３ 约１００万工人 数量不大 －

矿业地区

 

３．大量的农业移出，而移

入甚少
５８．６７１００．６７５８．２４１．５０ ５３ 数量不大

３０万工人

以  上
数量不大 数量不大

４．大量的移出，大部分是

农业移出，也有非农业

移出

５１．５０９２．９５５５．４３５．６４ ４７ － １５０万工人以上 －

５．大量的非农业移出，而

农业移入甚少
６３．４３１１２．４３５６．４４４．００ ５５ 数量不大 数量不大

１２５万工

工左右
－

６．大量的非农业移入，而

农业的移入也相当大
７９．８０１３５．８０５８．７５３．００ ６４ 数量相当大 － （到首都） 数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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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３章

第９节和第１０节）①。（３）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４

章第４节）②。（４）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

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１）主要从非农业省份、

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大城市。（２）从上述地区

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

中。（３）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

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ａ）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

（ｂ）南部矿业地区；（ｃ）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天、里

加等等）；（ｄ）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ｅ）乌

拉尔矿业区；（ｆ）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ｇ）

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ｈ）铁路工作等等部

门。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

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

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

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２８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

它们分为６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③：

①

②

③ 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
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
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
许犹太居住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
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
这些区域（第１类——第６类）包括下列各省：（１）省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

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页。——编者注

参看本卷第２０７页和２１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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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向我们明显地指出了那个建立劳动力国内市场、从而也

建立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两

个主要区域，吸引了大量工人。这两个区域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区域

（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首都省与工业省）。

在人口外移的区域，在中部各农业省，工资是最低的，这些省份不

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极不发达①；在人口移入的

区域，各种工作的工资都增高了，货币工资对工资总额的比例也增

高了，即货币经济由于排挤自然经济而得到加强。人口移入最多

（和工资最高）的区域与人口移出（和工资最低）的区域之间的中间

区域，则表现出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工人相互代替的现象：工人移出

的数目过多，以致移出的地区发生工人不足的情况，因而从更“低

廉”的省份吸收外来工人。

实际上，我们表中所表明的人口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人口的

工业化）和工商业农业即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工业化）这

两个方面的过程，把上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市场形成问题的

全部叙述总括起来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建立，是由于资本主义

在农业中与工业中的平行发展②，是由于一方面形成了农业企业

２４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理论经济学早已确定了这个简单的真理。马克思更不用说了，他曾经直接指
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是建立“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过程（《资本论》

于是，农民就大批地离开宗法式经济关系最厉害的、工役制及原始工业形式保
存最多的区域，跑到“基础”完全瓦解了的地区去。他们逃离“人民生产”，不听
那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呼声。在这一片呼声中，听得最清楚的有两种声
音：“束缚得太少呀！”——这是黑帮分子索巴开维奇１００的恫吓的叫声：“没有
充分保证份地”，——立宪民主党人马尼洛夫客气地纠正他说。

顿河；（２）赫尔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萨马拉、萨拉托夫与奥伦堡；（３）辛比尔
斯克、沃罗涅日与哈尔科夫；（４）喀山、奔萨、坦波夫、梁赞、图拉、奥廖尔与库尔
斯克；（５）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卡卢加、科斯特罗马、特维尔与下诺夫哥罗
德；（６）圣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与弗拉基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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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３章

第９节和第１０节）①。（３）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４

章第４节）②。（４）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

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１）主要从非农业省份、

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大城市。（２）从上述地区

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

中。（３）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

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ａ）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

（ｂ）南部矿业地区；（ｃ）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天、里

加等等）；（ｄ）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ｅ）乌

拉尔矿业区；（ｆ）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ｇ）

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ｈ）铁路工作等等部

门。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

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

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

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２８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

它们分为６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③：

０４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③ 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
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
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
许犹太居住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
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
这些区域（第１类——第６类）包括下列各省：（１）省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

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页。——编者注
参看本卷第２０７页和２１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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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工业企业主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雇佣

工人阶级。工人流动的主要潮流表明了这种过程的一些主要形式，

但还远不是其全部形式；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指出，这种过程的形

式在农民经济中与在地主经济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商业性农业的

不同区域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各

不相同的，等等。

这一过程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者歪曲和混淆到什么程

度，这在尼·—逊先生所著《论文集》第２篇第６节里特别明显地

表现出来了，这一节有这样一个特出的标题：《社会生产力的再分

配对于农业人口的经济地位的影响》。请看尼·—逊先生是怎样设

想这种“再分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每一

次提高，都使相应数量的工人被‘游离’出来，他们被迫去另谋生

计；然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这种‘游离’遍布整个

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些工人除了转向他们暂时还未失掉的生产

工具，即转向土地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第１２６页）“我国

农民并未失掉土地，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力量投在土地上。他们失

去工厂中的工作或被迫抛弃其家庭副业时，除了加紧耕种土地之

外，看不到其他的出路。一切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都肯定了耕地

扩大的事实……”（第１２８页）

你们瞧，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十分特别的资本主义，这种资

本主义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而且是任何一个经济

３４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７６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８１３页。——编者
注），第２４章第５节）；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本性和原因的
研究》第１篇第１１章和第３篇第４章中，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最显
著的特点，指出这一过程与城市增长和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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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家难以想象的。尼·—逊先生的资本主义不使人口离开农

业转向工业，也不把农民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完全相反。资本主义

把工人从工业“游离”出来，而且“他们”只得转向土地，因为“我国

农民并未失掉土地”！！这种“理论”在诗意的混乱中把资本主义发

展的种种过程独创地“再分配”了一下，而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

前面叙述中所详细分析过的一般民粹派的笨拙方法：把农民资产

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忽视商业性农业的增长，拿“人民”

“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分离的童话，来代替对资本主

义在工业中的各种循序出现的形式与各种表现的分析。

五 边疆地区的意义。国内市场

还是国外市场？   

  在第１章中已经指出了把资本主义国外市场问题同产品的实

现问题联在一起的理论的错误。（第２５页①及以下各页）资本主义

之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而

是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够在不变的条件下以原有的规模重复同样的

生产过程（如象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它必然会引

起生产的无限制的增长，而超过原有经济单位的旧的狭隘的界限。

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超过其

他生产部门，力求越出旧的经济关系区域的界限。例如，我们拿改

革后时代初期的纺织工业来看。这种工业在资本主义关系上有相

当高度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开始过渡到工厂），完全占领了俄国中

部的市场。但是如此迅速增长的大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于以前的市

４４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参看本卷第４８—４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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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范围；它们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到移居新罗西亚、伏尔加左岸东

南地区、北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等地的新的人口中间给自己寻找

市场。大工厂力求超出旧市场的界限，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否意

味着，在这些旧市场的区域内，更大数量的纺织工业产品一般说来

就不能消费了呢？这是否意味着，例如，工业省份与中部农业省份

一般说来就不能吸收更大数量的工厂产品了呢？不是的。我们知

道，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的增长以及工业人口的增加，过去和

现在都继续扩大这个旧区域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市场的这种扩

大却被许多情况（主要是还保留了阻止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

旧制度）所阻止。厂主当然不会等待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在其资本主

义发展上赶上纺织工业。厂主是立即需要市场的，如果国民经济其

他方面的落后使旧区域内的市场缩小，那么他们将在其他区域、其

他国家或老国家的移民区内去寻找市场。

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移民区呢？上面已经指出，根

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如下：（１）移民容易获得

的未被占据的闲地的存在；（２）业已形成的世界分工即世界市场

的存在，因而移民区可以专门从事农产品的大宗生产，用以交换

现成的工业品，即“在另外的情况下必须由他们自己制造的那些

产品”（见上面第４章第２节第１８９页脚注①）。在改革后时代住满

了人的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正是具有这两个特点，从经济

学的意义上说来，它们是欧俄中部的移民区，——这一点已经在

别一地方讲过了。②移民区这个概念更可以应用于其他边疆地区，

５４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② “……完全由于它们，由于这些人民生产形式，而且以它们为基础，全部南俄
才开发出来并且住上了人。”（尼·—逊先生《论文集》第２８４页）“人民生产

见本卷第２２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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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加索。 俄罗斯在经济上“征服”这个地方，比政治上要迟得

多，直到现在这种经济上的征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改革后时代，

一方面对高加索进行大力开发①，移民广泛开垦土地（特别在北高

加索），为出售而生产小麦、烟草等等，并从俄罗斯吸引了大批农村

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几百年的当地“手工业”遭到排挤，这些当地

“手工业”在输入的莫斯科工厂产品的竞争下日益衰落。古老的兵

器制造业，在输入的图拉的和比利时的制品的竞争下衰落了，手工

制铁业在输入的俄罗斯产品的竞争下衰落了，而对铜、金银、陶土、

油脂和碱、皮革等等的手工加工业，也都是如此②；所有这些产品，

俄罗斯工厂都生产得便宜些，它们把自己的产品运到高加索去。角

骨杯制造业，由于格鲁吉亚封建制度及其传统性宴会的没落而衰

落了。软帽业也因为欧洲式服装代替亚洲式服装而衰落了。装当

地酒的皮囊与酒罐制造业也衰落了，因为当地所产的酒首次拿去

出卖（使酒桶业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市场。这样，俄国资

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世界商品流通之中，消灭了它的地方特点

——昔日宗法式闭塞状态的残余，——为自己的工厂建立了市场。

在改革后初期居民稀少的或者与世界经济甚至历史隔绝的山民所

居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

地方，而库庞先生１０１也就无情地把自豪的山民们富有诗意的民

６４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２卷中Ｋ．哈季索夫的文章和《俄国手工工业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５编中 ．奥斯特里亚科夫的文章。

参看１８９７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２１期上彼·谢苗诺夫先生的文章和
１８９７年６月《新言论》上瓦·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

形式”这一概念是多么广泛与丰富呵！它包括了一切应有尽有的东西：宗法式
的农业，工役制，原始的手艺，小商品生产，我们在上面关于塔夫利达省和萨马
拉省的资料中看见过的（第２章）农民村社内部的典型资本主义关系，以及其
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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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服装脱去，给他们穿上欧洲仆役的制服了（格·乌斯宾斯基）。与

高加索的加紧开发及其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过程并行的，还有人

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农业人口的增长掩盖

了）。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从１８６３年的３５万人增加到１８９７年的

９０万人左右（高加索全部人口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９７年增加了９５％）。

至于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过去和现在都发生着同样的过

程，这点我们就无须赘述了。

这样，自然也就发生一个问题：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界限在

什么地方呢？采用国家的政治界限，那是太机械的解决办法，而且

这是否是解决办法呢？如果中亚细亚是国内市场，波斯是国外市

场，那么把希瓦与布哈拉归在哪一类呢？如果西伯利亚是国内市

场，中国是国外市场，那么把满洲归在哪一类呢？这类问题是没有

重要意义的。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

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

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在改革后的俄国

已经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并且继续表现出来。

因此，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深

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

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

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差不多只叙述这个

过程的前一方面，因此我们认为特别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这个过

程的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对开

发边疆地区与扩大俄国领土的过程进行稍微充分的研究，就需要

有专门的著作。我们在这里只须指出，由于俄国边疆地区有大量空

闲的可供开垦的土地，俄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特别有利的

７４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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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① 不必说亚俄，就是在欧俄也有这样的边疆地区，它们由于

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在经济方面同情罗斯中部的联系还极端薄

弱。例如，拿“遥远的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来看，该省辽阔

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没有怎样开发。当地主要产品之一木材，直到

最近主要是输往英国。因此，从这方面说来，欧俄的这一区域就成

为英国的国外市场，而不是俄国的国内市场。过去俄国企业家当然

嫉妒英国人，现在铁路敷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兴高采烈起

来，预见到“边疆地区各种工业部门中的精神振奋与企业家的活动

了”②。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对著作界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资

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总结。承认这种作

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

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

８４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俄国的生产力》第２０编第１２页。

正文中指出的情况也有另外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为人久居的旧领土内向深
度的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开发而受到阻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以及资本主
义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解决，由于资本主义能容易地向广度发展而暂时延缓。
例如，最先进的工业形式与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无疑是一种矛盾。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在改革后初期所占领的领土界限以外没有地方可以扩张，
那么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农村生活古老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等等）之间的
这个矛盾，就一定会迅速导致这些制度的完全废除，导致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道
路的完全扫清。但是，在被开发的边疆地区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对于厂
主），出外到新土地上去的可能（对于农民），削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并延缓
了它的解决。不用说，资本主义增长的这种延缓，等于是为它在最近的将来有
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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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阶段

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成这

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

的毛病，他们掩盖农民的分化、我国农业演进的资本主义性质、具

有份地的农村雇佣工人与手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掩盖资本

主义最低级最恶劣的形式在著名的“手工”工业中完全占优势的事

实。

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但这两个事实是在国民

经济各个部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大机器工业时代才会十分明

显地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以前，还保持着手工生产

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改革后

的时代，在这方面与以前各个俄国历史时代截然不同。浅耕犁与连

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

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济各个部

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这种改革的过程，根

据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与不合比例来进行：

繁荣时期被危机时期所代替，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另一工业

部门的衰落，农业的进步在一个区域包括农业的一方面，在另一区

域则包括农业的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增长，等等。

民粹派著作家的许多错误，都来源于他们企图证明这种不合比例

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不是发展。①

９４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我们看一看……即使我们把英国沉入海底并取其地位而代之，资本主义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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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特点， 是生产资

料（生产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个人消费的增长。我们不止一次地

指出了这个现象在农业与工业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

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实现的一般规律所产生的，是与这个社会

的对抗性质完全适应的。①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社会化，表现在下列过程中。第一，商

品生产的增长本身破坏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

并把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结合成为世界

市场）。为自己的生产变成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愈高度

０５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对生产资料的意义的忽视和对“统计”缺乏分析的态度，使尼·—逊先生作出
下述经不住任何批判的论断：“……在加工工业部门中，整个〈！〉资本主义生产
所产生的新的价值，最多不会超过４—５亿卢布。”（《论文集》第３２８页）尼·—
逊先生以三分税和摊派税的资料作为这个计算的根据，没有想一想这类资料
能否包括“加工工业部门中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此外，他采用了未包括（根
据他自己的话）采矿工业的资料，并且只把额外价值与可变资本算作“新价
值”。我们的理论家忘记了，在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中，不变资本对于
社会也是新价值，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采矿工业、建筑业、木材业、铁
路建筑等等）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进行交换。如果尼·—逊先生不把“工
厂”工人人数与加工工业中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混淆起来，那么
他就会容易看出自己计算的错误。

