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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产力与农史研究渊中篇冤
要要要农业中的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产率

李根蟠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揖摘 要铱农业的自然再生产是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统一袁自然生产力主要表现为生物生产力和环境生产力的结
合遥 进入或作用于农业生产的既有野自在自然冶物袁也有野人化自然冶物遥 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是综合的袁并带有强
烈的地区性遥环境作用和人的应对互动的结果袁首先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生计方式遥农业劳动一定的自然生
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遥 有的自然力可以野无偿冶获得袁有的自然力可以成为特别高的自然生产率的基础袁从而为农
业生产提供低成本尧高效益的发展途径遥 但自然生产率是不稳定的袁单纯建立在优越自然条件基础上的自然生产率缺乏
推动社会进步的稳固基础遥 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应当协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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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Study
o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The Natur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Natural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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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agricultural natural reproduction is the unity of biotic factor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 the

natural productive forces displayed principally the biotic productive forces integrate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ductive forces. Entered or acted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at have both“nature-in-itself”things and

“man-made nature”thing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cted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at was synthetically

and have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 The interactive result in between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human respons-

es, the first displayed different livelihood ways of the distinct regions and the distinct nations. In agricultural

labor, a certain extent about natural productivity that is the bases of all surplus labor. Some natural forces could

gain“gratis”, but some other natural forces could become the bases of the very high natural productivity, thus

providing develop channels with low cost、high benefit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the natural produc-

tivity is unstable, the natural productivity that only building on bases with soupier natural conditions, lack a

firm foundation pushing social progress. They ought to develop harmoniously between the labor natural pro-

ductivity and the labor social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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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领域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中都包含了自然生产力，但又各有特点。农业的自然生产

力，既具有社会生产领域自然生产力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己个性。农业对自然的依存度比工业等部

门直接和密切得多，自然力的大规模进入和发挥作用也比工业等部门更早。马克思说：“在农业中，自

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

规模。”“把自然力大规模地使用于生产过程，在农业中要比在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中早。自然力在工业

中的使用，只是在工业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才明显”1。研究农业中自然生产力的表现形态，不但对理

解农业生产力是必要的，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自然生产力一般的认识。

讨论自然生产力，不能不涉及自然生产率。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农业中劳动的自然生

产率的考察，既可以深化对农业自然生产力的认识，也可以为理解农业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提供

钥匙。

一尧农业中自然生产力的特点及其表现

渊一冤农业本质与农业自然生产力的特点
马克思说：“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

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2。又说：“在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有再生产；但是这种同生产联系的再

生产只有在农业中才是同自然的再生产一致的”3。农业再生产以自然界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再生产为

基础，这反映了农业的本质。农业中自然生产力的特点正是与农业的这种本质联结在一起的。

首先，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自然界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劳动产品是它们的生命活动的产物，

这些产品不但提供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工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而且以活的实物形式（种子尧
种畜等）进入下一轮农业再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诸部门，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经

济昆虫养殖业（养蜂采蜜袁养蚕缫丝等）等，莫不如此。人们利用微生物发酵釀造酒、醋、酱等农产品加工
业，也属于广义农业范畴。不但如此，生物活体还被用作农业生产的劳动资料，例如役畜的牵挽力被广泛

用于农业耕作和运输，而它是建立在养畜业的基础之上的 4。可见，植物和动物自身的生产力构成农业

生产力的核心。工业生产的对象一部分是非生物界的自然物质，如各种矿产，另一部分是生物界的自然

物质，如木材、棉花、蚕丝、动物的皮毛等。但后者不同于农业中活体的劳动对象，因为它不是利用生物的

生命活动进行生产，而是利用生物产品既有的质材进行加工 5。工业劳动资料的情况更是如此。

与此相联系，农业生物的自然再生产直接依存于生态环境。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也有密切关系，

但工业生产一般有厂房的屏护，并不直接面对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则“裸露”在自然环境之中，“以达天

地之气”6，而这正是农业生物自然再生产所需要的。古人称扎根在大地上的植物为“根着”（或作野根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 1册，第 22-23、3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卷，第 398-39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 2册，第 61页

4 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

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204页）他把“作为搬运重

物、乘骑和运输等等的动力”的牲畜称为“活的自动机”、“活的发动机”。

5 广义的农业中也包含了某些农牧产品的加工，那是作为狭义农业的合理延伸。

6《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白虎通》：“社无

屋何？达天地气。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农神的祭祀要露天进行，这显然是“裸

露”在自然环境中的农业生产所形成的古老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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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冶），称在大地上活动的动物为“浮流”1。不管是“根着”还是“浮流”，都要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

如果把它们从这种环境抽离出来，它们就活不下去。这是生物有别于非生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我国古

代有类似“温室”之类的培育蔬果的设施，采取人工的保护和增温措施突破季节的限制，促成蔬果的生

长。这些设施并没有使蔬果脱离土地、阳光和空气，也就是说没有隔绝生物体与“天地之气”的交接 2。

农业生物对生态环境的紧密的依存关系，决定了生态环境及其蕴含的生产力对农业生产发挥着特别

巨大的作用。农业具有强烈的季节性、严格的地区性等等，无不与此相关。

农业中的生物生产力是以地球生物圈的生物生产力为基础的，而地球生物圈的生物是在一定的

生态环境下以生物群落的形态存在的。各种植物和动物一方面彼此组成互养共生的食物链，以相生相

克的形式保持着某种平衡；另一方面又以土地为平台与环境进行合成与分解的无限循环。生态系统的

“生产者”———绿色植物必须扎根在土地上，才能吸收太阳的光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土壤中的营养

