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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郭爱民《多视角透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与经营》

魏明孔

关于国外农业史研究的著述，近年来出版了不少新作。其中，中国学者关于英国农业史研究的

选题，大都围绕圈地运动、农业革命、资本主义成败等话题。这些论题，基本上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尽管以土地制度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不过仍然属于凤毛麟角。众所周知，英国在工

业化时期形成了大地产制度，那么，大地产制度是如何在土地流动基础上形成的? 大地产又是如何

经营管理的? 工业化时期自耕农到底是保存下来还是消失了? 土地制度变化和产业分工之间存在

怎样的关系? 在中国国内学者的现有论著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乎还没有明确答案。南京师范大学

青年学者郭爱民教授的著作《多视角透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与经营》( 以下简称《流动与经

营》，该书引言只标注页码) ，2018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专著里，我们对于上述问题的

长期困惑，或许会得到一些认识及启示。
《流动与经营》的主要内容是: 工业化时期，英国经过土地流动，形成了以大地产为主、小土地所

有者同时并存的土地分配结构; 小土地的经营方式主要表现为自耕农自营; 大土地所有者则通过代

理人管理土地，形成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三位一体式的经营结构。《流动与经营》主要由四

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导论，作者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切入点及研究方法和理论

框架等; 第二部分从圈地运动、社会心态、资本与市场、血亲关系等视角，分析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

动状况; 第三部分，作者从自耕农数量的动态变化、地主与租地农场主的关系、大地产租佃经营、份田

运动等四个方面，讨论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经营状况; 第四部分，作者通过量化方法，具体分析英

国在该时期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与经营、产业分工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
笔者不揣谫陋，将学习《流动与经营》的心得分享与大家，恳请得到包括作者在内的师友的批评

与指正。

一、立足前人研究提出创见

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界，从多重视角出发，论证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与经营的论著，大体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研究仅限于论点的提出或观点的争论，在这类作品中，土地流动或

经营的论点只是偶尔有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属于这个类型。如在卡洛·
M. 奇波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土地流动和经营的相关观点。奇波拉从市场购买和社会两个层

面，提出了土地流动的论点。他从经济的角度强调，大规模出租土地肯定是有利的，这就促使地主从

农民那里购买土地然后再出租给承租代理人，为了提高地产的收入，地主还以高利率向这些承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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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提供相当一部分资本。于是，抵押地产的交易便日益增多，因为只要手段内行，使用抵押农田所

获得的贷款比经营农田更为有利可图，“承租代理人”也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信贷。到了 17 世纪末，

由于政治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与政治上崭露头角，条件是他必须是地产的拥

有者; 这与过去一个人要想在土地所有者阶层中获得较高的地位，就必须从事政治活动迥然有异。①

再如，克拉潘的专著《现代英国经济史》，同样包含着土地流动和经营的某些观点。克拉潘提出了富

有统治阶级向小土地所有者购买、开荒与土地流动相关的论点。克拉潘强调的是，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期，英格兰的土地已逐渐从小所有主( 小乡绅和自耕农) 手里转移到其本身继续由经商出身的

富人来补充的那个统治阶级手里。这种土地转移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期仍然存在。作为流

转的结果，当时土地是如何经营的呢? 克拉潘认为，19 世纪是传统的租佃方式终结的年代，因为终身

租佃已经逐渐过时，而一旦过时或放弃，是不会再行订立有关协议的; 终身凭券持有地是最普通的形

式; 虽然租佃人有“毕生使用”的习惯权利，但这种权利无疑给了地主一个可乘之机。②

第二种类型的论著主要属于实证或个案研究，在这类研究中，虽然包含着土地流动或经营的相

关论证，但这些论证一般比较分散，尚未成为专题研究。如 S. W. 马丁斯在《大地产的运营》一书中，

以诺福克郡霍尔克姆地产为个案，在不同的章节均提及了土地代理人和租佃经营的相关论证。③ 再

如在 J. R. 沃迪的专著《18 世纪英国地产管理》中，可以查阅到有关社会地位、婚姻继承、代理制在土

地流动与经营中作用的论述。沃迪研究了 18 世纪至 19 世纪 30 年代利文森 － 高尔家族的地产管

理，认为贵族的社会地位由其对土地的所有关系决定，巨额的土地财富主要源于婚姻，在土地贵族从

事政界活动的情况下，地产往往由代理人经营。④ 又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土地所有权模式》《土地

所有权与土地管理》两篇论文中，可以发现 J. V. 贝克特关于土地流动的相关论述。贝克特认为，19
世纪以来，人们突出了家庭限嗣授产制和长子继承法对土地集中的关键作用; 认真分析后就会发现，

家庭限嗣授产在大地主土地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像渲染的那么大。基于这种分析，贝克特提出了