一步发展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尼·—逊先生《论文集》第２１０页）英国
和美国的棉纺织工业，满足了世界消费的２３，其所雇用的工人仅有６０余万。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获得了最大一部分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也还不能够
使用它现在正不断使之丧失职业的全部劳动力。事实上，与几百万整月整月
坐着没有事干的农民比较起来，英国和美国的区区６０万工人又算得了什么
呢。”（第２１１页）
“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以前，纺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

伴随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人口的离开农业而转
入工业，“成百万农民的”转入建筑业、木材业及其他各种非农业的雇佣劳动，
大批人口的迁移到边疆地区，以及这些边疆地区的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然而
这一切都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不再有这类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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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的这种集体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就愈剧烈。第

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和工业中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以

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这是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特点的最明显

和最突出的但决非唯一的表现。第三，资本主义排挤人身依附形

式，它们是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俄国资本主义的

进步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显著，因为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在我

国不仅曾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继续存在）于农业中，并且

还存在于加工工业（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采矿工业及渔业

中①等等。与依附的或被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比起来，自由雇佣工人

的劳动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是一种进步的现象。第四，资本主义

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是以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所

不需要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下也不可能有较大的规模。第五，资本

主义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例（在农业中最落后的社会经

济关系形式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增加大工业中心数目。第六，资本

主义社会扩大居民对联盟、联合的需要，并使这些联合具有一种与

以前的各种联合不同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破坏中世纪社会狭隘

的、地方的、等级的联盟，造成剧烈的竞争，同时使整个社会分裂为

几个在生产中占着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大集团，大大促进了每个这

１５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① 例如，在俄国渔业主要中心之一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古老的”与真正“万古神
圣的”经济关系形式，就是在１７世纪已经完全形成而直到最近差不多没有改

变的“分成制”１０２。“分成制渔工同其主人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捕鱼的时候；相
反，这些关系包括了分成制渔工的一生，他们终身在经济上依附自己的主人。”
（《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１８７４年圣彼得堡版第２编第３３页）幸而资本主义
在这个部门中大概“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抱着轻蔑的态度”。“垄断……正被使
用自由雇佣工人捕鱼的资本主义组织所代替。”（《俄国的生产力》第５编第
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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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集团内部的联合。①第七，上述一切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旧经

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经济发展的跳

跃性，生产方式的急剧改革及生产的高度集中，人身依附与宗法关

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人口的流动，大工业中心的影响等等，——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生产者性格的深刻改变，而俄国调查者们有关

这方面的观察，我们已经指出过了。

我们再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我们曾经不断同这一经济学的

代表人物进行论战，现在可以把我们与他们的意见分歧的原因概

述如下。第一，民粹派对正在俄国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理

解，以及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关系结构的观念，我们不

能不认为是绝对错误的，而且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忽视

农民经济（不论是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矛盾。其

次，至于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快慢的问题，那么这完全要看把这

种发展同什么东西相比较。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主

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必

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

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

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

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

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

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②。最后，我们与民粹派的意见

２５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８—１１页。——编者注

参看《评论集》第９１页脚注８５，第１９８页。（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６８
页和第３３０—３３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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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的最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观点的不同。在

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结论；他

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作是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创造

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看作是利益不同

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如果本书作

者能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材料，那么他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劳

动不是白费的了。

１８９９年３月底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３卷第１—６０２页

３５５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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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７章第３６１页①）
欧俄工厂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年 代

各种行业的资料（在不同时期，
有资料的行业数目不同）

３４种行业的资料

工 厂
数 目

生 产 额
（单位千卢布）

工人人数
工 厂
数 目

生 产 额
（单位千卢布）

工人人数

１８６３ １１８１０ ２４７６１４３５７８３５ — — —

１８６４ １１９８４ ２７４５１９３５３９６８ ５７８２ ２０１４５８ ２７２３８５

１８６５ １３６８６ ２８６８４２３８０６３８ ６１７５ ２１０８２５ ２９０２２２

１８６６ ６８９１ ２７６２１１３４２４７３ ５７７５ ２３９４５３ ３１０９１８

１８６７ ７０８２ ２３９３５０３１５７５９ ６９３４ ２３５７５７ ３１３７５９

１８６８ ７２３８ ２５３２２９３３１０２７ ７０９１ ２４９３１０ ３２９２１９

１８６９ ７４８８ ２８７５６５３４３３０８ ７３２５ ２８３４５２ ３４１４２５

１８７０ ７８５３ ３１８５２５３５６１８４ ７６９１ ３１３５１７ ３５４０６３

１８７１ ８１４９ ３３４６０５３７４７６９ ８００５ ３２９０５１ ３７２６０８

１８７２ ８１９４ ３５７１４５４０２３６５ ８０４７ ３５２０８７ ４００３２５

１８７３ ８２４５ ３５１５３０４０６９６４ ８１０３ ３４６４３４ ４０５０５０

１８７４ ７６１２ ３５７６９９４１１０５７ ７４６５ ３５２０３６ ３９９３７６

１８７５ ７５５５ ３６８７６７４２４１３１ ７４０８ ３６２９３１ ４１２２９１

１８７６ ７４１９ ３６１６１６４１２１８１ ７２７０ ３５４３７６ ４００７４９

１８７７ ７６７１ ３７９４５１４１９４１４ ７５２３ ３７１０７７ ４０５７９９

１８７８ ８２６１ ４６１５５８４４７８５８ ８１２２ ４５０５２０ ４３２７２８

１８７９ ８６２８ ５４１６０２４８２２７６ ８４７１ ５３０２８７ ４６６５１５

１８８５ １７０１４ ８６４７３６６１５５９８ ６２３２ ４７９０２８ ４３６７７５

１８８６ １６５９０ ８６６８０４６３４８２２ ６０８８ ４６４１０３ ４４２２４１

１８８７ １６７２３ ９１０４７２６５６９３２ ６１０３ ５１４４９８ ４７２５７５

１８８８ １７１５６ ９９９１０９７０６８２０ ６０８９ ５８０４５１ ５０５１５７

１８８９ １７３８２ １０２５２５６７１６３９６ ６１４８ ５７４４７１ ４８１５２７

１８９０ １７９４６ １０３３２９６７１９６３４ ５９６９ ５７７８６１ ４９３４０７

１８９１ １６７７０ １１０８７７０７３８１４６ — — —

５５５附   录

① 见本卷第４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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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这里汇总了我们在官方出版物中所能找到的改革后时代欧俄工厂工
业的资料。这些官方出版物是：《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６６年圣彼得堡版第
１卷；《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１８６６年４月第４号和１８６７年６
月第６号；《财政部年鉴》第１、８、１０、１２编；工商业司出版的１８８５—１８９１年
《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根据同一来源，即厂主呈送给
财政部的表报。关于这些资料的意义及其价值，我们在本书正文中已经详细
讲过了。
（２）我们曾经引用其１８６４—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５—１８９０年的资料的３４种行

业如下：棉纺业；棉织业；亚麻纺纱业；印花布业；大麻纺纱及绳索业；毛纺业；
制呢业；毛织业；丝织及丝带业；锦缎业：饰绦业；金线及金箔业；编物业；染色
业；装饰业；漆布与油漆业；造纸业；壁纸业；橡胶业；化学品染料业；化妆品
业；制醋业；矿泉采取业；火柴业；封蜡与油漆业；制革、麂皮与山羊鞣皮业；熬
胶业；硬脂业；肥皂及脂烛业；蜡烛业；玻璃业；玻璃器具业；瓷器业；机器制造
业；铸铁业；铜器及青铜业；铁丝、钉及若干小金属制品业。

６５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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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三（第７章第４０９页①）
欧 俄 最 重 要 的 工 厂 工 业 中 心

省 县 城市或村镇

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

工厂
数目

生 产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工厂
数目

生 产 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１８９７年人
口调查所
载居民
人数

莫 斯科 莫 斯 科 莫斯科市………………… ６１８ ９５４０３６１９３１ ８０６ １１４７８８６７２１３ １０３５６６４

莫 斯 科 达尼洛夫镇……………… ３ ２５０２ １８３７ ６ １０３７０ ３９１０ ３９５８

莫 斯 科 切尔基佐沃村…………… １ ５３ １２５ １２ ４４９ ３２２ ？

莫 斯 科 伊兹梅洛沃村…………… － － － １ １６０４ １１０４ ３４１６

莫 斯 科 普希金诺村……………… ２ ３０６０ １２８１ １ ６２０ １０７６ ３１５１

莫 斯 科 巴拉希哈镇……………… １ １０５０ ９０５ １ ３０４５ ２６８７ ？

莫 斯 科 列乌托沃村……………… １ ２９００ ２２３５ １ ２１８０ ２１３４ ３２５６

韦 列 亚 纳拉－福明斯科耶村…… ３ ２６９０ １９５５ ３ ２４４５ １１３３ ？

布龙尼齐
特罗伊茨科耶－拉缅斯科
 耶村……………………

１ ３５７３ ２８９３ １ ４７７３ ５０９８ ６８６５

克  林 太阳山村………………… １ ６０ ３０４ ２ １３８４ １０７３ ？

克  林 涅克拉西纳村…………… １ １３００ ５３８ １ ３２１２ ２７９４ ？

科洛姆纳 奥焦雷村………………… ４ ２１４ １１６３ ５ ４９５０ ５５７４ １１１６６

科洛姆纳 萨德基镇………………… ３ １７７５ １８６５ １ １５９８ １８５０ ？

科洛姆纳 博布罗沃村……………… １ ４５５８ ２５５６ １ ４６０８ ３３９６ ５１１６

第２版注释：为了比较，我们加上１８９７年人口调查关于居民人数的数字。可惜在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物《各县有两千以上居民的
城镇》中，没有任何详细资料。

① 见本卷第４７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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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这里汇总了我们在官方出版物中所能找到的改革后时代欧俄工厂工
业的资料。这些官方出版物是：《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１８６６年圣彼得堡版第
１卷；《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通报及材料汇编》１８６６年４月第４号和１８６７年６
月第６号；《财政部年鉴》第１、８、１０、１２编；工商业司出版的１８８５—１８９１年
《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根据同一来源，即厂主呈送给
财政部的表报。关于这些资料的意义及其价值，我们在本书正文中已经详细
讲过了。
（２）我们曾经引用其１８６４—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５—１８９０年的资料的３４种行

业如下：棉纺业；棉织业；亚麻纺纱业；印花布业；大麻纺纱及绳索业；毛纺业；
制呢业；毛织业；丝织及丝带业；锦缎业：饰绦业；金线及金箔业；编物业；染色
业；装饰业；漆布与油漆业；造纸业；壁纸业；橡胶业；化学品染料业；化妆品
业；制醋业；矿泉采取业；火柴业；封蜡与油漆业；制革、麂皮与山羊鞣皮业；熬
胶业；硬脂业；肥皂及脂烛业；蜡烛业；玻璃业；玻璃器具业；瓷器业；机器制造
业；铸铁业；铜器及青铜业；铁丝、钉及若干小金属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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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县 城市或村镇

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

工厂
数目

生 产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工厂
数目

生 产 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１８９７年人
口调查所
载居民
人数

德米特罗夫德米特罗夫城及其附近… ２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３ ４１６７ ３５６５

德米特罗夫德罗姆采沃村…………… １ １７７４ ２３７１ １ ２０７６ １８１６ ？

谢尔普霍夫谢尔普霍夫城及其附近… ２１ １８５３７ ９７８０ ２３ １１２６５ ５８８５ ？

谢尔普霍夫涅费多瓦村……………… － － － １ ２７３５ ２０００ ？

博戈罗茨克
博戈罗茨克城及附近的
 格卢霍沃村……………

１６ ３８７０ ９５４８ １６ ８８８０１０４０５ ９３０９

博戈罗茨克巴甫洛夫镇……………… １５ ２６２３ ２７５１ １３ １７６０ ２０７１ ９９９１

博戈罗茨克伊斯托姆基诺村………… １ ２００６ １４２６ １ ２００７ １６５１ ２０８５

博戈罗茨克
克列斯沃兹德维任斯
 科耶村…………………

４ ７４０ ９３５ ５ １４１５ １６７０ ？

博戈罗茨克祖耶沃村………………… １０ ３２１６ ２０５９ ９ ５８７６ ２０５４ ９９０８

全省总计（莫斯科市除外） １ ６０ ３０４ ２ １３８４ １０７３ ？

特维尔 特 维 尔 特维尔城及其附近……… ２３ ６４４０ ８４０４ ２６ ８７２０ ６８７５ ５３４７７

上沃洛乔克上沃洛乔克城及其附近… １ １７８０ １２２１ ２ ３５８４ ２３９３ １６７２２

上沃洛乔克扎瓦罗沃村……………… １ １１３０ ２００３ １ １０２０ ２１８６ ？

科尔切瓦 库兹涅佐沃村…………… １ ４００ ８６１ １ ５００ １２２０ ２５０３

勒 热 夫 勒热夫城………………… １５ １８９４ ３５３３ ６ ４１１ ７６５ ２１３９７

全  省………………… ４１ １１６４４１６０２２ ３６ １４２３５１３４３９ －

注释：“全省”总计是指表内列举的该省各个中心的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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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县 城市或村镇

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

工厂
数目

生 产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工厂
数目

生 产 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１８９７年人
口调查所
载居民
人数

梁  赞 叶戈里耶夫斯克叶戈里耶夫斯克…… ２０ ４１２６３５３２１ １５ ５５９８ ５６９７ １９２４１

下诺夫 阿尔扎马斯 阿尔扎马斯………… ２４ ３９４ ３８０ １８ ２５５ ３６６ １０５９１

哥罗德 戈尔巴托夫 博戈罗茨科耶村…… ４１ ３１５ ２１９ ５８ ５４７ ３９２ １２３４２

戈尔巴托夫 巴甫洛沃村………… ２１ ２３５ ２７２ ２６ ２４０ ５８９ １２４３１

戈尔巴托夫 沃尔斯马村………… ３ １１６ ３０３ ４ １８１ ８９４ ４６７４

戈尔巴托夫 巴拉希哈镇………… １ ２８９０ １９１１ １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９６３