物质，完成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生产任务。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动

物和人以土地为其家园和活动场所，从这里取得最基础的食料 3。土地还是生态系统的“分解者”———

微生物的主要工作车间，动植物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料、排泄物和遗体返回土地，由微生物等等在此

执行分解任务，把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等等。农业中各种作物和畜禽的生产力，是与生物圈生物的整

体生产力相联系的。我国古代人民正是对生物圈生物生产力的这种特点予以利用，形成了农业中的生

物群体生产力和循环生产力，本文下篇将进行论述。

马克思指出，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4。“有机体”

指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再生产，“机器”则是指土地，而土地是自然的代名词。“在农业中，土地从它的化

学等等作用来说，本身已经是一种机器，这种机器使直接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较早地提供

剩余额，因为这里较早地使用了机器，即自然的机器”5。土地的“化学等等作用”，实质上就是指自然物

质以土地为平台的合成与分解的循环过程，在这过程中自然界生物的生命活动得以进行和延续。所以

马克思的说法从另一个角度突显了农业自然再生产中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作用。

总之，农业中的自然再生产以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统一为主要特点，农业中的自然生产力主要

是以生物生产力和环境生产力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这里，顺便提一提两种再生产交织导致农业的另一特点。农业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人

类劳动，以种植业为例，包括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选种和种子保藏等环节，其作用是为作物的

自然再生产创造良好条件，导引和保证它按照人类的需要正常进行。自然再生产过程必须持续，只要

不遇到特大的灾害，一般不会中断，但劳动过程则是可以中断的。劳动过程中断，生产过程仍在继续。

这就造成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工业生产中，主要是在那些原料需要一个自然变化

过程的工业部门，如酿酒、制革等加工工业中，也是存在的；如果生产中原料不需要自然变化过程，则

劳动停止，生产也就停止，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

1《周易乾凿度》卷上“根着浮流”，郑康成注：“根着者，草木也；浮流者，人兼鸟兽也。”这是根据动植物与土地接触

的紧密程度所作的区分，大体正确，但不能绝对化。生活在水中的藻类，也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现代人称之为“浮

游植物”。另外，这种区分没有包括广泛存在于土壤、海洋和大气中的微生物。

2 近年有人设计在城市数层的建筑物中从事农业，作物种在墙壁和天花板上，采用水培和滴灌，脱离土地。称之为

“城市桃花源”。它仍然要直接或间接利用阳光，水培和滴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植物在土壤上生活条件的模拟。

这种农业模式能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实施，尚待实践的检验。

3 素食动物以植物为食，肉食动物以食物链上游的动物为食，食物链的始端还是要追溯到绿色植物。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 2册，第 1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下册，第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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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特别显著”1。由于农业劳动不必追随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有忙有闲，为了充分发挥

农业劳动力的作用，就产生了农业经营单位实行多种经营的必要和可能。而且农业中不同生产项目的

生产周期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不但存在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也存在于各种作物和各种禽畜

生产之间，这也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各种生产项目提供了必要和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2。

渊二冤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野自在自然冶物和野人化自然冶物
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与自然的联接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自然力和自然物只有进入社会生产和

生活领域才能与人发生互动。进入或作用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物和自然力是各式各样的，人们的应对和

利用方式也是各式各样的，而这两者总是相互联系，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

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从生产力的构成着眼，可区分为直接进入生产领域的生产力实体要素

和不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但影响生产过程环境条件；从自然物质自身的性质着眼，可区分为生物和非生

物；从它们与人类劳动的关系着眼，则可区分为“自在自然”物和“人化自然”物。前二者上文已经论及，

不赘。现在仅就后者的区分作些具体的考察。

“自在自然”物指未被人类劳动改变形态而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自然物，包括野生动植物、处女

地、天然水流、阳光、风雨以及气候变迁等。它们自发地进入或被人有意识地引入农业生产领域，在人

的引导下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人化自然”物指早先已经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被人类劳动

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包括栽培植物、驯养动物、农业土壤和农业用地等，它们所蕴含的生产力在人类

劳动的参与和引导下得以发挥。马克思说人们可以“不费分文”取得自然力，主要是指“自在自然”物所

包含的自然力而言 3，“人化自然”物本身已含有物化劳动的因素，因而是有价值的，已经不是“无偿”的

了。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自在自然”物虽然来自“自在自然”，但当它进入或作用于生产领域后

所产生的生产力，并不等同于前面所说的“自在自然”的自然生产力，因为它已不是完全自发地发生作

用，而是或多或少地植入了人的“自觉”因素，因而它作为“自为”的自然生产力纳入劳动生产力的范

围。又，“人化自然”物尽管已经打上人类劳动的烙印，但它仍然是自然物。因为人们虽然可以改变自然

物的形态及其发生作用的条件，但不能改变它“客观实在”的属性以及它所遵循的自然规律。“人化自

然”物所产生的生产力同样作为“自为”的自然生产力而纳入劳动生产力的范围。它是农业自然生产力

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在研究中不容忽视的。

“自在自然”物和“人化自然”物的区别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不断有“自在自然”

