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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37373737
资本主义萌芽

导论：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里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商品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经历了一个产生——缓慢发展——被打断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一、明朝中后期手工工场的出现

1、前提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谓“商品”，就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而“商品经济”是以生产商品为特征的经济关系。

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明朝中后期，农业、手工业的新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

直接原因：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生产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全国出现 30多座较大

的工商业城市，产品有了更多的销售市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手工业者不断分化，少数善于经营者富裕起来，多数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丧失生产资料，

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于是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时间地点：

明朝中后期（15 世纪末）、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一些地方（如苏州）

3、含义：

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处在萌芽状态的雇佣关系"，它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3、产生部门（最早出现的行业）：

丝织业等手工业生产部门。明中期以后，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纺织业逐渐兴起，并在江南一些地区发展成为独立

的手工业工场。

4、出现标志：手工工场的出现

在当时的苏州，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就是手工工场。富有的机户依靠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这就是早

期的资本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计日领取工资的生产者“机工”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

5、主要特征：

①微弱、稀疏；

②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

③发展水平低；

④最初多表现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

称之为“萌芽”，就是说当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刚刚产生，还很不普遍，只是在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中出现。那时，农业和家庭

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在全国占主要地位。

6、实质：他们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7、意义：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说明我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

二、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1、发展表现：

①范围扩大；

②部门增多；

③手工工场规模大。

联系：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条件、时间、地点、标志、途径、本质、影响等。东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

芽有很大的相似性，起点差别并不大，但后面的发展却有很大的差别，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为什么中国没能象

西方那样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从东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同成长之路去寻找原因。

三、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根本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封建的经济基础非常顽固与封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

长的根源。

封建经济基础非常顽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农村根深蒂固，成为商品生产难以突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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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商人剥削所得钱财，多购置田产，影响手工业扩大再生产；

土地买卖制度和高额地租吸引着已经聚集起来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投向土地，加强了封建经济。

  “重农抑商”政策压抑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生产手段落后、分散保守，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积累，使旧的生产方式得

以牢固、持久的保持。

  手工作坊和包买商与封建统治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受国家制度、行会章程的束缚。

  封建地租很重，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产品，这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政府在国内设立许多关卡，，流通不便；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

产的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

封建行会严格控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

但是，西欧资本主义成长于封建社会晚期，当时面对的也是腐朽的封建制度：

从社会背景看：17、18 世纪的欧洲封建国家改革使封建专制制度空前加强；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还要低；思想领

域也存在严重的天主教会思想禁锢；

从封建政策看：西欧国小多分裂，关卡林立更甚；苛捐杂税众多，教会也收什一税；行会制度一样存在；商人无

政治地位一样受国家压榨（如资产阶级在法国也是第三等级）；

从资本主义萌芽起点看：时间、水平相差也不大，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扩大（欧洲出现工业中心，明朝有专业

化工商业城市），从而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欧洲的地中海、西北欧，明朝的江南），进而出现萌芽，并出现手工工场……

资本主义成长之日，正是封建社会腐朽衰落之时，封建制度必定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改

革必然出现。

所以，腐朽的封建制度不是严重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根源。

严重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根源倒底是什么？

1、关键点是中西方封建势力对商业的不同态度与措施。与中国“重农抑商”政策不同的是西方采取了“重商主义”政

策，积极发展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强调对金银的拥有。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统一，发展中的竞争推动城市和

农村在内部都产生了两极分化，并把扩张伸向海外，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主义萌芽成长起来了。……

2、是“封建”本身，西方“封建”是领土的分封世袭制，财富的谋求只能从商业入手，资本主义萌芽随商业成长而成

长；中国假“封建”，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商业又受限，财富谋求多从土地入手……

3、是“文化”，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劫富济贫，抽肥补廋，处处求“平衡”；西方多“追求”，强调“拥有”……

四、明清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1、有利条件：

①发达的农业。明朝中后期，农作物产量提高，经济作物普遍种植，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②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明中期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规模大，水平高，培养了一批熟练工人。

③发达的商业。30 多座大中城市的兴建，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广泛投入市场，对外贸易的繁荣都促进了商品经济空前

活跃。

④充足的货币条件。大量货币流通，到明朝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⑤科技优势。四大发明的传播，科技巨著的问世。

2、不利条件：

①自然经济的顽固性、封闭性。造成国内市场狭窄。

②缺乏资本积累，手工业难以扩大再生产。

③封建制度的束缚。重重关卡，征收重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④对外转向闭关自守，未能形成海外商品市场。

⑤传统观念习俗的影响，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转化为生产力。

练习：

中国明朝中后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比多数西方国家晚，但几百年一直只是一个“芽”，原因何在？一种

观点认为：是明清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对的，资本主义

成长之日，正是封建社会腐朽衰落之时,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在西方封建专制加强中成长起来的。请按照自己的理解，

说说你的看法，并根据明清史或世界史阐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