全  省…………………… ９０ ３９５０ ３０８５ １０７ ２７２３ ３２４１ －

格罗德诺 比亚韦斯托克 比亚韦斯托克城…… ５９ ２１２２ １６１９ ９８ ２７３４ ３０７２ ６３９２７

比亚韦斯托克 苏普拉斯尔镇……… ７ ９３８ ８５４ ５ ４４７ ５８５ ２４５９

喀  山 喀  山 喀山城……………… ６６ ８０８３ ３９６７ ７８ ７６６３ ４７８７ １３１５０８

坦 波夫 坦 波夫 拉斯卡佐沃村……… １９ １０６７ ２１２８ １３ ９４０ ２０５８ ８２８３

切尔尼戈夫 苏 拉日 克林齐郊…………… １５ １８９２ ２４５６ ２７ １５４８ １８３６ １２１６６

斯摩棱斯克 杜霍夫希纳 亚尔采沃村………… １ ２７３１ ２５２３ １ ４０００ ３１０６ ５７６１

卡 卢加 日兹德拉 柳季诺沃村………… １ ２４８８ ３１１８ １ ５２９ １０５０ ７７８４

梅  登
特罗伊茨科耶村与孔
 德罗沃村…………

１ １０４７ １０１９ １ １３３０ １２８５ ？

奥 廖尔 布良斯克 别日察站附近……… １ ６９７０ ３２６５ １ ８４８５ ４５００ １９０５４

布良斯克
谢尔吉耶沃－拉季茨
 科耶村……………

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１ ２５７ ４００ ２８０８

图  拉 图  拉 图拉城……………… ９５ ３６７１ ３６６１ ２４８ ８６４８ ６４１８ １１１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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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县 城市或村镇

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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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

生 产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工厂
数目

生 产 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１８９７年人
口调查所
载居民
人数

弗拉基米尔 波克罗夫
奥列霍沃车站的尼科
 利斯科耶镇………

２ ７３１６１０９４６ ３ ２２１６０２６８５２
２５２３３
７２１９

波克罗夫 杜廖沃村…………… １ ４２５ １１００ １ ６００ １４００ ３４１２
波克罗夫 利基纳村…………… １ ３１７ ３８９ ２ １１８４ １１５５ ？
波克罗夫 基尔扎奇城………… １１ １０２５ １４３７ ９ ６２８ ８２５ ？

舒   亚
伊万诺沃－沃兹涅
先斯克城……………

４９ ２０８６７ ９９４３ ５２ ２６４０３１５３８７ ５３９４９

舒   亚 捷伊科沃村………… ４ ５９１３ ３５２４ ４ ４６４２ ３５８１ ５７８０
舒   亚 科赫马村…………… ９ ３２３２ ２４１３ ６ ２７６９ １６６６ ３３３７
梅连基 梅连基城…………… １６ １５９７ ２７６９ １５ ２５０９ ２４９８ ８９０４
梅连基 古西村……………… ２ ２２８４ ３４３８ ２ ３７４８ ５２４１ １２００７

维亚兹尼基
维亚兹尼基城及其
附近的亚尔采沃村…

８ ２８７９ ３０１７ ６ ３０１２ ３３３１ ７３９８

维亚兹尼基 尤扎村……………… １ － － １ ２３９０ １９６１ ３３７８
亚历山德罗夫 卡拉巴诺沃村……… １ ５５３０ ４２４８ １ ５０００ ３８７９ ？
亚历山德罗夫 斯特鲁尼诺村……… ２ ３５２２ １６８８ １ ４９５０ ２７７１
佩列亚斯拉夫利佩列亚斯拉夫利城… ８ ２６７１ ２１５４ ６ ２７０３ ２１５７ ８６６２？
科夫罗夫 科夫罗夫城及其附近 ４ １７６０ １７２３ ５ １９４０ ２０６２ １４５７０
科夫罗夫 哥尔克村…………… １ １３５０ ８３８ １ １６３２ １３３２ ？
科夫罗夫 科洛博沃村………… １ ６７６ ５７５ ２ ８９５ ８８５ ？
弗拉基米尔 索比诺村…………… １ ２２００ １８１９ １ － ２０００ ５４８６
穆 罗 姆 穆罗姆城…………… ２６ １４０６ １４０７ ２７ ９４３ １２７４ １２５８９
尤里耶夫波利

 斯基
尤里耶夫波利斯基城 １２ １０６２ １１３８ ７ １１８３ １１２６ ５６３７

全  省…………… ２０１ ７３０２７６０７８０ １８６ ９６７１５８７７２７ －

注释：星花是表示厂外人未算在工厂工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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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 ５３８ １１７５００４８８８８ ４９０ １２６６４５５１７６０ １２６７０２３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近郊…………… ８４ ４００８５２４９４３ ５１ ３５９２７１８９３９ １２６７０２３

纳 尔 瓦 纳尔瓦城及其附近①…… ７ １２３６１ ６４８４ ６ １５２８８ ７５６６ １６５７７

皇  村 科尔皮诺镇……………… １ ３１４８ １８７２ １ ２９０６ １９３０ １２２４１

全  省………………… ６３０ １７３０９４８２１８７ ５４８ １８０７６６８０１９５ －

基  辅 基  辅 基辅城…………………… ７６ ３２７９ １８５８ １２５ １６１８６ ５９０１ ２４７４３２

切尔卡瑟 斯梅拉镇………………… ９ ４０７０ １４３４ ８ ４７１５ １２３８ １５１８７

科斯特罗马科斯特罗马科斯特罗马城…………… ３２ ３８９９ ５１８１ ２４ ５２２０ ４９０７ ４１２６８

基涅什马 基涅什马城及其附近…… ４ ４２１ １５７３ ９ １７３７ １７４８ ７５６４

基涅什马 捷集诺村………………… ３ ７６８ ９５０ ３ １８６６ ２４２０ ？

基涅什马 博尼亚奇基村…………… ３ １８６５ ２３６５ ３ １３３１ １４９５ ３１５８

基涅什马 纳沃洛基村……………… － － － １ １３１４ １３０５ ？

基涅什马 维丘加村………………… １ ９４０ ８００ ２ ６８４ １１３８ ？

基涅什马 新戈利奇哈村…………… ４ ３８９ ２６５ ４ ２６０ ６８６ ？

涅列赫塔 涅列赫塔城……………… １ ８８３ １２０４ － － － ３００２

涅列赫塔 基谢廖沃村……………… ２ １１８９ １１９６ ３ ２８５５ ２３６８ ？

涅列赫塔 亚科夫列夫斯科耶村…… ５ １０４１ １０９５ ５ １３７８ ６８６ ？

涅列赫塔 皮斯佐沃村……………… ４ １６３４ ４１７ ５ ９２３ １７７３ ２６６８

涅列赫塔 弗罗洛夫卡村…………… １ １７００ １３００ １ １７５０ １５３０ ？

尤里耶韦茨尤里耶韦茨城…………… ２ ３８３ ５６９ １ ７５０ ８３０ ４７７８

尤里耶韦茨罗德尼基村……………… ４ １１５４ ７７６ ３ ２１８８ ２７９２ ３２２５

全  省………………… ６６ １６２６６１６２７５ ６４ ２２２５６２５１６９ －

① 这里部分地也包括了爱斯兰省（克连戈尔姆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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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夫兰 里  加 里加城…………………… １５１ １９０９４１１９６２ ２２６ ２６５６８１６３０６２５６１９７

雅罗斯拉 雅罗斯拉尔 雅罗斯拉夫尔城及其附近 ４９ ５２４５ ４２０６ ４７ １２９９６ ９７７９ ７０６１０

夫尔  雅罗斯拉夫尔诺尔斯克镇……………… １ ２５００ ２３０４ ２ １９８０ １６３９ ２１３４

雅罗斯拉夫尔韦利科谢洛乡…………… １ ９１０ ９５６ ６ ２１６９ ２９９２ ４５３４

全  省……………… ５１ ８６５５ ７４６６ ５５ １７１４５１４４１０ －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城……………… １０２ ４２２５ ２１７１ １２２ ５４９４８ ３４０６１７４８４６

萨拉托夫 萨拉托夫 萨拉托夫城 １０３ ４４９５ １９８３ ８９ ７４４７ ２２２４１３７１０９

察 里津 察里津城………………… ２５ ２７２ ２１８ ５７ １０８６ ７５１ ５５９６７

察 里津 杜博夫卡镇……………… ２１ １５７ １１０ ２６ ２２１ ２７０ １６２５５

全  省……………… １４９ ４９２４ ２３１１ １７２ ８７５４ ３２４５ －

萨 马拉 萨 马 拉 萨马拉城………………… （？）１ １８ １０ ４８ ４５６０ １３７７ ９１６７２

赫 尔松 敖 德萨 敖德萨城………………… １５９ １３７５０ ３７６３ ３０６ ２９４０７ ８６３４４０５０４１

顿  河 纳 希切 万 纳希切万城……………… ３４ ８７３ ７３２ ４５ ３４７２ ３０９８ ２９３１２

新切尔卡斯克新切尔卡斯克城………… １５ ２７８ １２８ ２８ ９６５ ４６７ ５２００５

罗斯托夫 顿河畔罗斯托夫城……… ２６ ４８９８ ２７５０ ９２ １３６０５ ５７５６１１９８８６
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

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 ３３ １００３ ４６９ ６３ ４８４１ ３６２８１２１２１６

巴赫姆特 尤佐夫卡镇……………… １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３ ８９８８ ６３３２ ２８０７６
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

卡缅斯科耶村…………… － － － １ ７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６８７８

两  省……………… １０９ ９０５２ ５３７９ ２３２ ３９０７１２１６８１ －

上列１０３个中心总计 ２８３１ ５３６６８７３５５７７７３６３８ ７０６９８１４５１２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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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批判的批判
１０３

（评１８９９年《科学评论》１０４第１２期
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１９００年１—３月）

“丘必特发怒了”，１０５……大家早就知道，这种景象是很可笑

的，威严的雷神的暴怒实际上只能引人发笑。帕·斯克沃尔佐夫先

生再一次证实了这个旧真理，他用了一大堆精选过的“愤怒”词句

来攻击我那本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过程的书。

一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庄严地教训我说：“要叙述整个过程，就必

须说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仅仅求证实现论，是完全

不必要的。”为什么在一本专门分析国内市场资料的书中，求证国

内市场的理论竟是“不必要的”，这始终是我们这位威严的丘必特

先生的秘密，他所谓“说明自己的理解”，“是指”……从《资本论》中

摘引一些多半与事情不相干的话。“可以责难作者陷入了辩证的

〈这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机智的范例！〉矛盾，即他立意要考察一个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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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县 城市或村镇

１８７９年 １８９０年

工厂
数目

生产 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工厂
数目

生产 额
（单位千
卢布）

工 人
人 数

里 夫兰 里  加 里加城…………………… １５１ １９０９４１１９６２ ２２６ ２６５６８１６３０６

雅罗斯拉 雅罗斯拉尔 雅罗斯拉夫尔城及其附近 ４９ ５２４５ ４２０６ ４７ １２９９６ ９７７９

夫尔  雅罗斯拉夫尔诺尔斯克镇……………… １ ２５００ ２３０４ ２ １９８０ １６３９

雅罗斯拉夫尔韦利科谢洛乡…………… １ ９１０ ９５６ ６ ２１６９ ２９９２

全  省……………… ５１ ８６５５ ７４６６ ５５ １７１４５１４４１０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城……………… １０２ ４２２５ ２１７１ １２２ ５４９４８ ３４０６

萨拉托夫 萨拉托夫 萨拉托夫城 １０３ ４４９５ １９８３ ８９ ７４４７ ２２２４

察里 津 察里津城………………… ２５ ２７２ ２１８ ５７ １０８６ ７５１

察里 津 杜博夫卡镇……………… ２１ １５７ １１０ ２６ ２２１ ２７０

全  省……………… １４９ ４９２４ ２３１１ １７２ ８７５４ ３２４５

萨 马拉 萨 马 拉 萨马拉城………………… （？）１ １８ １０ ４８ ４５６０ １３７７

赫 尔松 敖德 萨 敖德萨城………………… １５９ １３７５０ ３７６３ ３０６ ２９４０７ ８６３４

顿  河 纳 希 切万 纳希切万城……………… ３４ ８７３ ７３２ ４５ ３４７２ ３０９８

新切尔卡斯克新切尔卡斯克城………… １５ ２７８ １２８ ２８ ９６５ ４６７

罗斯托夫 顿河畔罗斯托夫城……… ２６ ４８９８ ２７５０ ９２ １３６０５ ５７５６
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

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 ３３ １００３ ４６９ ６３ ４８４１ ３６２８

巴赫姆特 尤佐夫卡镇……………… １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３ ８９８８ ６３３２
叶卡捷琳
诺斯拉夫

卡缅斯科耶村…………… － － － １ ７２００ ２４００

两  省……………… １０９ ９０５２ ５３７９ ２３２ ３９０７１２１６８１

上列１０３个中心总计 ２８３１ ５３６６８７３５５７７７３６３８ ７０６９８１４５１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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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但在求证理论之

后，却得出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非常

满意他的这种责难，三番五次地加以重复，看不见或不愿看见这种

责难是建立在重大的错误上面的。我在第一章末尾说过：“国内市

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

完全不存在的。”（第２９页）①怎么，批判家不同意这一点吗？不，他

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前一页说我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那么

他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力图抛弃我的结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也

始终是一个秘密。在本书论述理论问题的开头一章末尾，我直截了

当地指出了我感兴趣的题目：“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

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

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

何？”（第２９页）①批判家是否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研究呢？不，他

宁愿回避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题目，而指出了其他一些题目，这些

题目丘必特命令我必须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必须“叙述农业和工

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也必

须叙述农民独立生产者所生产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

……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指出上述每一个社会劳动部门中不

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大小”（第２２７８页）。要知道这不过

是一句响亮而毫无内容的空话！在叙述农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

产的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农业究竟如何变

为资本主义农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是在农民那里还是在地主那里，

是在这一区域还是在那一区域等等。不弄清楚这一点（我在自己的

书中也就要弄清这一点），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鼓吹的叙述就仍然

４６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本卷第５２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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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些陈词滥调。在谈论工业中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一部分产

