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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由市场机制推动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化

应用所引发的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由这种变革所形成的特定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社会结构等的统一体，市场机制加科学技术就是现

代化的内在动力机制。 工业革命前英国开启现代化的事实则具体证明了这一机

制的存在及其作用。 英国在工业革命前便形成了市场经济，在市场机制的推动

下，新技术成为英国在工业革命前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市场机制与科学技术融

合产生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推动英国实现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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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进程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来，特别是 １９ 世纪

中后期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的巨大威力使现代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 尤其是西

欧、北美通过现代化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大大激发了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

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一波又一

波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成果的推动下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现代化运动，但现代化依然是它们

难以实现的梦想。 难道真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现代化是西方特有的产物？ 如果不是，那为

什么会造成上述现象？ 究竟有没有一个现代化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去现代化的实

现呢？
从本质上看，现代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由市场机制推动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化应用所

引发的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由这种变革所形成的特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社会结构等的统一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具体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将科学技术引入社会生产，并在生产中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



的完善，并带动政治系统、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的更新。 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现代化不断向

前发展，形成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市场机制加科学技术就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机制。

以此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之所以不成功，在于人们对现代化

的认识不够，没有真正把握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没有弄清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认清自身国

情，而是简单模仿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制度与政策。 一个国家能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开

启现代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现代化，不在于它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如何强烈，也不在于它实现

现代化的意志如何坚定，而在于它是否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和积累，建
立和具备了生成或触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不是市场机制加科学技术呢？ 如果说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国家

普遍具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和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还不足以证实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工业革命

前英国开启现代化的历史事实则充分证明了该动力机制的存在及其作用。

二、英国在工业革命前便形成了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作用初步发挥出来

作为现代化开端的工业革命发生于 １８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正如英

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用‘历史偶然’来解释工业革命的方法应当摒弃” ［１］２８。 虽

然长期以来对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中外学界从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

角度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工业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

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现代化的生成机制，英国是在现代化内在动力的推动下开启了人

类现代化的进程。
中世纪的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封建农业经济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畜牧业比

较发达，由此带动了毛纺织业的发展。 羊毛犹如一根神奇的杠杆，撬动了英国传统的经济结

构。 １６ 世纪后期，英国小农经济特有的“为自身生存而生产”的封闭体制被“为市场而生产”
的开放体制所代替，农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２］。 与农村一样，城市也成为支

撑英国工商业发展和形成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 随着农业结构的变革，１６ 世纪中叶以后，

英国城市发展明显加速，相继出现了一批作为区域工商业中心的城镇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城

市。 １７ 世纪末，英格兰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２２％到 ２３％［３］。 因为推动城市发展壮大

的是工商业，所以城市的经济功能是首要的。 经济功能中的商业职能不断强化，经济专门化

倾向日益加剧，使得英国的城市结构由中世纪早期的封闭、孤立日益走向开放、合作，过去那

种相互隔绝、彼此设卡的城市格局被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日益紧密的商业活动所取代。 １７

世纪初，英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完整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和统一市场［４］２００。 这些

使“英国经济问题迥异于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并且决定了英国经济生活的方向和速度” ［５］２０１。

与统一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相对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促进世界市场形成的同

时，也在不断地推动英国国内市场的发展。 １６ 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中心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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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沿岸转移至大西洋沿岸，为英国对外贸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海外

贸易的扩张，英国开始大规模地拓展海外市场。 特别是在 １７ 世纪，英国借助国家力量保护

和发展海外贸易，争夺海外市场。 例如，《航海法案》规定只能由英国与其殖民地进行商业贸

易，英国还动用海军保护对外贸易。 英荷战争后，英国不仅取得了海外贸易的主导权，还使

欧洲金融中心由阿姆斯特丹转移至伦敦。 这样一来，从欧洲到亚洲、非洲和美洲，英国在对

外贸易和海外殖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海外市场，这一海外市场随着国内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不断繁盛，又与统一的国内市场结合起来。 伦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