的自然力和自然物进入社会生产领域，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自在自然”物也不断有转化为“人化自

然”物的，但“自在自然”物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存在或作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中。

农业是从利用和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的活动中萌发的，而它作为生产部门形成的重要标志则是

野生植物和动物被驯化为栽培植物和家养畜禽。栽培植物和家养畜禽是农业的主要劳动对象，它们与

其野生祖先的区别在于，它们在驯化过程中形成了有利于人的新特性，并能稳定地传种接代。这也就

是说，农业的劳动对象主要已是作为“人化自然”物的农业生物了。在历史上，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的

尝试十分广泛。中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其实我们的先人尝试驯化的植物远远超过一百种，

而且除植物外还有多种多样的畜禽虫鱼。这种尝试和实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野生动植物转化为栽培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卷，第 2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卷，第 269页。

3“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

的程度，取决于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6卷，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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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和家养动物的过程（相应的袁就是野自在自然冶的野生生物转化为野人化自然冶的农业生物的过程），
当代的“神农”们仍在继续着。但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这些尝试和实践都取得了完全

的成功。对野生动植物的采伐捕猎至今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

在生物界以外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也随着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利用，它们与人类劳动

的关系，或因人的劳动的主导作用而由“自在自然”物转化为“人化自然”物，或保持“自在自然”物的

属性，而植入人的“自觉”因素。

在农业的环境条件中，“天”是人们不能左右的，“地”则是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改变的。古人认

识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好“天时”可遇不可求，而“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1，所以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

条件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早在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就提出了“尽地力之教”2，整个传统农业时代其实

都在奉行它。其内涵，一是尽量把可垦的荒野开辟为耕地，二是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 3。前者就是把

土地由“自在自然”物转化为“人化自然”物，后者通过施肥、合理排灌和耕作改善土壤的肥力状况，也

就是在耕地这种“人化自然”物中不断增加技术含量和物化劳动的因素。

如前所述，太阳的光照、热量，它所引起的大气、水分的环流和气候的变迁属于农业环境中的

“天”，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尚书·舜典》“食哉唯时”把“天时”视为食物生产的首要条件。但人们至

今不能改变它，也基本上不能管束它，它自发地作用于作物和畜禽的再生产，风调雨顺可致丰穰，风不

调雨不顺则有凶歉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仍然“靠天吃饭”。古人强调“顺时”和“因时”，即要求按

照“天时”变化的规律安排农业生产；同时又通过扩大耕地中绿色作物的覆盖面和覆盖期，间接地强化

对“天时”的利用；通过合理灌溉、保墒耕作、和“种谷必杂五种”4之类的种植安排来抗御气象灾害。所

以“天时”虽然属于“自在自然”物作用于农业生产，但已和人的自觉因素衔接起来了。

马克思曾经指出：“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

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5。这讲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事。在前

资本主义时代，对这类自然力的利用已经开始。人类最早学会控制和利用的自然力是火，它使人类最

终脱离了动物界 6。中国古史传说中有“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7，距今 170万年的云南元谋

人遗址中已有用火的遗迹。农业伊始，人们利用火清理计划种植的场地，以后又用它来制陶、冶炼等。

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人没有使用机器，没有达到使自然力“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的程

度，但利用水流灌溉农田和加工农产品也有相当的规模，对水沙（水土）资源和风力利用也卓有成绩。

这些水流、风力和水沙（水土）资源本身不是劳动的产品，仍然属于“自在自然”物的范畴。人们要通过

1《太平御览》卷 821引《傅子》。

2《汉书·食货志上》。贾思勰《齐民要术》引作“尽地利之教”。

3《汉书·食货志上》：“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敎，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

畮。治田勤谨，则畮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所谓“尽地力之敎”是以授田制为基础，或者说是与授田制相

结合的。“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的小农正是授田制的产物。授田制并非授予农民现成的耕地，而是在全国统一规

划的基础上组织他们去开荒。所以“尽地力之敎”包括开垦荒地和提高单产两个方面的内容。《孟子·离娄上》：“故

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朱熹《集注》：“辟，开垦也。任土地，谓分土授民，使任耕稼

之责，如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之类也。”朱熹的解释是对的。战国授田制是与铁农具推广以后出现的垦荒潮相

联系的。过去只强调“尽地力之敎”提倡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一面，有片面性。

4《汉书·食货志上》。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第 569页。

6 恩格斯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26页）

7《韩非子·五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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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工具或设施的管束和导引，才能予以利用，使之成为对农业生产有用的物质和动力。也就是说，它

们只有与某种工具或设施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生产中的要素 1。而“所使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在

它被使用的这一形式上是劳动产品”2。因此，这些自然力与人类劳动的关系，不同于上述“地利”和“天

时”的情形。

如上所述，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无论是“自在自然”物或是“人化自然”物，都不能脱离人的因素、

人的活动，这就表明，社会生产领域的自然生产力是自然力和人的因素的结合，而不是脱离人的因素

的“纯自然”的东西。因此，自然生产力的内容和形式总是与人类认识自然和调控自然的能力和手段相

联系的。马克思说过：在文化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袁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具有决定
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尧可以航行的河流尧森林尧金属尧煤炭等
等）具有决定意义 3。可见不同文明程度的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种类、重点（还应该包括利用的层次和