品之前，必须首先弄清俄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业在变为资本主义

工业并变到什么程度。我整理手工工业一类的资料，也就是想弄清

这一点；威严的批判家对这一切庄严地闭口不谈，而极其郑重地要

我踏步不前，要我空谈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毫无内容的老调！俄国

究竟什么样的农民算是“独立生产者”的问题，也需要切实加以研

究，我在自己的书中也正是打算进行这种研究。如果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这样胡说八道，说什么可以毫不

犹豫地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些范畴搬到“农民独立

生产者”经济上面去。一句话，只有在弄清了我指出的问题以后，研

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所提出的题目才有可能。在修正我的问题提

法的幌子下，威严的批判家后退了，从分析具体的和有历史特点的

现实，后退到简单地抄录马克思的话。

此外，决不能对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下的攻击不置一词，

这个攻击最能说明我们这位批判家的手法。桑巴特教授指出（帕·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德国的输出落后于德国工业的发展。帕·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解释道：“这些资料恰好证实了我对市场的理

解。”这岂不是很妙吗？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议论证明了一句名言：

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争论实现论，而资本主义却和农奴制一样靠剩

余劳动生存！如果这种举世无双的攻击再加上一些威严的吆喝，我

们就会看到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批判”的全貌了。

但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在第２２７９页和第２２８０页中，帕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为了说明我的“不理解”，从第１章的几个地

方摘录了一些话，抓住个别词句中的个别字眼，大叫大嚷说：“找

到，交换，国内市场的理论，找到替换物，最后是补偿！我不认为这

５６５非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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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定义的确切性会证明伊林先生对马克思‘出色的’实现论有清楚

的理解！？”其实这种批判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嘲笑过的“批判”

一模一样；有人拿起一本《乞乞科夫奇遇记》，开始“批判”道：“嚏—

嚏—科夫，啊嚏，啊嚏……啊，真可笑！找到，交换……我不认为这

是清楚的……”１０６啊，这是多么毁灭性的批判！

我在本书第１４页①中说过：按实物形式划分产品，在分析单

个资本的生产时，并不必要，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是

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也只有在后一种场合）所谈的正

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硬说我“不理解”马克

思，对我的“自由翻译”作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必须详细地引证《资

本论》”（其实引文中所讲的正是我说明过的），猛烈攻击我的这样

几句话：“现在”，即在分析社会资本而不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时，

“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

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

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这段话用黑体标出，然

后写道：“在我用了黑体的地方，实际上是伊林先生的实现论，而不

是马克思的实现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毫无共同之

处。”（第２２８２页）话说得好厉害！但是我们看看论据是什么。论据

当然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来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他直接摆

出〈原文如此！〉②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生产中消耗的资本怎样按其

６６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顺便谈一下译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从我的书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话：“……好
象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１９页（见本卷
第４１页。——编者注）），于是就严厉地训斥我说：“伊林先生……并没有注意
译文的不当，而原文却很简单很明白：‘ａｌｓｏｂｎｕｒｄｉ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Ｋ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ｓｆａｈ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ｉｈｒｅＧｒｅｎｚｅｂｉｌｄｅ’。”（第２２８６页）这个

见本卷第３３—３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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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由每年的产品来代替，这种代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

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结论是：“我认为这

已充分表明，伊林先生拿来冒充马克思理论的实现论和马克思的

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我只想再问一句：这岂不是很妙吗？我

所说的和马克思的引文中所说的，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这始终是威

严的批判家的秘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致命罪过在于“自由

翻译”，或者也许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文另一个地方所说的

（第２２８７页），在于我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只要稍微想一想

吧！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背诵和

引证《资本论》，不管恰当不恰当……就象尼古拉·—逊先生所干

的那样。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后一种意见。我说过，资本主义

“只是广泛发展了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在另一地方又说过，“资本

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也变成了商

品”。威严的丘必特大发雷霆说，“在什么条件下才出现资本主义

……这是每一个稍微识几个字的读者都知道的”（原文如此！），此

外，他还说了“伊林先生的资产阶级眼界”以及其他一些使发怒的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战增色的妙语。接着就从马克思那里引证

了两段话：第一段讲的正是我所讲过的（劳动力的买卖是资本主义

７６５非批判的批判

（完全正确的）译文有什么不好，批判家没有说明。而要说明他的严格精神，只
要把他的译文举出两三行就够了。第２２８４页：“如果每年正常的再生产表现为
已知的数量，那么这也表现为……”（原文为：ｉｓｔｄａｍｉｔａｕｃｈｕｍ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ｔ）；第
２２８５页：“问题首先是关于简单再生产。其次将表现为〈原文为：Ｆｅｍｅｒｕｎｔｅｒｓ
ｔｅｌｌｔ〉不仅是产品按其价值来交换”等等。总之，毫无疑问，善良的斯克沃尔佐
夫先生坚信：ｕ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ｅｎ意思是表现，ｗｉｒｄｕｎ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ｔ是将来时。
至于威严的批判家的文笔，我就不谈了，他甚至用这样的句子来款待读

者：“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于农业性工业。”（第２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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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基本条件）；第二段讲的是流通方式产生于生产的社会性

质，而不是相反（《资本论》第２卷第９３页）①。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以为他用这最后一段话彻底驳倒了他的论敌。事实上，他用别的问

题偷换了我提出的问题，从而证明了他引证不当的本领。我在被指

责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也就

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历史相互关系。而从《资本论》第２

卷（专门论述资本流通问题的一卷）引证的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

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第２

卷第９３页）②反对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

作为社会生产运动的三种典型的经济形式对立起来；马克思说，这

是不对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同

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流通方式，马克思并在最后批评了这些经济学

家的“资产阶级眼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就是要抓住马克思的最后一句话，反复重述，即使是反对一个没

有想谈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相互关系的论敌，也要这样

做。我们让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里究竟是谁“不理解”，哪一种书

刊才会有这类攻击。在一阵威严的吆喝声中，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不

仅使出了“偷换的一手”，而且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

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我的书中反复讲

过很多次，着重指出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生

产的先行者。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一点也不反对（从

他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来判断）。既然如此，那么他针对我的资本主

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这种说法发出的叫嚣，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难

８６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同上，第１３２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１３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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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商业资本不是表现商业的发展，即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流

通的发展吗？这些问题又始终是发怒的丘必特的秘密。

为了结束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那本书的理论部分的“批

判”，我还要考察几处《商品拜物教》一文中满篇都是的威严吆喝和

重大错误。

我在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取决于……资

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

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

家。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第２６页）①

威严的丘必特“批判”说：“我这个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原因有历史

特性。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第２２８４页）等等。既然商品流通

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历史的先行者，那么“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

难道还需要说明吗？

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理论来说，只存在发达的和完全形成了的

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略去不提的。

“伊林先生……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产品……而求助

于国外市场。”（第２２８６页）对于读过我的《评论集》和《俄国资本主

义的发展》的读者，我就用不着说明这又是用上述手法玩弄的把戏

了。这里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话是：“……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

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②结论是：

“每一个识字的人，除了那些批判地思维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所

讲的和伊林先生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在国外市场上用不着找到

９６５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４卷第５２８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８—４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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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即‘能够替换销售部分产品的另一

部分资本主义产品’。”（第２２８４页）啊，高明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伊林先生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特点不谈，因而把它变为

有计划的生产（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无疑就是生产的计划

性），最后在国内顺利地实现了同一数量的产品。”（第２２８６页）“批

判家”的这种新手法，就是把似乎资本主义能保证经常的比例性这

个思想硬加在我的头上。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

划性，但这不是“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的那种

比例性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所说的正是这一

点）。我坦率地说：比例性（或适应）是理论上“假定”的，事实上它

“经常遭到破坏”，要使一种资本分配由另一种资本分配代替而造

成比例性，就“必须经过危机”（所有用了黑体的字，都在斯克沃尔

佐夫先生引证的第２６页①上）。批判家引证论敌说资本主义必须

经过危机来建立经常遭到破坏的比例性的那一页和那一节，却硬

说这个论敌把资本主义变为有计划的生产，试问，对于这样的批判

家，该作何感想呢？？

二

现在我们谈谈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

是专门批判我那本书中引证和分析的实际资料的。在这里，在斯克

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范围内，我们是否能够遇到一些稍

微严肃的批判呢？

０７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本卷第４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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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和国内市场建立的基本过

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我的话说，“而单纯的‘分工’，大概

不是社会分工，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批判家这样“滥用讽

刺”，暴露了自己连社会分工和作坊内分工的起码差别都不懂：第

一种分工造成（在商品经济情况下，——这是我直截了当地指出的

条件，所以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提到印度公社的分工，是和这位作者

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毫不相干的词句的可悲缺点有关）单独的商品

生产者，他们独立地和互不依赖地生产各种用以交换的产品。第二

种分工并不改变生产者和社会的关系，只改变他们在作坊中的地

位。根据这个原因，就我的判断，马克思也有时讲“社会分工”①，有

时只讲分工。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那他应该阐述

和说明自己的意见，但不应该发出威严而无谓的责难。

“分工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因为工厂中也存在着分

工。”

很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但是难道我只拿这个标志来区分工

厂和工场手工业吗？如果批判家愿意稍微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对“工

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决不象乍一看去那样

简单）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他能够闭口不谈我在同一节中所说的

一段话吗？在那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

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评论集》第１７９

１７５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０９页。——编者注

在《资本论》专门论述工场手工业问题的第１卷第１２章中单独有一节，标题
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
道：“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
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３６２页（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８９页。——编者注））把这句话同我们发怒的丘必特的
攻击对照一下，不是很有教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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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②）列举过了。”（第２９７页①脚注１）在《评论集》中，分工只是作为

许多标志中的一个标志提到的。因此，读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文

章，对于我的观点，只能得到完全歪曲的概念，而对于批判家自己

的观点，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概念。

其次。我在那本书中把许多所谓“手工”业列入俄国资本主义

工场手工业阶段，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还是一个创举；我自然决

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特别是因为我是从某种专门的

观点去研究它的）。因此，我预先就期待别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

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大的兴趣这样做，因为俄国的某些马克思

主义者已经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４３７页②脚注）。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他的“批判”就其简短而威严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教训：

不能限于“机械地开列某一生产部门在某些年度的雇佣工人数目

和生产总额”（第２２７８页）。如果这个教训不是指我书中专门论述

工厂统计问题的那一部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这一点只字未

提），那么它一定是指论工场手工业的那一章，因为这一章多半都

是实际资料。怎样才能做到不用这些资料也能解决问题，这个秘密

威严的批判家并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

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

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既然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认为我的计算是“机械地”开列，那是不是说，他认为我在第６

章后半部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并且在第７章第１２节重复过的结

２７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同上，第５０５—５０６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４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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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错误的？是不是说，他不同意这些资料表明了以（１）技术、（２）

经济和（３）文化的特殊结构为特征的特殊的手工业结构？威严的丘

必特在他的“批判”中对这一点没有说出只言片语，这个“批判”除

去恶狠狠的吃喝，毫无内容可言。这未免不足吧，可敬的斯克沃尔

佐夫先生！

现在我们谈谈农民的赋税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我

说过：赋税过去是交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现在商品经济已

经站稳了脚根，赋税的这种意义就“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斯克沃

尔佐夫先生对于这一点大肆攻击，使用了一大堆可怜又可怕的词

句，如“商品拜物教”、把一切结合起来、“万能”、商品生产的威力等

等，但是，唉！有力的词句只不过掩饰威严的批判家无力推翻我所

作出的结论。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写道：“甚至伊林先生在许多方面

与之相似的考茨基先生”……（不幸的“考茨基先生”竟和“商品拜

物主义者”“相似”，这就表明他完全不懂《资本论》并且同被“资产

阶级眼界”压服的伊林先生相似了！他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一拳能不能恢复过来呢？）……“他也说：农民的实物税变为货币

税，提高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第２２８８页）好极了，威严的批判

家先生，但这同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赋税同其他各种需要的支出

比较起来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毫不相干。这个问题考茨基并没

有触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再次显露出引证不当的卓越才能。斯克

沃尔佐夫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反驳是：“这个甚至根据家庭收支资料

都不能解释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无马户从哪里拿２５个卢布去

交税”（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货币支出的２５％，即１００个卢布中的

２５个卢布，干脆改为２５个卢布！），“有马户又从哪里拿１０个卢布

去交税？——决不能归结为：在农民全部货币支出中，赋税占收入

３７５非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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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比重”。（第２２９０页）我劝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去领取优秀发

明的专利证吧，因为他发明了一个根本消灭论敌的最新最容易的

“科学批判”方法。您的论敌在一本数百页的书里的一页上顺便提

出了赋税支出在全部货币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问题；您只要把这个

地方引一下，把别的问题悄悄加在论敌头上，您就能够辉煌地证明

论敌是“商品拜物主义者”，这个无赖竟没有想到没有马的贫苦农

民从哪里去拿２５个卢布！其次，您对该书谈赋税同收入的比例、收

入的构成和来源的其他几页可以撇开不谈，这样还证明了论敌的

“资产阶级眼界”。真的，去领个专利证吧，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下面还有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利用这种发明的一个例子。

我要请读者注意：这种“科学批判”的法宝是独一无二的。

问题还是发生在谈关于农民赋税问题的家庭收支资料的第

１０１页①上。我指出了赋税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的作用之后继续

说：“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

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前时代的

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掉

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１７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

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

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自己

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３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表）

……”每一个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所读的书，自然就会产生

下列问题：既然家庭收支表包括的不仅是不同村社的农户，而且甚

至是不同县份的农户，那我为什么要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呢？也

４７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本卷第１３０—１３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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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这里分配的不均衡是偶然的，也许这种不均衡是由于不同县份