证，在中世纪晚期，伦敦已成为英国国内贸易的中心，而在 １６ 世纪以后，由于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优良的港口条件，无论是输出海外的出口商品，还是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要经过伦

敦，伦敦成为连接英国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节点。
在统一的国内外市场中，公司是市场交易的主体。 从 １５５３ 年到 １６８０ 年，英国先后成立

了 ４９ 家公司，并开始建立股份制公司；截至 １６９５ 年，英国已经成立了约 １５０ 家股份公司；
１６９４ 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并通过银行发行股票和证券；１７７３ 年，股票认购俱乐部更名为股

票交易所，成为专门的股票交易机构［６］３４。 为了不断完善与发展市场体系，英国进一步构建

了包括专利保护在内的产权制度，“正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与自由放任不同）改善了要素

市场和产品市场，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 ［７］１８０。
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体系的完善使市场机制，特别是通过供求机制引导的竞争机制、

价格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显现。 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中，英国学者提出一种

用相对要素价格来解释工业革命及其工业化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英格兰之所以第一个实

现工业化并首先研发出一套节省人力而使用能源的科技产品，是因为其要素价格的组合十

分独特。 当时英国的实际工资普遍较高而能源成本却相对较低，这在 １７ 世纪、１８ 世纪的世

界中是绝无仅有的，导致英国生产者为降低雇佣工人的成本积极发明和使用机器［８］５。 不管

这种观点的解释力如何，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市场机制在当时英国的经济运行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对于市场机制推动了工业革命产生这一主张，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有人拿同时期中

国和英国的市场状况相比较，认为中、英两国市场发育程度处于伯仲之间，中国甚至具有微

弱的优势，因此，无法用市场机制的推动作用解释工业革命在英国产生的原因［９］。 其实，市
场的发育程度不仅表现在市场数量、规模、价格水平等外在方面，还要看能否通过市场建立

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有没有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
如果有，那么这种市场的发育程度就高；如果没有，就不能仅仅凭借数量等外在的表现来认

定市场的发育程度。
以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例，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大量的集市出现了，集市上买卖频

繁，但是交易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农副土特产品或手工生产的生活日用品，在封建土地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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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下很少有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生产者，更不要说像英国市场上那种专业公司了，因
此，这种集市是很难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 加上交易对象的集中化和涉农化，市场价格的一

致化就在所难免，这种一致化还表现为某一地区市场价格的变动会同样发生在另一地区，即
市场价格的关联度高。 然而，这种高度关联不是市场充分发育的结果，恰恰相反，是市场没

有发育成熟的表现。
而这一时期的英国，在国内外市场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消费和生产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市场交易“对实际收入有许多积极的直接影响……它降低了糖、烟叶、茶叶和其他日用消费

品的成本；它向那些生产出口商品和加工进口商品的制造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
与贸易有关的各行业活动增加了……业务活动增加的行业有：商业本身、银行业、保险业、船
舶制造和港口建设业以及国内贸易……所有这些使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投入制造业的资本增

加了……也直接促使了某些种类的制造和加工业的增多” ［１０］１１７。 引发这些变化的正是市场

运行中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

三、 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新技术成为英国在工业革命前

提高生产效率的众望所归并不断涌现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的需求也随之迅速增加。 以棉纺织业为例，北美殖民地市场对

棉纺织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当时欧洲的棉纺织品消费风尚，导致棉纺织品消费量激增。 英国

人均原棉消耗量在 １６９８—１７１０ 年为 ９０ 克，１７５０—１７６０ 年增加到 ２００ 克；法国人均原棉消耗

量在 １７５０ 年为 ５０ 克，１７９０—１８０２ 年为 １００ 克；瑞士、普鲁士、荷兰等国的人均原棉消耗量也

呈上升趋势［１１］３９０。 消耗量的增加使得原棉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状况日益突出。 １７６１ 年，英
国“工艺协会”发表文告，指出由于棉纺织业从业者数量不足，制造速度比较慢，订货交付延