方位袁如浅层或深层袁单层或多层袁单方位或多方位）是不同的。虽然人类很早就开始利用自然力，但正
如上引马克思所说，使自然力“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的事情。

20世纪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从陆地表面向地层深处、向洋底、向外层空间拓展，对自然物质的认

识从外部特征向内部结构深入，自然生产力的形式和内容也因而有相应的变化。但农业中的自然生产

力表现为生物生产力和环境生产力相结合的基本特点没有变。还应该指出，在这过程中,历史的发展、

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前进和后退、建设和破坏总是交织在

一起。现代大工业极大地加强了人们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同时给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

坏。现代科学的成果及其应用往往表现为一把双刃剑。现代工业改变和更新了农业的面貌，但它给农

业带来的并非都是福音。当今生态文明的提出，正是人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种觉醒。这是需要专

门探讨和论述的另一课题了。

渊三冤生态环境的综合作用力和农业的地区性
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领域的作用方式，与各别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上面从与人

类劳动关系的角度对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各类自然物和自然力进行考察，但这些自然物和自然力不

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组成生态环境的整体。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生产领域的作用不同于单项

的自然物和自然力，也不是这些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简单相加，它以整体发挥其作用，对社会生产和生

活的影响是综合性的。此其一。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地区性。各地区气候、土壤、地形、矿产各不相同，

各有其适应性的动植物群落。生态环境的这种地区性构成各地区人们生产活动所由出发的基础。此其

二。生态环境的作用不是单向的。上文谈到，在劳动生产中，人与自然是互动的，从环境对社会生产影

响的角度看，同样是自然与人的互动。一方面是环境对社会生产的“参与”，另一方面是人们对环境的

“应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是在这种互动中显示其影响力的。此其三。生态环境是能动的，也是可变的。

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因素，既有自然界自身的内在矛盾，也有人类的生产实践。如果说，先世所传生态

环境人们是无法选择的，那么人们对环境的应对方式人们是可以能动地选择的，而不是生态环境单方

面决定的，应对（适应与改造的统一）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环境重塑的过程。生态环境对社会生产的影

响也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此其四。

生态环境的综合作用，首先在不同地区人们的生计方式中表现出来。马克思说：“人们……为了生

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

1 马克思说：“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 23卷，第 4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第 3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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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本身”1。人们是从生态环境中，首先是从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动植物资源中寻找衣食住行的生

活资料的。但如前所述，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地区性，它给人们提供的可以选择和利用的生活资料以

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劳动资料各不相同，从而在不同地区形成多种多样的生计方式。这些生计方式

构成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是 20世纪 50年代苏联专家提出的科学概念，主要目的是为了识别和区分民族的

不同文化特点、弥补按语言系谱进行民族分类的不足 2，它强调不同类型的文化特征首先取决于该类

型所处地理条件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方向。它的定义是：“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近似的

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20世纪末，我国的民族学家对这

一理论予以补充和发展，用“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替代“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

定义改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

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又据此整理出的包括三个类型组和十二个类型的中国经济

文化类型框架，这就是：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山林狩猎型、河谷渔捞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

组，包括苔原畜牧型、戈壁草原游牧型、盆地草原游牧型和高山草场畜牧型；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包

括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其中又包括

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这一框架虽然是我国民族学界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材料制定的，主要用于对前工业社会民族文化形态的分类，但它的基本理论方法对农业历史的研究也

是适用的，它所概括的各种类型实际上都属于广义的农业类型。这一改进了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突显了生计方式的地位，指出它是生态环境对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作用的中介和枢纽。要求研

究者按照“生态基础→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的顺序对经济文化类型进行结构层次分

析 3。生计方式指人们谋生的方法和策略，即如何取得维持和延续其生命所需要食衣住行的物质资料，

包括这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法和利用方式。它近似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概念而含义更为广泛，包括了物

质文化的内容。马克思说：“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

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4 生计方式的概念与这里所说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是吻合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

们的生计方式，它对人类社会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也往往是通过生计方式而间接发生作用的。

可以说，生计方式是生态环境“参与”人类历史的第一层面，基础的层面。

生态环境是不同地区人们生计方式的基础，一个地方生态环境包含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给生

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利用的可能，也限定了可以利用的范围和设置了制约的屏障，从而极大地

影响人们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方向。但人们利用哪些自然资源和如何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毕竟要靠

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选择和对环境条件的应对。生计方式是在人们的选择和应对中，也就是在与生态环

境的互动中形成和发展，而不是由生态环境单方面决定，更不是生态环境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在这过

程中，主导的因素还是人。对于生态环境所提供的资源，起初人们只能选择若干符合自己需要的资源

予以利用，而且是这些利用往往是浅层次的，由于人们认识和实践能力的限制，许多资源还无法利用。

但一切都在变化中。人们的需要是发展的，一种需要会引出另一种新的需要，社会的因素（如人口增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第 31页。

2 人们在对各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同一民族或具有相同的语言系谱的民族

（这表示他们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其生计方式往往不同；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生态环境中的不同语言系谱的民

族，又往往操持相同或相似的生计方式。经济文化类型就是为了弥补只根据语言系谱进行民族分类的不足而设

计的。

3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第 4章《经济文化类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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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自然的因素（如气候的异变）也会产生新的需要。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是发展的。自然自身的