或不同村社（这些县份或村社的农户被用来编制典型的家庭收支

表）的每俄亩份地的课税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同意

见，我在上面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就解释说：“……我们所以说村杜

内部的赋税分配，是因为如果按每俄亩份地计算各种赋税额，那么

它们差不多是均衡的……”如果批判家想核实这几句话，那他只要

把第９６页①的表（每一农户的各种赋税额）与第１０２页②的表（每

一农户的份地数量）对照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相信：的确，根据家庭

收支资料看来，虽然这些有家庭收支表的农户属于不同村社甚至

不同县份，但每一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差不多是均衡的。

现在大家来欣赏一下批判家先生是用什么手法来消灭自己论

敌的。他抓住我用了黑体的关于计算每一俄亩份地的税额的几句

话；没有注意到（原文如此！）这几句话仅仅同家庭收支资料有关；

硬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每俄亩份地的税额在全体俄国农民中差不

多是均衡的，他根据这个“结论”得意洋洋地谴责我不熟悉地方自

治局的统计出版物，并且举出两个表来证明一个（众人皆知的）事

实，即在不同的村社、乡、县份内，每俄亩份地的税额是远远不均衡

的。要完这套把戏之后，批判家还补充道：“实际上，在一个得到同

样面积份地的村社内部，税额不是差不多均衡，而是完全均衡。全

部问题在于：伊林先生不知道他自己谈的是什么样的村社。为了结

束伊林先生滥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情况”等等……（第２２９２

页）我非常想知道，在科学书刊中能不能找到这类批评的另一个例

５７５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同上，第１３２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２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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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了解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用来“证明”我引用的家庭收支资料

完全“无用”的手法之后，看来我们可以不提批判家用来对使用家

庭收支资料本身表示不满的那些有力的（和无力的）词句了。斯克

沃尔佐夫先生要求提供大量的家庭收支资料，他大概又要说一些

不相干的话，因为我使用的记述具体农户的材料，从来不是而且也

不可能是大量的。有关具体农户家庭收支情况的文献，我在被批判

的那一节一开头就已指出，如果批判家能够补充或修正我所指出

的东西，那我自然只有感谢他。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善于“批

判”，而不涉及问题的本质！我曾经打算根据家庭收支资料和“大量

资料”，把没有马的和有一匹马的农户的家庭人口、播种面积、租地

数量和牲畜头数的平均数作一比较，来证明家庭收支表的典型性

（我的书第１０２页①），而威严的批判家把这种打算简单地称为“怪

事”。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和一位“批判家”认为乞乞科夫这几

个字很可笑的原因是一样的吧？家庭收支表“不是典型的，因为粮

食的秋卖春买在沃罗涅日省很少见到，至于在整个俄国”，这种出

卖粮食似乎已被尼古·—逊先生证明了。（第２２９１页）无怪乎伟大

的灵魂是互相了解的这句话说得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帕维

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

·—逊先生的论断同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解

决问题毫不含糊，一口咬定是资料不典型，而不是尼古·—逊先生

的话不对或太一般。其次，粮食的秋卖春买问题，和我在分析这个

问题时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家庭收支表是否典型的争论，究竟有什

么关系呢？

６７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参看本卷第１３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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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对偷换手法作了一番费力不讨好的说明以后，终于令人愉

快地见到了一个切实的反驳，尽管这个反驳也是用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显然认为极有说服力的威严吆喝（“拜物教”，“完全不理解”）

表述的，尽管关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叙述，

而更多要靠推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说得非常对，我的观点“象一

根红线贯穿着全部著作”。

为了更鲜明地刻画出我们的意见分歧，我要把表达两个对立

观点的极端说法对比一下。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大概认为（这至少可

以从他的反驳中看出），农民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少，为此而付

出的钱愈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愈迅速。我认为正相反，农民

在解放时得到的土地愈多，为此而付出的钱愈少，俄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就愈迅速、愈广泛、愈自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国内市

场就愈大，生产中采用机器就愈迅速，总之，俄国的经济发展就会

同美国的经济发展愈相似。我只指出两个我认为可以证明上述意

见是正确的情况：（１）由于地少税重，在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地主

经济中的工役制度有所发展，这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①，而根本不

７７５非批判的批判

① 顺便谈谈。这个论点（工役制是农奴制的残余）是我在自己书里直接提出的。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到这一点，却抓住我说的工役制实质上是从《罗斯法
典》起就保存下来的这句话，大发雷霆：又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来的引文，又
是１２世纪的国内市场，又是商品拜物教，又断言我认为“商品生产从《罗斯法
典》起〈原文如此！〉就是历史上创造奇迹和阐明一切的基础”（原文如此！！）。
这显然还是“啊嚏——啊嚏”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似乎在文章开头谈得已
经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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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主义；（２）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

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

发达。为了分析“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条件，就

必须作这样的对比，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如此威严而又毫无根

据地指责我忽视了这些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我国农民经济中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陈腐

透顶的观点，在他关于移民和关于资本主义破坏了中世纪壁垒的

言论中也暴露了出来。我把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同尼古拉

·—逊先生作了对照，难道不对吗？他们两人都用一些反对“重

视”移民观点的极其简单和一味否定的指责来“解决”移民问题。但

是要知道，这种结论只对那些满足于完全抽象的……陈词滥调的

最原始的……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适用的。“重视”移民是

什么意思呢？如果从本来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一个头脑健

全、神志清醒的经济学家难道会不重视每年的移民吗？如果从资本

主义这个特殊意义上理解这几个字，那么第一，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曲解了我的意思，因为在他所引证的地方我讲的正好相反。第二，

一个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研究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特点

（而不仅是详细引证并且往往是胡乱引证马克思的话）的经济学

家，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在俄国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没

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指出的地方说过，

我关于农民分化问题的结论是和古尔维奇先生的结论完全一致

的。① 此外，我在该书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移民问题。也

８７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顺便谈谈古尔维奇先生。这位著作家因著有两部书和为杂志撰稿而闻名于马
克思主义著作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蛮横无理和蔑视一切的态度对待这位
著作家的“结论”，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命不凡而已。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许我这个观点不对，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修

改或补充，完全用威严的吆喝掩盖问题的本质。其次，我的话使斯

克沃尔佐夫先生据以断定，“商品拜物主义者现在相信自己物神的

创造奇迹的力量了”（原文如此！！）。这真是可以说“消灭了”！然而，

最尊贵的批判家先生，您是不是否定我的看法呢？为什么不把您们

的真正看法告诉人们，不去分析哪怕一个县的资料呢？要知道这对

于专门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我还要保留

这个意见，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使用怎样骗人的字眼（拜物教，

创造奇迹的力量），而这些字眼是能把所有的人都吓住的，这一点

谁会怀疑呢？①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可以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谈谈事情的本

９７５非批判的批判

① 我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
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见本卷第２７９页。——编者注），斯
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从我的这句话看出，“原来整个社会形态，即农奴生产方
式，不过是贵族的消遣”。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这还决不是“原来”，因为我
在别的地方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第１２９页
（见本卷第１６１页。——编者注）），我在这里只是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标志中的
一个标志。在地主经济中有“贵族的消遣”的因素，凡是记得“农奴制乡村或盘
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第１５２页（见本卷第１８９页。——编者注））这类
著名典型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指出了这一
点，“贵族的消遣”这种说法就是统计中提出的（第１４８页（见本卷第１８５
页。——编者注））；甚至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资料也证明
了这一点：地主竟想从国外雇请工人和订购机器（第１３０页和第１５３页（见本
卷第１６２页和第１９１页。——编者注）），这无非是“贵族的消遣”。“何时何地
资本主义把世袭领主〈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范畴只适用于
“农奴制形成以前的”时代；它也适用于农奴制时代〉和依附农民转变为从事工
业者，可惜伊林先生没有讲到。”（第２２９３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２章、
第３章，特别是第４章都谈到了，那里谈的正是农业转变为工商企业。很可能，
我对这一过程的意见需要补充和修正；我不怀疑一切严肃和内行的批评家都
能给予补充和修正，然而可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用简单的威严的吆喝完全
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这未免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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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农民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分类问

题。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专门研究过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如果我们没

有弄错的话，现在也还在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他发表一些以

事实为根据的意见来阐明这个争论不休和极有价值的问题。我说

过：“我们一开始就驳斥了按份地的分类法，而一律采用按殷实程

度（按役畜；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其次，我还指出：在我国地方

自治局统计中极为通用的按份地分类法是完全不中用的，因为实

际生活破坏了（村社内部）份地的平均占有，这只要回想一下出租

份地、抛弃份地、购买和租种土地、工商企业和雇佣劳动同农业结

合这样一些人所共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就够了。“经济统计必须把

经营的规模和类型作为分类的根据。”（第６０页）①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的“批判”如下：“伊林先生不满意农民统计资料的按份地分类

法。统计资料的分类法有两种〈原文如此！〉。一种是历史的分类法，

这种分类法把每个纳税人拥有同一数量份地的村社〈！〉汇总为一

个整体；另一种是事实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同一数量份地

的农户汇总为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农户属于什么样的村社。历史的

分类法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

下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表明了上面

也探讨过的这个题目的其他论点……“伊林先生提出的分类法完

全搞乱了对我国农民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条

件的历史理解。伊林先生的提议倒适用于手工业调查〈原文如

此！〉，象德国所做的那样。”（第２２８９页）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

对他的专业对象和想“引证”马克思而又无法引证的问题进行的典

０８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本卷第８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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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批判。试问：这些关于村社的“历史”分类法的议论，同我说的

按户资料分类法有什么相干呢？现代按户资料分类法用什么奇妙

的手段可以“完全搞乱”早已查明的关于村社的历史资料呢？要知

道，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就他背弃历史来说，才有权在这个问题

上使用“历史的”这个字眼，因为如果按每个纳税人份地数量进行

的村社分类法是属于４０年前的历史，那么在我们眼前日益迅速发

生的事情也都是历史了。其次，完全不能解释的是，既然任何人都

知道有许多分类法，有按播种面积、按役畜、按劳力、按雇工、按房

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分类法，那么一位研究地方自治局统计并总是

以预言家口吻谈一切事物的人，又怎么能写出“分类法有两种”（按

份地的村社分类法和按份地的农户分类法）呢？既然争论的问题正

在于按份地的分类法是不是事实的分类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

么能这样武断和毫无理由地宣称只有按份地的分类法才是“事实

的”分类法呢？我根据许多县份的情况指出：各农户之间的份地分

配直到现在比较起来还是十分“平均”的（在不同县份或各类县份，

２０％的富裕户，占人口２６—３０％，占份地２９—３６％），而产业、役

畜、播种面积、改良农具等等事实的经济指标的分配，各地毫无例

外地都非常不平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只是想方设法来批判甚至

摧毁我的论点，但一句话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当然，我不是一个统计学专家，一点也不妄想去解决分类问

题。但是我认为，对于地方自治局统计的基本问题（而按户调查资

料的分类方法问题，象我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引证的地方指出的，

正是一个基本问题），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讲话的，决不只是一些地

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而且还有一切经济学家。不能设想，一个研

究俄国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能够不使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

１８５非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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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因此，如果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和经济学家的工作各走各的路，

那么它们两者都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按份地的分类法不是令人

满意的事实的分类法，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家们自己也部

分地承认了，他们提供了一些按役畜和按播种面积的分类法，这些

方法我在自己的书里也采用了。正是在现在，当几乎所有的马克思

主义者都特别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而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们也都不

否认的时候，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就特别必要了。然而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不是去进行批判，而是发表下面那种冠冕堂皇但是毫无内容

的言论：“需要汇总对农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详细计算的地

方自治局汇编，以便每个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么一本汇编，来检

查伊林先生、波斯特尼柯夫和古尔维奇的‘结论’。”（第２２９２页）是

的，当然“需要汇总”，但是要使这些话不流于空谈，要使汇总真正

能够回答现代俄国经济制度和这个制度的演进所提出的主要问

题，就必须提出和全面讨论关于汇总方法的基本问题，而且这种讨

论一定要在整个著作界进行，而不能仅仅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学

家们中间进行，尤其是不能在某个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局的四壁之

内进行。这个问题我在自己书里已经提出来了，并且试图加以解

决。至于解决得是否正确，当然不由我来判断，不过我有权利作出

如下结论：不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怎样威严，但是他对这个问题什

么话也没有说出来，而是毫无理由地维护常规惯例，维护１８８５年

就已经陈腐了的观点（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５８页①脚注２，

在那里，我引证了瓦·沃·先生《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一文，他

在文中承认：“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

２８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本卷第８３—８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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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我

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瓦·沃·先生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关

于这些形形色色类别的资料呢？）。

最后简单谈一谈“正统思想”，这样做不会是多余的，因为帕·

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扮演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这样，尽

可能准确地明确我自己的立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成为迫不

及待的事情了。我一点也不想把波·阿维洛夫先生同斯克沃尔佐

夫先生相提并论，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前者在同一期《科学评

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波·阿维洛夫先生在附言的

末尾说道：“伊林先生拥护‘正统思想’。不过我觉得对于正统思想，

也就是单纯地解释马克思，还有许多地方……”（第２３０８页）我认

为我用了黑体的那几个字大概是笔误，因为我完全肯定地说过，我

所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正是在波·阿维洛

夫先生所谈的那篇文章里，在“算了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

的标志下面’吧！”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我们决不相信：正统

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

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

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

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此相反的正统思想。”（１８９９年《科

学评论》第８期第１５７９页①）可见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把某种东西

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

发展，“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

３８５非批判的批判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６９—７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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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

歧在于：两者是想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

始终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

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

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

要的方面，例如，在哲学上不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而是站在

新康德主义１０７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上是站在那些硬说马克思的

某些学说“有片面性”的人们方面，等等。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

人是折中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

第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

敌在论战中提出来的，“正统派”并不拒绝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绝折

中主义者的“批判”（这些人所以有权利称为“批判”的拥护者，只是

因为在哲学史上康德及其信徒的学说都被称为“批判主义”、“批判

哲学”）。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还提到了一些著作家（第１５６９页脚注

和第１５７０页脚注①）。在我看来，他们是彻底地完整地而不是折中

主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论

在哲学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或者在历史和政治方面，都比桑巴

特或施塔姆勒② 要大得不可比拟，但是许多人现在认为简单地重

复这两个人的折中主义观点是一大进步。我未必用得着再来说明，

折中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关于

我自己的“正统思想”问题，我只简短地谈这几点意见，一则因为这

４８５ 非批判的批判

①

② 参看亨·库诺先生（他的论文有一部分译载于１８９９年的《科学评论》）对施塔
姆勒提出的公正评论、Ｂ．李沃夫的《社会规律》（同上）和《科学评论》答应在
１９００年译载的萨迪·贡特尔先生那篇文章。