迟，建议设立奖金“奖励最优良地发明一种能够同时纺出六根毛线、六根棉线、六根麻线或者

六根丝线的，并能只由一个人操纵看管的机器” ［１２］ 的人。 这是迫切渴望用新技术来解决产

品供不应求问题的一个真实案例。
在生产者寄希望于用新技术来改善供求关系的同时，市场竞争也在呼唤着新技术。 在

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印度的棉纺织品享有盛名，在英印贸易中，印度由于棉纺织品的畅销而

占据优势地位，严重冲击了英国传统优势行业毛纺织业利润丰厚的国内外市场。 对此，英国

政府一方面禁止印度棉布在英国销售，或征收高额歧视性关税，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

面大力支持本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到 １８ 世纪，英国的棉纺织业发展成为仅次于毛纺织业的

重要工业，但是其产品依然无法在国内外市场上同印度生产的制作精美、品质优良的棉纺织

品相抗衡。 因此，当时英国的棉纺织从业者特别渴望新技术、新的生产设备，以生产出价格

低、质量好的产品，取得竞争优势。 后来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水力纺纱机的问

世，英国的棉纺织品的质量和产量均全面超越甚至碾压印度。 仅 １８２７—１８２８ 年，英国棉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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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制品出口便达 １ ９００ 万英镑，占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１３］２９３。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巨大的，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中的利益驱动，

实实在在地推动着新技术的产生。 这一点可以从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批准的专利数量中看出

来，详见表 １。

表 １　 １６３０—１８０９ 年英国批准的专利数［１０］ 件

时间 专利数量 时间 专利数量

１６３０—１６３９ 年 ７５ １７２０—１７２９ 年 ８９

１６４０—１６４９ 年
１６５０—１６５９ 年

４
１７３０—１７３９ 年 ５６

１７４０—１７４９ 年 ８２

１６６０—１６６９ 年 ３１ １７５０—１７５９ 年 ９２

１６７０—１６７９ 年 ５０ １７６０—１７６９ 年 ２０５

１６８０—１６８９ 年 ５３ １７７０—１７７９ 年 ２９４

１６９０—１６９９ 年 １０２ １７８０—１７８９ 年 ４７７

１７００—１７０９ 年 ２２ １７９０—１７９９ 年 ６４７

１７１０—１７１９ 年 ３８ １８００—１８０９ 年 ９２４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随着市场发育的不断成熟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在市场机制的推

动下，技术发明的节奏也不断加快。 特别是进入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技术发明呈现出爆发的

态势。

在激烈竞争的棉纺织行业，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更为突出。 凯伊的

飞梭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纺纱的生产率；保罗的梳毛机于 １７４８ 年获得专利，大约于 １７６０ 年

在兰开夏开始使用；哈格里夫斯的纺纱机大大提高了每个工人的纺纱量；阿克莱特的水力纺

纱机终于使英国能生产结实的、既能当经线又能当纬线的棉纱，用这种棉纱织的布可以和印

度产品媲美；克隆普顿的“骡机”能够集上述机器之长，效率更高［１０］１４７。

这里一直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技术发明与 １６ 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是什么关系，它

是科学革命的产物吗？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揭开工业革命序幕的珍妮纺纱机是工匠詹姆

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是传统工匠发明的缩影，但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不是工业革命的核

心，以蒸汽作为动力代替人力从而使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才是工业革命的关键。 蒸汽机

从发明到改良，再到运用于不同行业的过程完全是建立在近代科学知识和认识成果即科学

原理的基础之上的，是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结果。 而且在这里需要

强调的是，无论这一时期的技术发明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如何，都改变不了工业革命中技

术发明的自身性质与时代价值，即它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以适应自身需要的认识成果，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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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于经验而又超越经验的实践创造，它终将与以认识世界为己任的科学研究相融合，成为