因素和人们生产实践对自然的改造导致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引起人们新的选择和新的应对。因此，越

来越多的资源纳入人们利用的范围，而对资源的利用也向多层次和多方位发展，这样，原有生计方式

的内容就会被刷新，甚至可以导致新的生计方式的产生。从采猎生计方式更新为农牧生计方式就是显

例。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给人们设置的限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以突破的。通过交流引进新的物种就是

一种突破。我国华北农区就经历过由以原产的粟黍为主粮到以引进的小麦为主粮的转变。为了适应社

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们还可以通过迁移开拓新的活动空间，从而形成新的生计方式。考古发

掘表明，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游牧民族西戎和匈奴的兴起地———甘肃青海地区和漠南河套地区，新石

器时代居民是以营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他们从事种粮、养畜（包括与定居农业适应的猪）、采猎等。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以羊为主的适于放牧的畜群，继而出现专门放牧的人群，他们向广大草原地

区拓展其生存空间，形成以畜群放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游牧民族，这已经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阶级

社会前后的事情。其间，公元前 2000－前 1000年的降温事件和人们的应对起着最重要的催生作用。

可见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生计方式并非当地的生态环境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1。

与农业类型有密切关系的是农业技术体系。如果说，农业类型主要解决生产什么的问题，那么，农

业技术体系则主要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以劳动为中介的物质变换，劳动是人

的有目的的体力和智力的活动，而技术则是其结晶。因此，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农业技术体系反映了人

们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不同方式，是人们在应对不同的环境条件中形成的。关于这个问

题，我在《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已有扼要的论述。

在研究农业中自然生产力表现形态时，还应注意小范围的特殊风土条件所形成的生产力。不少地

方存在着特殊的地形、土壤、水源和气候，特别适宜于某些植物或动物的生长；这些动植物有的是本地

原产的，有的则是从外地引进的。这种特殊的风土条件往往只存在于较小的地理范围内，超出这个范

围，情形就大不一样。人们如果善于敏锐地发现它、巧妙地利用它、合理地配置它，往往能够收到很好

的效益。这是环境因素与生物因素相结合的农业自然生产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许多地方的名优特

产的形成，往往就是得益于对当地特殊风土条件的利用。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陈文华教授在江西婺

源晓起村引种黄山黄菊的成功，就是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绝好的一例 3。我国历史上利用地形小气候

种瓜育果，利用温泉种稻养鱼，也属于利用小范围特殊风土条件发展生产的事例。

1 参阅拙文《略谈气候异变对中国上古农业转型的影响》，《气象与减灾研究》2007年第 4期。长期以来，自然环境

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被人们所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人们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偏差有关。上世纪末

以来，自然环境的历史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地理环境决定论”又为人们所热议，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我觉得，自

然生产力的理论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如上篇所述，自然环境中的自然物和自然力进入社会生产

领域、植入人的自觉因素，就成为劳动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在构件之一。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地理基础”包括在“经济关系”即生产方式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上册，第 198

页）。生产方式是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经济基础，所以一定意义上说，作为生产方式内在构件之一“地

理基础”，也是参与这种“决定”的因素之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力中，自然力虽然处于基础地

位，但只有人才是主导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离开人，离开生产力的整体而把地理环境当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因

素是错误的。
2 该文首载《南开学报》2006年第 2期。
3 据陈文华先生相告，他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退下后，2004年起在婺源晓起村办起新农村合作社。他原来

从黄山引种的是白菊，但失败了，顺便带回来的黄菊却长得意外的好，花朵硕大鲜艳，泡出的茶外形美观，色泽鲜

艳、气味芬芳、入口甘甜，这显然是当地的风土条件特别适宜黄菊的生长。他抓住了这个机遇，悉心培育，终于打

造出“傻教授晓起皇菊”这样一个品牌，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在这过程中充分利用他熟悉中国传统农学的优

势，例如使用传统的农家肥料，不用化肥农药，又利用传统垄沟相间互换的代田法的形式，解决了宜种土地不足

而黄菊需要疏植（以防倒伏）和不能连种的矛盾，等等。堪称运用传统农业技术巧妙利用自然生产力的现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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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农业中自然生产率的特点及其表现

马克思在论述农业的资本构成时，说了下面一段话：

人们在讨论农业中的自然生产率时经常引述这段话，有人据此认为，自然生产率与社会生产率并存，

就是“农业的独特性质”，也就是说，自然生产率是农业独有的。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马克思也说过：“机

器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铁、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财富，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生产率

……”2如果撇开其资本的形式，这里讲的主要就是工业的自然生产率。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

产率”并非仅仅存在于农业之中。那么，马克思所说的需要考虑的“农业的独特性质”何所指呢？我认为

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自然生产率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说自然生产率在农

业中有其特殊的表现。“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

然力的减少”正是这种特殊表现之一。而农业中自然生产率的这种特殊性正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渊一冤自然生产率及其与自然生产力的关系
在讨论农业自然生产率之前，需要首先厘清自然生产率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自然物质、自

然力、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率等是同一系列的概念，马克思并没有对它们作严格的界定和区分。大体

说来，自然物质是实体，自然力是自然物质的作用力，自然力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并产生积极成果的就

是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率则是用以衡量自然生产力大小的。这里的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产率都是社