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５８—５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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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二则因为我没有可能详尽地发挥

第一种人的观点，只能请有兴趣的人去查看德国书刊。在这个问题

上，俄国人的争论不过是德国人的争论的反应，不知道德国人的争

论，就不能对争论的本质获得十分确切的认识。①

载于１９００年５月和６月《科学评论》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杂志第５期和第６期 第３卷第６１１—６３６页

５８５非批判的批判

① 在我看来，最近在我国书刊“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新的”“批判的”思潮正可
归结为这种折中主义（参看司徒卢威发表在《生活》１８９９年第１０期和１９００年
第２期上的论文；杜·－巴拉诺夫斯基发表在《科学评论》１８９９年第５期和
１９００年第３期上的论文）。前者５年多以前在其《评述》中就开始“表现了”他
对折中主义的爱好，而在这一著作发表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承蒙司徒卢威记
得住）使公众“睁开眼睛”看看在他的见解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

学混淆起来１０８。所以，奇怪的是听到了司徒卢威这样的话：“干脆闭起眼睛不
看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的所谓〈也许不是所谓吧？——弗·伊·注〉‘资产阶级
的’批判，而重复和转述马克思学说，现在这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
（《生活》第２期第３０５页）不仅“干脆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
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当然是绝对有害的。这是老生常
谈。但是，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
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
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
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
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更值得注意吗？
司徒卢威竟然能够（请注意，在俄国书刊中）发现重复马克思的“害处”（原文如
此！），难道过去和现在就没有看出非批判地重复时髦的资产阶级“科学”的时
髦修正的害处吗？得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不可宽恕地“闭起眼睛不看”现代的
“思想动摇”，离开马克思主义是多么遥远啊！司徒卢威在他的文章末尾表示
了一个特别的愿望，要我对所谓的“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我的答复
是：目前我特别关心的是哲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现代折中主义的思潮问题，我

还没有失去将来对这一思潮提出系统分析１０９的希望；而追赶折中主义的每一
条“基本错误”和“基本矛盾”……我（请尊贵的“批判家”宽恕我！）实在没有兴
趣。因此，我暂时只能表示一个相反的愿望：让新的“批判思潮”完全明确地表
现出来，不要只作暗示。这一点进行得愈快愈好，因为这样思想混乱就愈少，
公众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进行资产阶级批判的新“思
潮”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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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１８９５

年底—１８９９年１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

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

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

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

著作就有近６００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

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助收集到的。列宁于１８９８年

８月９日（２１日）写完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１８９９年１月

３０日（２月１１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

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

版事务，列宁委托给了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

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

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

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

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

１８９９年３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

了２４００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

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１９０８年，本

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２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

文第５版第３卷以第２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１版的所有意

见。列宁为第２版所写的序言同第１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１。

 ２ 指俄国１８６１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

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

的宣言，颁布了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２２５０万地主农民，但

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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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

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

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４９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

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７ １５０万俄亩，农民则只有３３７０万俄

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１５，甚至，２５。

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

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

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

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

就有１９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５亿多卢布。这就

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

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

关于俄国１８６１年的农民改革，可参看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２８５—３０３页）和列宁的《农奴制崩溃

的五十周年》、《关于纪念日》、《“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列

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０卷）。——５。

 ３ 地方自治局是沙皇俄国地方自治机关中地方自治会议的执行机关。地

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

１８６４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

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

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

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

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

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

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

业等征收的不动产税。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

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

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

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

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

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

８８５ 列 宁 全 集  第 三 卷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意义。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３４

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４３省。１９１７年二月

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

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

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６。

 ４ 列宁在第１版序言后面加的这篇附言是１８９９年３月１７日（２９日）从舒

申斯克村寄出的。４月２７日（５月９日），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

的信中提到，这篇附言送晚了，受到了书报检查机关的预先检查，似乎

被删改了。由于手稿没有保存下来，被删改的情况无法查明。——６。

 ５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于１８９４年出版。恩格斯为它写的序言所注

日期是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４口。——６。

 ６ 由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再版时作了增补，书中章节稍有变

动。在第２版中，此处所指在第２章第１２节ｃ，见本卷第１４１—１４２

页。—７。

 ７ 指瓦·巴·沃龙佐夫在１８９９年２月１７日俄国工商业促进会讨论题为

《不能使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调和吗？》的报告时的发言。他在发言中

说：“西欧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代表人物所持的观点与其说接近俄国

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接近俄国民粹派。参加讨论的还有下列自由主义

民粹派的代表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安·阿·伊萨

耶夫、米·米·菲力波夫、亚·亨·施坦格·米·伊·杜冈－巴拉诺夫

斯基、尼·瓦·列维茨基等。１８９９年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新时报》简

要地报道了这次会议。——８。

 ８ 《新时报》（《Ｈｏ 》）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８—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

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采取进步自由

主义的方针。１８７６—１９１２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

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１９０５年起是黑帮报纸。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

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

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

典型。——８

 ９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２版于１９０８年２—３月间出版。在这一版里，

列宁根据新的统计资料对本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订，主要是：在第２章

９８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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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添了分析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军马调查总结的一节（第１１节）；引用了

证明他先前所作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

厂统计的新材料；分析了１８９７年人口普查的总结，更全面地揭示了俄

国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版里，还总结了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书所涉

及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此外，初版为应付检查而使用的“学生”、

“劳动人民的拥护者”等用语，都相应改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

者”，并且不再用“新理论”这一说法，而直接提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

义。据计算，在第２版里共增添了２４条脚注（见本卷第６、２７、４１、１３１、

１３３、１３７、１５５、１７８—１７９、１９２、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８、３５１、４０８、４１０、４２７、４５７、

４６６、４７９、４８３、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２、５０５—５０６、５０７、５２９页），新写了两节（见

本卷第１２１—１２３、４５９—４６４页），加了一个表（见本卷第４６９页），新写

了８段正文并对原有文字作了３处大的补充（见本卷第２６７—２７１、

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７、２６０—２６１页），还作了约７５处小的补充和修改。

在第２版出版后，列宁对本书的修订仍未停止。本卷第４７１页的插图就

是他在第２版上所作修改的手迹。列宁在第２版序言的脚注中曾提到，

将来修订本书，准备把它分为两卷：第１卷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

２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包括１９０７年底写成

的《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都是研究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的总结和成

果的。——１１。

 １０ 指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俄国发生的几次大罢工，包括１８９５年雅罗斯拉夫尔

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１８９６年彼得

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和意义特别

大。这次罢工是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有３万多工人参加。

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

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

了工厂法的修订，于１８９７年６月２日（１４日）颁布了关于缩短各类工

厂工作日的法令。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认为它

开辟了俄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１１。

 １１ 指１９０１年遍及俄国各地的罢工和“五一”示威。它们显示了俄国工人

运动已由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和示威。在这一年发生的彼得堡奥

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厂方开除了一些参加

“五一”罢工的工人，工人群众于５月７日举行抗议性罢工，提出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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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所痛恨的工头等要求。工人们对调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持续三

个小时的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次斗争创造了俄国无产

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史称“奥布霍夫保卫战”。——１１。

 １２ “容克”经济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

是德文Ｊｕｎｋｅｒ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１６世纪起

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

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１９世纪前半期进

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１８０７年废除了农奴制；１８５０年３月颁布了

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

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１３

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

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

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

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

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１２。

 １３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

级的主要政党，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

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

·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

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

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

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

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

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１９０６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

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

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

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

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

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

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

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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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

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１９２１

年５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

在。——１３。

 １４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

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

的右翼。该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

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

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

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

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

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

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

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

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

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１３。

 １５ 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的政变（六三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

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

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

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６月２日晚逮捕

了他们。６月３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宣言中作出

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

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

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

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

地位。六三政变标志着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

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１３。

 １６ 人民社会党人是１９０６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

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

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

·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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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

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

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趋于低潮

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

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１９１７年６月，同劳

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

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１９１８年后

不复存在。——１４。

 １７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

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１９０６年４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

·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

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

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

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

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

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

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

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

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

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

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１９１７年６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

民社会党。——１４。

 １８ 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

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

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

寡言少语。——１４。

 １９ “劳动派”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１４。

 ２０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１版（１８９９年）中，本章标题是《向理论求

证》。——１７。

 ２１ 《欧洲通报》杂志（《 》）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

政治和文学刊物，１８６６年３月——１９１８年３月在彼得堡出版。１８６６—

１８６７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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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１９。

 ２２ 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９０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

“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２３。

 ２３ 《祖国纪事》杂志（《 ３ 》）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

１８２０—１８３０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

１８３９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１８３９—１８４６年，由于维·

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

６０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１８６８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

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

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１８７７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

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

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１８８４年４月被

查封。——２３。

 ２４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

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

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

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

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

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

的。——３０。

 ２５ 这里指的是１８７２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１卷。在该书以后的版本

中，恩格斯删去了这句话。——３１。

 ２６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４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

元前３５６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

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

通称。——４１。

 ２７ 《世间》杂志（《 》） 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

１８９２—１９０６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

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

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

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９０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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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１８９８年

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

１９０６—１９１８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４１。

 ２８ 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的按户调查资料指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俄国

地方自治局农民经济调查资料。这种调查在范围上几乎包括整个欧

俄，收集了俄国农民经济及其发展的丰富材料，对４５０万个农户作了

记述。但是，在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人员中占多数的民粹派分子，往往

带着偏见整理调查资料，因而降低了它们的价值。——５３。

 ２９ 新罗西亚是１８世纪后半叶到１９１７年期间南俄罗斯靠黑海、亚速海沿

岸地区的正式名称。十月革命后，这一名称不再使用。——５３。

 ３０ 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指出了农民经济分化

的事实。本版第１卷中《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对此书作了详

细的分析。该卷还载有列宁在这本书上所作的批注、计算和着重标

记。——５３。

 ３１ 指１８６１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

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５５。

 ３２ 《言论》杂志（《 》）是俄国自由派刊物，１８７８年在彼得堡创刊，１８８１

年停刊。——６６。

 ３３ 《俄国思想》杂志（《 》）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

刊），１８８０—１９１８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

由派的刊物。１９０５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

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６６。

 ３４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

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

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

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

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

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

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

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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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

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

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９０年代，列宁粉

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

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

富农与贫农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

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沙皇

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

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９年中，有

２００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１９１６年底，

欧俄仍有２３的农户和４５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

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６７。

 ３５ 独立农庄原指开垦新土地时建立的独户农业居民点，随着资本主义的

发展，后来通常指拥有农业建筑物和供个人使用的地段的独立庄园。

在俄国，独立农庄最早于１８世纪前半期出现在顿河军屯区，农庄主是

富裕的哥萨克。到１９世纪，独立农庄在波兰王国地区、波罗的海沿岸

以及西部各省得到了发展。１９０６年以后，随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

行，独立农庄的数量增加较快。到１９１０年，独立农庄在欧俄农户中所

占比重为１０．５％。十月革命后，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多数独

立农庄被取消，某些地区保存到１９４０年。——６７。

 ３６ 村团即村社。——６９。

 ３７ 登记丁口指农奴制俄国应交纳人头税的男性人口，主要是农民和小市

民。为了计算这种纳税人口，采用了一种叫作“登记”的特别户口调查。

俄国人头税开征于彼得一世时代，这种登记从１７１９年开始，共进行了

１０次，最后一次是在１８５７年。许多村社按登记丁口重分土地，所以农

户的份地面积取决于它的登记丁口数。——８３。

 ３８ 《北方通报》杂志（《 》）是俄国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月

刊，１８８５—１８９８年在彼得堡出版。１８９０年５月以前由安·米·叶夫列

伊诺娃任编辑，主要撰稿人是民粹派和接近民粹派的作家、政论家尼

·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克里文柯、弗·加·柯罗连科、格·伊

·乌斯宾斯基等。该刊从１８９１年起，实际上由阿·沃伦斯基担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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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开始宣传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登载象征派的作品，但也刊载某些

现实主义作家的文章。——８４。

 ３９ 下表所列数字是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的，见１８９４年出版的《彼尔姆

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第３编。——８９。

 ４０ 强占的祖传地指俄国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在西伯利亚占取的土地。

这种土地可以由占有者随意处置。——１０３。

 ４１ 军马调查是沙皇俄国对动员时适合军队使用的马匹的统计调查，通常

每隔６年进行一次。第一次调查是１８７６年在西部３３个省进行的。第

二次调查是１８８２年在整个欧俄地区进行的，其结果于１８８４年公布在

《１８８２年马匹调查》一书中。１８８８年的调查是在４１个省进行的，１８９１

年的调查是在其余１８个省和高加索进行的，所得资料由中央统计委

员会整理后公布于《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２０卷。１８８８年军马调查》

（１８９１年圣彼得堡版）和《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３１卷。１８９１年军马

调查》（１８９４年圣彼得堡版）。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的调查在欧俄３８个省进

行，调查结果公布于《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３７卷。１８９３年和１８９４

年军马调查》（１８９６年圣彼得堡版）。１８９９—１９０１年欧俄４３个省、高加

索１个省和阿斯特拉罕省卡尔梅克草原的军马调查资料编成了《俄罗

斯帝国统计资料》第５５卷（１９０２年圣彼得堡版）。军马调查带有对农

民经济进行普查的性质。——１１６。

 ４２ 这是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瓦·巴·沃龙佐夫在１８９２年出版
的一部著作的标题。——１２０。

 ４３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共１６卷，１８７９年至１８８７年出版。

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简称手工工业委员会）是根据１８７０年召开

的全俄工厂主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村业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申

请于１８７４年成立的，直属工商业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财政部、

内务部、国家产业部、俄国地理学会、自由经济学会、莫斯科农业协会、

俄国技术协会和俄国工商业促进会等单位的代表。《俄国手工工业调

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公布的资料，主要是地方上的工作人员收集的。

列宁仔细地研究了全部《报告》，从中得到了许多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

俄国手工业中发展的资料和事实。——１２４。

 ４４ 列宁把果园业和畜牧业的收入也列入了这一栏。——１２７。

 ４５ 列宁指的是对亚·伊·丘普罗夫教授１８９７年３月１日在自由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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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作的题为《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的报告进