市场在土地流动中的作用的重要论点: 如果有需要，大土地所有者会卖掉手中的土地，为打破家庭限

嗣授产的限制，他们常用的手段之一是通过议会法令来解除束缚。如此，土地会源源不断地被推向

市场。⑤

在国内学界，学者对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问题的关注主要局限于圈地运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圈地运动是英国土地制度近代化的解决途径，圈地运动产生了大地产

和大农场，特别突出圈地运动的血腥性。张天、⑥朱正梅、⑦黄光耀⑧等学者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代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受到美国新制度学派产权理论的影响，国内部分学者在谈及圈地运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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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同时，开始关注产权问题。徐浩①和叶明勇②等学者的论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2000—2010
年，在继承以往关于圈地运动的残酷性和圈地运动形成大农场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上，有的学者开始

强调大农场在推广技术方面的作用; ③有的学者则关注英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问题。④ 同时，人们开

始从多个视角关注圈地问题，或重点考察圈地运动在英国各个地区所占比重的数据，⑤或探讨法律与

圈地运动的关系。⑥ 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与经营的多重路径，国内还缺少相关研究。
基于西方学者关于工业化时期土地流动的观点及论述，《流动与经营》一书采用实证研究的方

法，以圈地运动、社会心态、资本市场、血亲关系为视角，分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 以自耕农

数量的动态变化、地主与租地农场主的博弈、土地代理制度、份田运动等为视角，解读这一时期英国

的土地经营。不过，在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与经营方式的转变以及工业化之间，存在着怎样

的关系? 在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论述土地流动与经营的论著中，似乎还没有三者关系的相关论证。
《流动与经营》采用数学表达式 Agr = 1 / ( 1 + R) 和 Nagr = 1 － 1 / ( 1 + R) ，通过量化工业化前后两个阶

段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方式，分析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对土地流动和农业、非农产业分工的

基础作用。应该说，这是具有一定拓荒性质的学术研究。

二、基于历史数据的概念量化

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进行概念量化，是《流动与经营》的一大特色。众所周知，早在 19 世纪晚期，

英国经济史学家罗杰斯就使用量化方法，对欧洲中古时期的生活水平进行评估。随后美国学者拉各

斯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学者科斯敏斯基于 50 年代、英国学者贝内托于 60 年代、英国学者蒂托于

70 年代先后运用量化方法，研究英国中古时期居民的生活水平。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量化史学变

得相当流行，后来这股风潮逐渐有所消退。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量化历史研究热潮再度

崛起，引人注目。⑦ 其中，在“大分流”问题的论战中，加州学派彭慕兰量化了 18 世纪英格兰和中国

江南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他认为，18 世纪英格兰和中国长三角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较为接近，只

是燃料煤加上蒸汽机的发明与利用这些偶然因素为英格兰打开新的世界。彭氏强调偶然性因素是

中英分流的关键所在，否定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⑧

基于以上量化史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流动与经营》搜集了大量数据，量化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的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产业分工、土地流动与经营三者之间的内在

关系，以系统回应彭慕兰在“大分流”问题上的论断。《流动与经营》采用格雷戈里·金的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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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出工业化初始阶段，即 1700 年前后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单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

粮食为 1380 公斤左右; 同时利用米歇尔主编的《不列颠历史统计汇编》和农渔部主编的《不列颠一个

世纪的农业统计数据》，量化出工业化晚期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约为 5734 公斤谷物。后者是前

者的 4. 155 倍。接着，《流动与经营》采用经济结构转变表达式，即 Agr =1 / ( 1 + R) 和 Nagr = 1 －1 / ( 1 +
R) 。这里，Agr 表示农业人口比重，Nagr 表示非农业人口比重，R 表示平均一个农业人口每年生产的

粮食可以供应的人口的数量。该书利用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 Agr 与 Nagr 表达式，量化出工业化初始

阶段的农业和非农人口比重分别是 44. 1% 和 55. 9%，工业化晚期的这组数据分别是 3. 7% 和

96. 3%。《流动与经营》进而得出结论: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是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人

口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业领域，促使产业结构转变的关键所在。基于上述量化，《流动与经营》认为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致使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领域，这就为土地流动及新的土地

分配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工业化时期，英国形成以大地产为主、小土地所有者为辅

的土地分配结构，以及以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三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为主、自耕农场

为辅的土地经济组织，而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此外，《流动与经营》的作者还对当时英国家庭限嗣授产土地比重进行了量化。根据《流动与经

营》的量化数据，工业化初始阶段，英国家庭限嗣授产土地的比重约为 50% ; 1850 年，增加到 70% 左

右; 1875 年，扩大至约 90%。根据这些数据，作者得出结论: 沿袭嫡长子血亲传承的家庭计划，无疑

是促使英国家庭限嗣授产土地比重趋高的一大因素。此外，《流动与经营》量化的数据还涉及工业化

时期英国自耕农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转率等概念。这些基于历史数据的概念量化，无疑增