会生产范畴内的概念，完整的称呼应该是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两者是相对应的，

都是劳动生产率。其基础，前者是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后者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均属劳动生产力的范

畴。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

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 这五项中

的前四项，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的决定因素；自然条件则是

劳动的自然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劳动的自然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具体到农业劳动的自然生产

率，其决定因素主要是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以及两者的组合。由于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产率内涵的高

度一致，马克思在行文中有时两者互换使用。例如他说过：“如果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如

果土地，水等等的自然生产力只需使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如果考

察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这种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

率所起的作用显然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一样。”4“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劳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8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1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卷，第 4页。又如，马克思说：“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以土地的肥力为基础，即以劳动
的自然生产率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第 480页）土地肥力是自然生产力，马克思在这里则以
“自然生产率”称之。

噎噎除了这点以外袁还要考虑到农业的独特性质遥
假定节省劳动的机器尧化学的辅助材料等等袁在农业中已经广泛应用袁因而不变资本同所

用劳动力的总量相比袁在技术方面袁即不仅在价值方面袁而且在总量方面已经增大遥 而在农业
中渊采矿业中也一样冤袁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袁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
动的自然生产率遥 可能有这种情况院在农业中袁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
了自然力的减少袁要要要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袁要要要所以袁尽管技术发展袁产品还是
不会便宜袁只是产品的价格不致上涨得更高而已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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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生产率”，它被等同于“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所以我们在讨论自然生产率时，也不可能把它和自

然物质、自然条件、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等截然分开。那么，为什么在自然生产力之外提出自然生产率

的概念呢？因为自然生产力是各种不同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集合，其总体的大小高低有赖“自然生产

率”来衡量。

自然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共同构成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用单位产品所凝结的劳动量、或

者以单位劳动所能提供的产品来衡量的，这既适合社会生产率，也适合自然生产率。自然生产率和社

会生产率关系十分密切，两者分不开。自然生产率虽然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但自然条件不能单独地、

自动地形成自然生产率，而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形成它，所以被称为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同样，生产工

具、科学技术、劳动组合等因素也不能单独地形成社会生产率，而必须在作用于自然物和自然力的过

程中才能形成它。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和劳动的社会生产率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分别独立存在，而是合而

为一的，人们只是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才在观念上把它们分开。分开是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分析。例如

一个单位某项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它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各种因素所起作用如何？又如，从事

同一种生产的不同单位劳动生产率差别很大，原因何在，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差别的出现？在进行这类

分析时，就用得着对自然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作出区分。

渊二冤农业自然生产率的优势
现在可以转入对农业自然生产率特点的讨论了。农业自然生产率有其重要作用和巨大优势，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渊1冤基础性 马克思说：“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要花费

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

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尧狩猎尧捕鱼尧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
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1 这段话

意思非常清楚，毋须解释。剩余劳动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某个地方的自然给人

提供的只是仅够果腹的资源，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上文说过，社会生产本质上是对自然生

态系统自然生产力的开发利用和再创造，这首先是就农业而言的，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是农业劳动生产

力的实质性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劳动一定的自然生产率不但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而且是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核心成分和直接基础。

渊2冤野无偿冶或低成本 马克思指出一些资本家懂得“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

自然力”2。上文已经指出这主要是指“自在自然”的自然力，不包括“人化自然”的自然力。还应该指出，

“不费分文”的只是水和风这些自然力的本身，并不包括控制这些自然力的设施和这些自然力所驱动

的机器。马克思说：“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

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

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3 这些“人的手的创造物”当不是“不费分文”的。事实上，要把这些自然

力导入生产系统，往往还要有活劳动的投入。但无论如何，这类自然力的利用成本是很低的。马克思在

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经营，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有类似情形。例如，中国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后，水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下册，第 712-7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7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424页。马克思还谈到，“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

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

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增加了，而无需追加货币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24卷，第 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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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被广泛用于农田灌溉和农产品加工，这些水力，也是“不费分文”的，但要有相应的工具。人们为此创

造了一系列精巧而简便的机械———灌溉用的翻车、筒车，加工农产品用的水碓、水磨等。南方人民用当

地盛产的竹子编制的筒车，被称为“竹龙”，只要河流有一定的落差，形成冲击力较大的水流就可以安

装，自动转运，不烦人力。诗人形容它“神机日夜运，甘泽高下普”“瞬息了千亩”“余波及井臼”1。除了无

机自然界的“无偿”自然力，在自然界的生物中，人们驯化、选育或引进的高产优质的物种或品种，也可

以导致较高的自然生产率，也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低成本、高效益的有效途径。本文下篇对此有专门论

述，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渊3冤特殊的优越自然条件可以导致野特别高冶的生产效率 马克思说，“自然力……是特别高的劳动

生产力的自然基础”2。这里所说的“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也就是指由特别高的自然生产率构成的劳

动生产率。这种情况，中国农业史上不乏其例。

春秋战国时代，中原的人们始而把千百年来洪涝淤垫肥美荒滩开垦为农田，黄河下游于是出现了

“河淤诸侯，亩钟之国”3。继而在黄河中游开渠导引富含腐殖质泥沙的河水灌淤压碱、改土造田。魏的

漳水十二渠使两岸的“终古斥卤”变成“膏腴”之区 4；秦的郑国渠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5。无论天然