行的讨论。——１３０。

 ４６ 连环保是每一村社的成员在按时向国家和地主交清捐税和履行义务

方面互相负责的制度。这种奴役农民的形式，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还

保存着，直到１９０６年才取消。——１３１。

 ４７ 指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即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为在

农村培植富农、建立沙皇制度的巩固支柱而进行的土地改革。１９０６年

１１月９日（２２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退出村社和把份地确定为

个人财产的程序的法令。这个法令经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作了若干修

改并批准后，被称为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法令，通称斯托雷平法令。根据

这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

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

土地。独立田庄主或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

购买土地。这样，富裕农民就有可能掠夺村社土地，得到最好的地段，

同时用贱价收买贫苦农民的份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强了资本主义

在农业中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激化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社

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１６卷）中评论了斯托雷平政策。——１３１。

 ４８ “发财吧”一语出自法国七月王朝（１８３０—１８４８年）政府首脑弗·皮·

纪·基佐的一次讲话。七月王朝时期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金

融贵族集团，它规定了很高的选民财产资格，不仅工人和农民，而且小

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在人们要求进行选举

改革时，基佐回答说：“不会有改革的，发财吧，先生们，你们会成为选

民的。”——１３１。

 ４９ 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１１章《小农户和大农户的

畜牧业》（《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５卷）中分析了古·德雷克斯勒尔的资

料。——１３３。

 ５０ “四分之一的马”和“活的统计分数”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

的特写《活的数字》中的用语。——１３３。

 ５１ 《莫斯科新闻》（《 》）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１７５６

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１８４２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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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１８５９年起改为日刊。１８６３—１８８７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

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１８９７—１９０７年由弗

·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

分子。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９日）被查封。——１３７。

 ５２ １８９１年的饥荒是俄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饥荒，以东部和东南部

各省灾情最为严重。它使大批农民遭到破产，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国

内市场的形成。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以及在１８９１年

１０月２９日、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５日和６月１８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三

封信中，都谈到了俄国的这次饥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

３０２—３０３页和第３８卷第１９４—１９５、３０４—３０７、３６２—３６７页）。——

１３９。

 ５３ 《新言论》杂志（《Ｈ 》）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

１８９４—１８９７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１８９７年

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

·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

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３卷增补和列

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１８９７年１２

月被查封。——１４０。

 ５４ 瓦卢耶夫委员会即沙皇大臣彼·亚·瓦卢耶夫领导的俄国农业状况

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１８７２年，在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搜集了大

量关于改革后俄国农业状况的材料，包括省长的报告，地主、贵族代

表、地方自治局、乡公所、粮商、农村牧师、富农、统计协会、农业协会和

其他与农业有关的机关的声明和证词等等，编成《钦设俄国农业和农

村生产率目前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一书，于１８７３年在彼得堡出

版。——１４７。

 ５５ 《俄国财富》杂志（《Ｐｙｃｃｋｏｅ 》）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

１８７６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１８７９年以前为旬刊，以

后为月刊。１８７９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１８９２年以后由尼·

康·米海洛夫斯基和谢·亚·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

中心。在１８９３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展开理论上的争论。

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３月以《俄国

纪事》为刊名出版。１９１８年被查封。——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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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有赐地的农民指俄国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

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２月１９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

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

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

黑土地带。到２０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重分，

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１５２。

 ５７ 三日工是俄国的一种自己拥有份地、经营极小经济的农业雇佣工人，

他们在受盘剥的条件下，为得到粮食或２０—３０卢布，整个夏季在富农

或地主的农场每周做３天工。这种农业雇佣工人在沙皇俄国的西北各

省特别多多。——１５２。

 ５８ 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包括俄国爱斯兰省、库尔兰省和里夫兰省，即今

苏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领土。——１５２。

 ５９ 本章前６节最初以论文形式发表于１８９９年３月《开端》杂志第３期，

标题是《现代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徭役经济的排挤》。杂志编

辑部按语说：“本文是作者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巨著中的一

段。”——１６０。

 ６０ 割地指俄国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

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

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１３（草原地

区为１２），就从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

出的部分。份地也可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

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

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

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

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曾把它列入党纲。１９０５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

出了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代替这一要求。——１６５。

 ６１ 地役权是使用他人土地的有限物权，如步行或乘车马通过邻近地段的

权利等，起源于罗马法。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保留和发展

了这种权利。这里说的是俄国１８６１年改革后农村中公共道路、割草

场、牧场、池塘等等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地方被地主霸占，农民要为地

主服额外劳役，才能取得这种使用权。——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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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暂时义务农指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后，为使用份地而对地主暂时负有一

定义务（交纳代役租或服徭役）的前地主农民。农民同地主订立了赎买

份地的契约后，即不再是暂时义务农，而归入私有农民一类。１８８１年１２

月沙皇政府法令规定，从１８８３年１月１日起，暂时义务农必须赎得份

地。——１６５。

６３ 《法学通报》杂志（《 》）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

刊物（月刊），１８６７—１８９２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

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

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１６８。

６４ “全包制”是俄国１８６１年改革后的一种工役制形式。实行“全包制”的农

民须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替地主包种土地，即种一俄亩春播作物，一俄

亩秋播作物，有时还要割一俄亩的草，以换取货币，或冬季的贷款，或租

地。——１７１。

６５ 粮垛租是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一种盘剥性的实物地租。租地者在收割时

按俄亩交若干由禾捆堆成的粮垛给地主，所交部分达到收成的一半，有

时更多。此外，租地者还用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种工役。——１７３。

６６ 实物工资制是盛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种工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工

厂主在自己的工厂里开设店铺，用质次价高的商品和食物代替货币支付

给工人，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制度在俄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曾

十分流行。——１７４。

６７ 《罗斯法典》是１１—１２世纪古罗斯第一部成文法律和大公法令汇编，发

现于１７３８年。《法典》是研究古罗斯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极有价

值的资料。《法典》中有许多维护封建所有制和保护封建主生命的条款，

这表明在古罗斯农奴化的农民同剥削者之间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

争。——１７７。

６８ 这个记录载于１８９７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第４期。

帝国自由经济学会是俄国第一个经济学会，１７６５年在彼得堡成立，

其宗旨是“在国内传播对工农业有益的知识”。学会有三个部：（１）农业

部；（２）技术性农业生产和耕作机械部；（３）农业统计和政治经济学部。自

由经济学会团结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学者，从事国民经济各部门和

国内各地区的调查研究和考察。《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是该学会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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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物，登载学会的研究结果以及务部门的报告和讨论的速记记录。列

宁著作中多次提到这个学报。——１８４。

６９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

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

度的地主。——１８９。

７０ 《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  （《 ，

》）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１９１７年在

彼得堡出版，１８８５年１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

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１９３。

７１ 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辩护士、英国经济学家安·尤尔博士的称呼（参

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４５９页和第２５卷第４３４页）。

平达是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许多歌颂竞技场上胜利者的诗歌。平

达的名字后来成了过分颂扬者的代称。——２０３。

７２ 兹韦金采夫委员会是由沙皇政府内务部办公会议成员 ．Ａ．兹韦金采

夫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成立于１８９４年５月２７日，直属内务部地方局，

其任务是制定措施，以整顿外出做零工的活动和调节农业工人的流

动。——２１２。

７３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１版（１８９９年）里，这个表的样式如下：

欧俄 

时期

１８６４—６６

１８７０—７９

１８８３—８７

１８８５—９４

人    口
全部粮食，即谷物加马铃薯（单位千俄石）

播   种 纯 收 获

单位千 百 分 数 百 分 数 百 分 数

６１４００ １００ ７２２２５１００ １５２８５１

６９８５３ １１４１００ ７５６２０１０４１００ ２１１３２５ １３８１００

８１７２５ １３２１１７１００ ８０２９３１１１１０６１００２５５１７８ １６６１２０１００

８６２８２ １４０１２３１０５ ９２６１６１２８１２２１１５２６５２５４ １７３１２６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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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星期周报》（《 》）是俄国文学和政治报纸，１８６６—１９０１年在彼得堡

出版。１８６８—１８７９年间曾因发表“有害言论”多次被勒令停刊。１８８０—

１８９０年该报急剧向右转，变成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反对同专制制度

作斗争，鼓吹所谓“干小事情”的理论，即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

事“平静的文化工作”。——２３４。

７５ 可代替物是罗马法里已经有的古老法学术语，指合同中以简单的计数和

量度规定的东西，如若干吨生铁，若干块砖。它的对称是不可代替物，指

以特定的特征所规定的东西，如有特定名字的某一匹马，艺术品的原作

等。——２３７。

７６ 小俄罗斯是沙皇俄国时代对乌克兰的正式称呼。——２３９。

７７ 《北方边疆区报》（《Ｃ 》）是俄国政治、社会和文学日报，

１８９８—１９０５年在雅罗斯拉夫尔市出版。——２４８。

７８ 《经济评论集》是列宁的第一本文集，１８９８年１０月用弗·伊林的笔名在

彼得堡出版。文集包括列宁的以下著作：《评经济浪漫主义》、《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民粹

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和《论我国工厂统计问

题》。——２６６。

７９ 首都省指圣彼得堡省和莫斯科省。——２７４。

８０ 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中对氏族的叫法（有时也用以称部落），在氏族关系

 ５０ 省

马   铃   薯  （单位千俄石）

播    种 纯  收  获

每一口人的纯收获
（单位俄石）

百 分 数 百 分 数 谷物 马铃薯 粮食总计

６９１８１００ １６９９６１００ ２．２１ ０．２７ ２．４８

８７５７１２６ １００ ３０３７９１７８ １００ ２．５９ ０．４３ ３．０２

１０８４７１５６ １２３ １００ ３６１６４２１２ １１９ １００ ２．６８ ０．４４ ３．１２

１６５５２２３９ １８７ １５２ ４４３４８２６０ １４６ １２３ ２．５７ ０．５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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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解时期则是冠以假想始祖名字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克兰保留着

土地公有制和其他氏族制习俗（血亲复仇、连环保等）。在苏格兰和威尔

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保存到１９世纪。——２８９。

８１ 马尔克公社是中世纪西欧各国的农村公社。在马尔克公社里，耕地是加

入公社的农民家庭的财产，牧场、森林及其他用地是公共财产。马尔克首

先执行经济的职能，同时也是广义的公共权力机关。马尔克公社起初是

自由农民的联户组织，后来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沦落到依附大封建主

的地位。——２８９。

８２ 指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该文发表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第１０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

５６３—５８７页。法国的“学生”是为应付书报检查而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

（或如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所

取的代称。——２９２。

８３ 卡尼茨提案是德国大地主利益的代表汉·威·卡尼茨伯爵于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向德意志帝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它要求政府负责采购须从

国外输入的全部谷物，然后按平均价格出售。这个议案被国会所否

决。——２９５。

８４ 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Ｏ，Ｓａｎｃｔ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ａｓ！）意指过分天真。传说捷

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被天主教神职人员会议作为异端用火刑处死时，

有个不明真相的老太婆，怀着宗教的虔诚和狂热，也往火堆上添加干柴，

胡斯见此情状，不禁说出了这句话。——２９６。

８５ 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

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马尼洛夫通

常被用来形容耽于幻想、无所作为的人。——３１９。

８６ 这里说的是亚·卡·科尔萨克《论一般工业形式并论西欧和俄国家庭生

产（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的意义》一书提到的基普利安大主教１３９１年

给康斯坦丁－叶列娜修道院制定的规约。规约所列举的农民对修道院的

义务，除了耕地、播种、收割、割草、烤面包、酿造啤酒、捕鱼等工作外，还

包括纺亚麻以及所谓“零活和杂差”。——３４１。

８７ 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１）私有主农民即地主

农民，（２）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３）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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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等方面互不相同

的等级和特殊类别。１８６１年的农民改革保留了五花八门的农民类别，这

种状况一直继续到１９１７年。现将这里提到的主要农民类别解释如下：

  有赐地的农民（见注５６）。

  暂时义务农（见注６２）。

  私有农民指根据１８６１年改革法令赎回自己的份地，从而终止了暂

时义务农身份的前地主农民。

  完全私有农民指提前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的私有权的

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国家农民是按照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

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

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

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

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

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

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

若干切特维尔梯（一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或永

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１８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

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

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

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

方。１８６６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

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

利。在１８６１年改革的前夜，即１８５９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

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存在着某些差别。

  皇族农民是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这类农民

耕种皇族土地，除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

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１７９７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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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１８５８

年、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３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

民，少于国家农民。

  自由耕作农指根据沙皇俄国１８０３年２月２０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

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

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

  注册农民是沙皇俄国国家农民的一种。１７世纪末—１８世纪，沙皇政

府为了扶持大工业和保证这种工业有廉价的、固定的劳动力，把大量国

家农民编入俄国各地的手工工场。这种农民被称为注册农民。注册农民

要为国有或私有手工工场做辅助工作（劈柴、备煤、碎矿、搬运等），以顶

替代役租和人头税。他们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工厂的农奴。从

１９世纪初开始，注册农民逐渐被解除工厂的劳动，直到１８６１年农民改

革后才完全解脱出来。——３４４。

８８ “包工”是小工房主的别称。包工或小工房主把自己的小工房租给工厂主

当厂房，本人也在里面做工。根据与工厂主所订的合同，他们负责房屋供

暖和修缮，给织工运送原料，给工厂主运送成品，有时还执行监工的职

责。——３４８。

８９ “济姆尼亚基”荒野地区在离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县科兹洛夫村

５公里以外的地方。——３５５。

９０ 税务册是俄国１５—１７世纪为征收土地税而进行的经济登记的汇总文

件。这种经济登记通常以县划区，由莫斯科派专门税务人员前往办理，

每当课征单位改变时即重新进行。税务册按居民点编写，详细记载土地

情况、居民收入以及街道、店铺、教堂、寺院、堡垒等等的情形。每份独立

地产之末，列出总计数字并注明税额。册子的每一页均由税务人员签

字，以保证真实。税务册后来还成为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使农民农奴

化的手段。现存税务册中，最早的是１５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的税务册，最

多的是１７世纪的税务册。它们是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史的宝贵资

料。——３７６。

９１ 指１８９７年６月２日（１４日）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

令。这个法令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压

力下颁布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为１１１２小时（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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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０小时），而在此以前，工作日是没有限制的，可以达到１４—１５小时，