加了《流动与经营》的研究难度，并使该书呈现出独特的研究风格，当然这也增加了该书的可信度，提

高了著作的学术质量。

三、对传统观点的挑战

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是《流动与经营》的另一特色。这一特色在自耕农问题和圈地运动的研究

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自耕农问题上，国内学者以往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到 19 世纪晚期

英国的自耕农基本消失了。①《流动与经营》借鉴西方经济史学界关于英国土地税征收册所涉及的

数据，采取分段论证方法，分析了工业化时期英国自耕农数量的动态变化状况: 1660—1780 年，自耕

农处于衰退状态; 1780—1832 年，自耕农数量激增; 1830—1870 年，自耕农数量相对稳定。自耕农数

量动态变化的原因何在呢? 对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如是疑问，《流动与经营》量化了自耕农农业劳动

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状况。具体情况是: 1700 年前后，自耕农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即一个自耕农每年

生产的谷物数量约为 3404 公斤; 1780 年前后，这一数字约为 2568 公斤; 1870 年前后，则约为 7245 公

斤。这样，通过对自耕农农业生产效率的量化分析，找到了自耕农数量动态变化的基本原因: 1700—
1780 年，自耕农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下降，其数量衰退; 1780—1870 年，自耕农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上

升，其数量则增加。不仅如此，《流动与经营》还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自耕农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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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整个社会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即上述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的比较，发现在工

业化时期，英国社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由初始阶段的约 1380 公斤谷物，上升到晚期的约 5734 公斤

谷物，远远低于同一时期的自耕农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并认为这是自耕农在工业化时期大量存在的

根本原因。这些数字的变化虽然还不能令人十分信服，作者的论述却能够做到自圆其说。学术贵在

求异，这正是《流动与经营》的学术价值所在。同时，该书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自耕农劳动生产效率

的动态量化，以及通过比较自耕农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解读，以寻找英国自耕

农大量存在的原因，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欠缺。
在圈地运动问题上，长期以来国内诸多学者普遍认为，圈地运动产生了大地产和大农场，是英国

土地近代化的重要解决途径之一。《流动与经营》围绕圈地的核心材料“圈地判定书”，论证了圈地

运动中土地的分配问题。作者强调:“作为土地重新分配的一种方式，圈地运动本身并没有促成大地

产的诞生，反而因为庄园主、土地所有者、什一税所有者、公共权利或他项权利的享有者失去了中世

纪以来在村社土地上的传统权利，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即份地，这些份地的大小与他们在圈地运动前

各种利益的总和一致，小土地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增多了。因而，圈地运动并不是促成工业化

时期英国大地产形成的直接原因，因为议会圈地判定书对土地的分配使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增加

了。这就意味着，在圈地运动之外，存在着其他的促成土地流动形成大地产的直接因素”( 第 58 页) 。
在否定圈地运动直接导致英国大地产和大农场制度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诠释了土地市场、社会心

态、血亲关系等因素导致的土地流动，是英国工业化时期形成大地产的直接原因之一。

四、论证英国土地问题的几个核心内容

在国内外史学界，首次系统论证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问题的某些专题，是《流动与经营》的另一

学术贡献。这些专题涉及社会心态与土地流动、血亲关系与土地流动、土地代理制、份田运动等问

题。需要指出的是，《流动与经营》关于社会心态与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这一专题的论证，在国

内学界尚属首次。该书指出:“到工业化时期，土地作为不动产替代了国王的宠幸，成为人们获得名

望、地位与政治权力的重要凭借。几乎所有的贵族、乡绅都深深地卷入了国家或地区间的政治。土

地是旧贵族、地主保持家族地位与威望的物质基础，也是新的精英人物进入贵族、乡绅阶层的入场券。
以贵族、乡绅、自耕农为代表的土地阶级垄断了土地，掌控了政权。土地获得了超经济价值的社会属性，

是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基础。为取得政治权利，永久性地融入中上层社会，旧的土地家族、各类

职业者、工商业者竞相购置土地”( 第 59 页) 。该书关于工业化时期大众社会心态的分析表明，土地成

了该时期民众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攀升的基本工具，这种心态促使民众纷纷购置土地。
血亲关系与土地流动关系的论证，不失为《流动与经营》对国内学术界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研究的

又一贡献。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英国在工业化时期形成大地产的原因在于长子继承

制。①《流动与经营》的研究则表明，长子继承制不一定能够确保大地产的完整性，作者通过扩展的

家庭关系即血亲关系探讨土地流动。依土地沿着血亲流动路径，《流动与经营》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

一新的概念。这里仅举两例略作介绍。一是家庭限嗣授产制，该制度常常在长子结婚前夕实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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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婚姻授产契; 长子继承制和婚姻授产契成为家庭限嗣授产制具体的运作方式，长子被称为终身权