淤垫的田，或是人工淤灌的田，亩产均达一钟。一钟，据《汉书·货殖列传》注引孟康的解释是六斛四斗，

据《管子·海王》篇的推算是十石。比一般耕地的正常亩产高出三五倍之多。这可不是简单的数字。当

时的高产淤田并非特例，而是具有相当的规模，它们可以比常田提供多得多的商品粮，这就不能不对

整个社会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黄土地区这种特殊的水沙资源构成“特别高”的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基

础。我们古代的商品经济，春秋以前沉寂，战国秦汉突然兴盛起来，整个社会为之熙熙攘攘，令人眩目，

引起人们长久的兴趣和探索。现在看来，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勃兴，既有以铁器牛耕为标志的社会生

产力跃进提供的基础，也有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自然生产力的作用，是两者协同作用所促成的。

牛耕的推广是汉代生产力发展及其水平的主要标志，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牛耕已相当普及。四川是

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在战国时即以“富饶”6著称，秦在兼并六国之前先取巴蜀，用巴蜀

的粮食资材支持它的统一战争。按照对生产力的传统理解，牛耕在四川应该较早普及。故有的学者推

测：“秦人早在春秋至战国早、中期已推行牛耕，秦灭巴蜀后，牛耕必迅速传入巴蜀。”7可是，在传世文

献和业已大量出土的画像砖石中，秦汉四川牛耕迄今不见踪影 8。目前四川出土的比较可靠的最早的

耕犁遗物，仅见于川西高原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东汉遗址 9。即使以后有新的发现，也难以证明汉代（尤

其是东汉以前）四川已普及了牛耕。未见牛耕（或牛耕尚未普及）的秦汉巴蜀何以农业经济能臻于如此

发达之境？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运用自然生产率的概念进行分析，突破对劳动生产率的传统理解，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疑团。我们知道，四川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农业的光热水土条件优越，史

1 张孝祥：《湖湘以竹车激水，秔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于湖集》卷 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下册，第 728页。

3《管子·轻重乙》。

4《史记·滑稽列传》、《汉书·沟洫志》、《论衡·率性》、左思《魏都赋》。

5《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

6《华阳国志·蜀志》载司马错语。

7 罗开玉：《四川通史》第 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257页。

8 四川汉画像砖的出土量和艺术水平居全国之首，汉画像石的出土也居全国的前列。上世纪 90年代高文编的《四

川汉画像砖》和《四川汉画像石》收录了 606幅作品。这些作品广泛反映了汉代四川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从播种至收割的农业生产场景，但却没有牛耕的画面。这种情况很难用偶然性的缺载来解释。

9 黄承宗：《四川木里出土汉代农具》，《农业考古》1981年第 1期。出土铁犁呈“V”字形，类似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

的铁犁，未必适合四川盆地水田耕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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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1当

时成都盆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是岷江水患的威胁，故巴蜀先民很早就着手治水。秦取巴蜀后在

鳖灵治水的基础上建成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

谓之天府也”2。各地丘陵山区又普遍发展了中小型陂塘水利，水田农业与陂塘养殖同步发展。自然生

产力的优势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牛耕的缺乏，从而跻身于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之列。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发展农业生产要善于发现和抓住那些可能导致“特别高”的生产效率的自然

条件和自然力，这也包括上文提及的善于发掘和利用小范围特殊风土条件所包含的自然生产力。农业

史和现实农业生产的大量事实表明，不同地区种植同一作物或从事同一生产项目，由于自然环境条件

的差异，产量和效益大不一样；同一地区种植不同作物或从事不同生产项目，由于农业生物环境适应

性的差异，产量和效益也大不一样。可见决定农业自然生产率高低的不但是自然环境和农业生物的各

别因素，而且是自然环境和农业生物的组合。因此，应该努力寻找和创造自然环境和农业生物的最佳

组合。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农学所说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物制宜。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地区自然资

源和自然条件的优势获得充分的发挥，取得农业生产“经济”而高效的发展。

渊三冤农业自然生产率的局限性
农业自然生产率也有其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一是不稳定，二是单纯建立在优越自然条件基础上

的自然生产率缺乏推动社会进步的稳固基础。

渊1冤不稳定性 马克思指出，农业中可能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

力的减少”的现象（本节开头引文），就是这种不稳定性的表现。工业生产中，尤其是近代工业中，决定

自然生产率的是生产原料和劳动资料中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它们可以通过机器加以控制。农业生产中

决定自然生产率的则是自然界的生物和环境，它们是人们不能控制或不能完全控制的，由此产生了农

业自然生产率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大致表现为下述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然环境条件自身的易变性所引起的。气候对农业影响极大，但它也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

变化。同一耕地，同一作物，付出同样的劳动，风调雨顺的年份比之风狂雨暴的年份，收获大相迳庭。

“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 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 4蒲式耳。”3暴雪或干旱可能导

致草原牧业的萎缩以至毁灭。农业中利用的水力和风力，也会由于各种因素而发生变动。这些人类难

以控制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动，导致自然生产率和整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波动以至剧烈的起伏。

另一种是自然生产力的递减引起的。自然界蕴含着可供人们利用的丰富的自然力和生产力，但它

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正常的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维护和补偿的措施，自然生产力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耗减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有人说，自然生产率递减是一条普遍规律，不能说没有道