甚至更长。列宁在《新工厂法》一文中详细地分析和批判了这个法令（见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３３—３７６页）。——３７８。

９２ 下表是根据１８９８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第４２期上刊载的一张比

较详细的表编制的。——３８３。

９３ １８６４年以前，图拉的兵器匠是具有农奴身分的官有的（国家的）兵器匠。

他们住在特别的大村里（官有的铁匠大村等），被分配在枪身、枪托、枪机

和配件等车间干活。若干村子的农民被编入图拉工厂做烧木炭、看守森

林等辅助工作。到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时，图拉总共约有４０００名制造兵

器的工匠，其中１２７６名在厂内工作，２３６２名在家里工作。如把家属计算

在内，则兵器匠人口超过两万人。——３８５。

９４ 指１８７８年创办的圣彼得堡机器制鞋公司。该厂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有工人

８４５人，生产总额为１２８７９１２卢布。——３９０。

９５ 这是１８９４年喀山出版的《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统计材料》第

５编第１部（工厂区）第６５页上一个表的标题。——４４６。

９６ 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一语出自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财

神》。剧本说，小偷的主神赫耳墨斯前来投靠家里住着财神的凡人克瑞密

罗斯，情愿做个仆役。有人问他，这样他岂不是离开了众神？难道他觉得

离乡背井的生活好？他答道，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列宁认为这句话是

资产阶级最重视的原则。——４４８。

９７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１版里，这个表还包含有１８９０年和１８９６年

的资料，而且所引用的１８９７年资料也和第２版引用的稍有不同。第１版

表中相应部分如下：

年代
炼 铁 量 （单 位 千 普 特）

帝国总量 百分数 乌拉尔 百分数 南 俄 百分数

帝国产煤总量
（单位百万普特）

１８９０ ５６５６０ １００ ２８１７４ ４９．７ １３４１８ ２３．７ ３６７．２

１８９６ ９８４１４ １００ ３５４５７ ３６．６ ３９１６９ ３９．７ ５４７．２

１８９７ １１３９８２ １００ ４０８５０ ３５．８ ４６３５０ ４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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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版在１８９７年资料后边还加了一个脚注：“１８９８年帝国生铁总

产量为１３３００万普特，其中南俄生产了６０００万普特，乌拉尔生产了

４３００万普特（１８９９年《俄罗斯新闻》第１期）”。这个脚注在第２版里删去

了。——４４８。

９８ 列宁后来给本表补充了１９０８年的相应资料（见第４７１页插图），这些资

料引自１９１０年出版的《工厂视察员１９０８年报告汇编》第５０—５１页。由

此可见，列宁在１９１０年或１９１１年仍在继续修订自己的这部书。——

４６９。

９９ 赫卢多夫工厂指赫卢多夫兄弟叶戈里耶夫斯克纺织公司（厂址在梁赞省

叶戈里耶夫斯克市）。列宁引用的该厂工人人数和生产额的资料出自《工

厂索引》１８９７年彼得堡版第７６３号第３６页。——４９０。

１００ 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

主。他粗暴蛮横，厚颜无耻，嗜财如命，是愚蠢贪婪的农奴主的典

型。——５４２。

１０１ 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 的音译，意为息票）是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

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５４６。

１０２ 分成制是俄国北方捕捉海兽和鱼类的劳动组合中的经济关系形式。在

这种劳动组合里，生产工具属于主人，工人对主人处于依附地位。主人

通常分得捕获物的２３，而工人们只能分得１３，并且还不得不把自己

这一份低价让给主人，由主人用生活用品抵偿。——５５１。

１０３ 《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是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帕·尼·斯克沃尔佐

夫恶意攻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作的答复。列宁于１９００年１

月他的流放期将满的时候在舒申斯克村开始写这篇文章，而于１９００年

３月从流放地返回后写完。文章刊登在１９００年５月和６月《科学评论》

杂志上。它是列宁出国以前在俄国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

章。——５６３。

１０４ 《科学评论》杂志（《 》）是俄国科学杂志（１９０３年起是

一般文学杂志）。１８９４—１９０４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

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１９００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

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１８９８年）、《再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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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问题》（１８９９年）、《非批判的批判》（１９００年）等著作。——５６３。

１０５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

中的宙斯。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

人。—５６３。

１０６ 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

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

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的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

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

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 总之，用这个

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

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

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您不要以

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您听，这位先

生如此写作，只有风格尔一个人懂得他。……’”——５６６。

１０７ 新康德主义 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产生于德

国，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

和弗·阿·朗格等人。１８６５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

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

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

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

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

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

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

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

“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

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

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

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３０１—３５３页和《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７、１８

９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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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５８４。

１０８ 这里指列宁自己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

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著作（见《列

宁全集》第２版第１卷）中对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

判。——５８５。

１０９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思潮作了系统的分

析。列宁这部重要哲学著作于１９０８年写成，１９０９年在莫斯科出

版。——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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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写和出版）

１８９５年

年底

列宁开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写工作。

１８９６年

１月２日（１４日）

列宁从彼得堡监狱写信告诉乌里扬诺夫一家的好友亚·基·切博塔廖

娃，他在研究国内加工工业品的销售问题，已订了研究和写作计划，写作

计划分两个部分——一般理论和运用理论研究俄国情况，并请她把书单

上的书送到狱中。

１月１６日（２６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请她收集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等省的地方

自治机关的资料汇编，并把它们和《军事统计汇编》等一起送到狱中。

１８９６年１月—１８９７年２月

每周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收到姐姐安娜从彼得堡的自由经济学会图

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及其他一些图书馆借来的书籍。

１８９７年

２月１７日—５月８日（３月１日—５月２０日）

列宁从彼得堡前往流放地，在途中继续《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撰

写工作。

３月４日（１６日）

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

３月９日—４月３０日（３月２１日—５月１２日）

拜访了藏书家、商人根·瓦·尤金，此后经常利用尤金的私人图书馆藏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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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逗留期间也常去市立图书馆阅读报刊。

３月１０日（２２日）

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收到她去鲁勉采夫图书馆（今苏联国立列宁图书

馆）为他摘录的所需资料。

３月１６日（２８日）

写信告诉母亲，将寄回途中读完的短期借阅的书。

３月２６日（４月７日）

写信给母亲，请姐姐安娜设法弄到书单上的书。

４月５日（１７日）

写信给母亲，请尽快寄来他要的书。

４月１７日（２９日）

写信告诉母亲，已经弄到几本统计著作。请母亲把他要的书仍然寄到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

写信给姐姐安娜，请用他的稿费代购统计资料汇编及其他资料，并

代订报刊。

４月３０日—５月８日（５月１２日—２０日）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米努辛斯克到达指定的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在米

努辛斯克逗留期间，到市立博物馆图书馆借阅图书资料，并作摘录。

５月１８日（３０日）

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已收到她摘录的资料，并请她把各种书目寄来。

５月２５日（６月６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问她能否找到门路以两个月的期限从莫斯科的公共图

书馆（大学图书馆或莫斯科法学会图书馆）借书给他寄去。

６月１５日（２７日）

写信告诉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尚未收到寄来的一箱书，并问其中

有哪些新书。

７月１９日（３１日）

写信给母亲和妹妹玛丽亚，说写书的进度很慢，希望能在秋天以前办妥

从莫斯科或彼得堡某个图书馆借书的事。

８月１６日（２８日）

在写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密信中，谈到他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的事。

８月２８日（９月９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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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阿·亚·瓦涅耶夫帮他弄到下诺夫哥罗德和巴拉赫纳两县的地方自

治机关的资料汇编。

１２月２１日（１８９８年１月２日）

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他将设法找到从法学会图书馆借书所需要的介绍

人。

１８９８年

１月４日（１６日）

列宁写信给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请他把载有Ｍ．Ａ．洛津斯基的题

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防止剥夺农民土地的措施》的报告那期《帝国自

由经济学会学报》寄来。

１月２４日（２月５日）

写信给母亲，请代买两本书：尼·阿·卡布鲁柯夫《农业经济学讲义》和

瓦·沃·《俄国手工工业概述》。

２月７日（１９日）

在给母亲的信中，要妹妹把他开的书单寄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请

她设法在彼得堡弄到那些书。

２月１４日（２６日）

挂号寄还姐姐安娜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３月２８日（４月９日）

写值告诉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因翻译维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而暂时把著书的事搁下。

５月７日（１９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一起到达

舒申斯克村，带来一大批书籍和资料。

春天

列宁收到彼·伯·司徒卢威的来信，信中建议把列宁正在写的这本书分

成几部分在《科学评论》或别的杂志上发表。

６月７日（１９日）

写信告诉母亲，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托运的那一箱书，在路上辗转

一年多，终于收到了。

６月１４日（２６日）

写信告诉母亲，《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翻译工作即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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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之后将继续写书。

７月１５日（２７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请她亲自同图书馆管理人员将借书、还书以及建立经

常联系等事情谈妥。

８月９日（２１日）

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初稿。

９月１１日—２０日（９月２３日—１０月２日）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治疗牙病期间，到当地市立图书馆和尤金的私人

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

１０月１１日（２３日）

写信告诉母亲，已开始书稿的最后加工，准备分批发排，争取早日出版。

１０月１４日（２６日）以前

完成第一章定稿。

１１月１日（１３日）

写信给母亲，请姐姐安娜接洽出版事宜，并告诉母亲将于一两周内把头

两章书稿寄去。

１１月１日—４日（１３日—１６日）

同前来舒申斯克村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一起阅读头几章书稿。

１１月７日和１１日（１９日和２３日）之间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已将头两章和序言的稿子寄给母亲，请她了解一下

玛·伊·沃多沃佐娃是否愿意出版这本书。信中还详细谈了他对开本、

字号、校对等方面的意见。

１１月２２日（１２月４日）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同意由玛·伊·沃多沃佐娃出版这部著作，但认为

必须同出版人商定技术细节和校对问题。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０日）

写信告诉母亲，书的前半部已经定稿。

１２月６日（１８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和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请他们向出版人了解一下

排印和出书的时间，并建议排得密些，统计表用小号字。

１２月１２日（２４日）以前

函请特维尔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处寄一本综合汇编（第１３卷第１编，１８９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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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２日（２４日）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第三章和第四章书稿已按挂号印刷品寄出，并请她

在前寄书稿上作两处修改。

１２月２０日（１８９９年１月１日）

写信给母亲，请她设法弄一份《莫斯科农学院通报》上尼·亚·卡雷舍夫

的《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文的抽印本。

１２月２８日（１８９９年１月９日）

写信告诉姐姐安娜，第五章和第六章已经脱稿，建议雇校对员看初、二校

样，她看三校样，然后把清样寄给他看。

１８９８年

收到伊·克·拉拉扬茨寄来的沃罗涅日省的统计资料汇编和其他需要

的统计资料。

１８９９年

１月１７日（２９日）
列宁写信告诉母亲，第五章和第六章书稿已按挂号印刷品寄出，并问头

几章是否已经付印，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清样。

１月２６日（２月７日）

写信给弟弟德米特里，感谢他指出第四章第二节开头部分的一个错误，

请他立即通知出版社改正。

１月２６日和３月２１日（２月７日和４月２日）之间

研读卡·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

述》一书。

１月３０日（２月１１日）

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付排工作。

２月３日（１５日）

写信告诉母亲，已寄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七章和第八章以及这两

章的目录和第七章的两个附录（二和三）。

２月１３日（２５日）

写信给姐姐安娜，感谢她和弟弟德米特里为出版这本书而操劳，也感谢

统计学家瓦·安·约诺夫为校对统计表而费心，同时对书名表示了意

见。并告诉她已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七章的增补寄出。

２月２８日（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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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给姐姐安娜，对寄来的头一批清样表示非常满意，并随信附上一个

勘误表。

３月１７日（２９日）

给姐姐安娜寄去序言的附言、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勘误表以及拟定的赠书

名单。

３月２４日和３１日（４月５日和１２日）之间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第一版出版，署

名：弗拉基米尔·伊林。

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２日）

列宁复电卡尔梅柯娃书店，同意书店提出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的定价（拟２卢布）和稿费数额（约１５００卢布）。

３月

《开端》杂志第３期以《现代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对徭役经济的排

挤》为题，发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的头六节。

４月２日（１４日）

列宁收到姐姐安娜寄来的第１１—１６印张的清样。

４月４日（１６日）

给姐姐安娜寄去第１１—１６印张的勘误表。

４月１５日（２７日）

《俄罗斯新闻》刊登出版广告：“弗拉基米尔·伊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售价：２卢布５０戈比。４８０页。”

４月２７日（５月９日）

列宁写信告诉亚·尼·波特列索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出版，

序言的附言送晚了，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和删改。

４月３０日（５月１２日）

收到姐姐安娜寄来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样书三本。

７月２５日（８月６日）

格鲁吉亚文报纸《犁沟报》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伊·卢津关于《俄国资

本主义的发展》的书评。

１０月

《教育》杂志第１０期刊登波·瓦·阿维洛夫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的书评。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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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评论》杂志第１２期刊登帕·尼·斯克沃尔佐夫评论《俄国资本主

义的发展》一书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１９００年

１月中

列宁开始撰写《非批判的批判》一文，回答帕·尼·斯克沃尔佐夫对《俄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攻击，于３月完稿。

不晚于４月６日（１９日）

寄给《科学评论》杂志编辑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末尾的一个脚注，这个

脚注是针对彼·伯·司徒卢威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和米·伊·杜冈

－巴拉诺夫斯基在《科学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而写的。

４月３０日（５月１３日）以前

收到《科学评论》杂志编辑米·米·菲力波夫的来信，信中说书报检查官

将《非批判的批判》一文删去了近三分之一。

５月—６月

《非批判的批判（评１８９９年《科学评论》杂志第１２期帕·斯克沃尔佐夫

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一文在１９００年《科学评论》杂志第５—６期

上发表。

１９０２年

３月２０日（４月２日）

列宁从慕尼黑写信给母亲，请她把他所有的俄文书籍和全部统计资料运

来。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

列宁准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第二版，对好几章作了重要补充。

１９０７年

７月
列宁在芬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的序言。

１９０８年

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６日（３月１１日和１９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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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由彼得堡智神星出版社出版。

３月８日（２１日）

《图书年鉴》第１０期刊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增订版）出版的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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