益享有者。二是“信托的条件继授权”，由于当时人均寿命较短和绝嗣现象的存在，信托人替代父亲

对长子进行监督，信托的条件继受权成为实施家庭限嗣授产制的核心内容。该书认为，通过长子继

承制、婚姻授产契、信托的条件继受权三种土地传承形式，家庭限嗣授产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直系

血亲内土地的完整性。同时，在工业化前期阶段，英国土地阶级中流行的人口危机，使土地所有者不

得不选择旁系男性亲属或者女性血亲传承土地和家族名号。另外，血亲传承导致了土地市场行为，

由于家庭限嗣授产制下的土地终身权益享有者需要向姐妹支付嫁妆、向幼子提供份金、向寡妇划定

寡妇地产，许多土地家族经历了三四代以后便负债累累，最终不得不通过议会法令，打破家庭限嗣，

变卖部分土地，成为土地的卖方。这一点与中国流传的富不过三代有异曲同工之处。
工业化时期，在土地流动逐渐形成大地产的过程中，地主采用怎样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土地呢?

《流动与经营》首次将英国土地代理人制度的研究引入国内学术界。土地代理人制度是在英国工业

化时期农业生产组织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英国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时间漫长

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以大地产为主导的土地分配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限嗣授产制逐步严格化和

法制化，租佃关系日趋复杂化。这在客观上不断要求土地经营管理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受过法律

训练的专业人员逐渐替代了中世纪以来庄园制度下的大管家，被冠以代理人的称号，成为大地产上

土地管理的领军人物。此后，在议会圈地运动、农业革命、铁路运河系统的修建等投资因素的刺激

下，受过专业训练的土地经营管理人员脱颖而出，替代了原来的法律人士，成为代理人选的主导因

素，培养土地管理人员的机构逐渐出现。在地主和代理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流动与经

营》一书给出的答案是:“一般而言，土地代理人是地主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精心管理地产，为雇主

的利益鞠躬尽瘁; 不过，地主并不是土地代理框架内完全消极被动的因素，他们关注代理人的人选、
听取他们的定期汇报、干预他们管理地产的策略，使大地产的经营管理趋于高效”( 第 235 页) 。从整

体上看，这一结论是成立的。
《流动与经营》对份田运动的论证，丰富了我国学界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问题研究的内容。

份田运动，即地主将少量的土地出租给每个农业工人的一项活动。这种制度的推行，存在着深厚的

社会背景: 在 19 世纪上半叶，由于圈地运动的进行、乡村工业的衰落、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备，大量

工人失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在乡村社会，骚乱频仍; 以地主为主要统治力量的社会上层，出于平息

社会动荡的需要，出于同农业资本家( 即租地农场主) 争权夺利的需要，出于拉拢社会下层、巩固本阶

层地位以重新建构父权社会的考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份田。份田运动的推行，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份田运动的推行，不仅为农村闲散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了他

们的衣食问题; 而且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救济方式，份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济贫法的缺陷，提高了

土地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英国世界工场地位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

基础。

五、整体评价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与分析来看，《流动与经营》采取量化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搜集、甄别和运用历

史数据，对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与经营等一系列概念进行计量分析，是对历史中的经济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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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的历史探讨的有机结合，这无疑增大了研究难度，却提高了研究内容的真实性。在这些系列量

化研究中，《流动与经营》计量了当时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并通过数学表达式量化了农业和非

农人口比重，进而分析了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产业分工三者之间的内在逻

辑。同时，该书对自耕农、圈地运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挑战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一

些不正确观点; 不仅如此，在社会心态与土地流动、血亲关系与土地流动、土地代理制、份田运动等问

题上，《流动与经营》在借鉴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创

新，不失为学术传承与创新的力作。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青年学者，郭爱民也从学理上回应了西方

学者诸如“大分流”等问题的讨论，《流动与经营》是其与国际学术对话的代表作。
需要指出的是，《流动与经营》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和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在农业劳动生产效

率的大幅度提高与英国工业发展的关系方面，作者虽然有所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缺憾。书中的一些观点，亦有商榷的余地。比如，在关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与经营、产
业分工等问题上，作者认为，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解放

出来，这为土地流动与经营模式的改变创造了前提。笔者则认为，正是土地流动和经营模式的变化，

使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不是相反。再如，在土地流动和经营模

式的变化与农业劳动效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 对此，我们期待郭爱民教授在以后的研究

中给读者一个更为完整的答案。

( 作者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 邮编: 100836)

( 责任编辑: 李桂芝)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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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 24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通告

第 24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 2021 年 10 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百

年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主要议题包括: 1. 百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

展; 2. 百年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3. 百年以来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有意参会者可与第 24 届全国史学

理论研讨会筹备组联系。联系方式: sxllyth24@ 163. com。

第 24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筹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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