推动现代化的内在力量。

四、市场机制与科学技术的融合是推动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是科技创新中新技术、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 但是这种新技术、新机器又是来自哪里呢？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曾经不断出现的科技创

新没有能够都像 １８ 世纪晚期的英国工业革命那样推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呢？

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虽然一直在努力运用创新的成

果去解决生存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但是这种努力却始终如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对此，诺思

认为，“创新可能并确曾在历史上在没有所有权保护创新者的社会里发生过。 不过，发生的

只是成本（或损失的风险）小得使个人收益率超过了它的那种创新。 任何创新如果成本太大

（或大缺失的可能性）便都不可能发生，直到私人收益率增长到足以使冒险活动值得一试为

止” ［１４］１９４。 需求只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真正能够使创新冲动变为创新

成果的还是收益。 在诺思那里，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来自专利，但这并不是收益的最终来

源，原因在于能够让人愿意支付专利费去使用某种技术创新成果或者愿意去资助某种创新

以独占其使用权的前提是它能够为使用者在市场竞争中带来更多利益。

因此，市场经济就至关重要了，没有它的完善发展所产生的调节机制，诺思所认定的专

利制度对于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就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只有

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够实现，而在这种激励下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才能

涌现出来。 有两个事例能同时证明这一点。

其一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技术创新的成果不仅少，而且作用也小。
例如中国封建时代的四大发明，证明了那时的人们是具备技术发明的能力的，但是由于缺乏

市场机制的激励，四大发明既没有产生应有的经济绩效，也没有带动更多技术创新成果的

涌现。
其二是同时代的法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没有能够像英国一样发生工业革命从而最

早步入现代化进程。 法国没有能够先于或同英国一起进入现代化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人

们的历史之谜。 从当时的现状看，两国在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对外贸易额、人均收入等基

本经济因素及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产品（如纺织品、铁）的产量或消费量上，要么是基本持

平，要么是互有胜负，至少英国没有明显的优势。 罗斯托也通过研究否定了以全面需求水平

来解释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的观点［１０］１５５－１６０。 尤其重要的是在对产生工业革命起到直接推

动作用的科学技术方面，“１８ 世纪的法国科学水平被判定为至少相当于，而且很可能超过英

国，在发明的质量（不是数量）上，法国也相当于或超过英国” ［１０］１６０。 此外，在鼓励和保护技

术发明方面，法国也有类似英国专利制度的“技术特权”法。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工业革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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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呢？ 虽然对这个问题有如资源禀赋的差异、发明家的努力程度、行

为偏好（英国人更喜欢用大规模的发明活动来解决关键的技术难关）甚至是英格兰新教徒和

苏格兰长老会教徒在发明和革新活动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等诸多解释，但是这些解释

至多能够说明这些因素有助于工业革命即现代化首先出现在英国，它们并不是推动现代化

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原因很简单，这些单个的因素在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 比如优质

劳动力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但在现实中具有同样优质劳动力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不会

完全相同，优质劳动力能否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能

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其实当时的法国缺少的正是相对于英国来说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

“法国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来阻挠一个广泛的市场

的扩展……各地被国内的关税制度人为地分隔、孤立起来……国家控制已演进到常常涉及

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的地步……王权在不同时期将专有权转让给投资者，其中

有一些无疑是生产性的，但是王的顾问们一般期待的是艺术品和奢侈品，而不是可能提高民

用部门的效率的那些产品。” ［１４］１９４从单个因素的角度看起来并不比英国差的法国，由于市场

机制不完善，无法将这些单个因素集合起来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去推动现代化的产生。 而

“英国工业化的模式，是从已经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１５］７。

因此，对于现代化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措施建立完善的市场

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去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将科技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市场机制和科学技术对于现代化缺一不可，现代化的初始形成阶段是这样，现代化在世

界范围内全面扩散的阶段也同样如此。 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去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再用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去促进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就不会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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