理，但不应绝对化，要有所分析。在农业生产中包含自然生产力的是“天”、“地”和“稼”（生物）。天时即

气候的变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已如上述，但这说不上是自然生产力的衰减，在可以预知的未来也看不

到发生这种衰减的现实可能性。土地则存在着自然生产力衰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土地连续种植后土

地肥力的下降。最明显的是新开垦的处女地土壤肥力高，产量也高，种植几年后，肥力和产量都会相继

下降。上文谈到战国秦汉黄河中下游对黄土地区水沙资源的利用，人工淤灌的田可以更新，其肥力一

定程度上能够维持；天然淤垫的田不能更新，其肥力如果比作自然赐予的“红利”，若无有效的后续措

1《汉书·地理志下》；《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熊语。四川盆地在形成的过程中，周围山地、高原的细沙和泥土被流

水冲积到盆底，富含磷、钾等养分，形成为紫色土，加上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对亚热带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2《华阳国志·蜀志》。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53页。

2014.3

14- -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施，则有耗尽的一天。战国西汉一度勃兴的商品经济，到东汉以后出现消沉和收缩的趋势，当然是多种

因素促成的，高产淤灌地天然肥力“红利”的耗减是否因素之一，是值得研究的。种植业、养殖业中生物

自然生产力也会发生衰减，主要表现为品种的退化导致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下降。以上两种自然

生产力递减的情况是经常发生，古今中外皆然的。它们也会引起自然生产率和整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变化。但与前述不可控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动不同，农业生产中自然生产力递减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抑制的，中国古代人民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决地力下降的办法是“用养结合”。解决

种植业、养殖业生物自然生产力的下降的办法是进行品种的复壮，选育新品种替代生产能力衰退的旧

品种。本文下篇将进行具体的论述。

至于由于人们过度的利用和不当的开发，也会导致自然生产力的耗减以至衰竭，但这不是自然生

产力本身的问题，于此不论。

渊2冤单纯建立在优越自然条件基础上的自然生产率缺乏推动社会进步的稳固基础 为了说明这个

问题，需要对劳动的社会生产率和自然生产率的异同再作些比较。

上文谈到，劳动生产率是用单位产品所凝结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产品所需

投入的劳动量越少，反之亦然。而劳动量既包括活劳动，也包括过去劳动（或称物化劳动）。无论自然生

产率还是社会生产率的提高，都表现为劳动的节约，即生产同样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量的减少，但

实现的手段各异，投入劳动量中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比例各不相同。自然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自然条

件的作用，自然条件优越，投入较少的活劳动可以生产出较多的产品，但过去劳动没有相应的变化。在

决定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的诸因素中，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最为重要，“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

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都会最终体现为工具的改进和设施的完

善。而工具和设施都是过去劳动的凝结。所以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增加过去劳动

的投入来减少活劳动的投入，活劳动的减少大于过去劳动的增加，从而导致投入劳动总量的节约。马

克思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

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1这讲的正是社会生产率占主

要地位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因而，可以用凝结在产品中的活劳动和过去劳动的比例，用一定的活劳

动所能承载的过去劳动的量，来衡量劳动的社会生产率。劳动的社会生产率导致的物化劳动的增加和

活劳动以至总劳动的减少，构成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

区分劳动生产率中的自然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对我们认识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现代文化人类学调查，尚处于采猎经济时代的澳洲土著，每周只要花费一两天时间，就能获取足够

本周消费的食品，其他时间用于宗教活动和歌舞娱乐。乍看起来，劳动生产率不是很高吗？采猎经济甚

至被称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但这主要是基于优厚的自然禀赋形成的较高的自然生产率所致，相应的

社会生产率并没有同步的提高。自然生产率固然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消耗，却没有增加生产

过程中的物化劳动的积累，因而不能形成导致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采猎时代的人们过着“饥则求食、

饱则弃余”的生活，在自然禀赋优厚的地方可以形成较高的自然生产率，从而出现提供剩余劳动的可

能性，但人们在取得可供蔽体果腹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外的闲暇，并没有用于继续生产社会物质财富，因

而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没有转化为现实性 2。澳洲土著也始终没有能够脱离采猎经济阶段。事实证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上册，第 289-290页。

2 上文说过，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一定的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但他又批评重农学派关于剩余价值是

自然界的某种恩赐的观点，他说：“假定某一个国家有很多野兽。如果猎人满足于猎获或者捕获他所遇到的野兽，他

便不会生产剩余的野兽。如果人都满足于从丰富的自然界取得他所必要的东西，那么他便不会生产出资本。”（《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卷，第 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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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没有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光靠优厚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促进社会的发展。

而且，自然条件的开发利用毕竟要通过人的劳动，毕竟要使用一定的工具和设施。这种开发利用

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自然条件利用价值的发掘和所起作用的大小，往往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和社会

生产率的发展水平而异。例如，上文谈到的洪涝淤垫的荒滩和河流中富含腐殖质的水沙资源是自古就

存在的，但只有到了铁器推广和大型堤防兴修的战国时期，这种自然资源和自然力才获得大规模的开

发。这种事例很多，不必一一列举。

总之，自然生产力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基础，农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具有巨大的优势，也存在局

限性。人们在发掘和利用自然生产力、发挥自然生产率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改进生产工具和劳动

手段，提高农业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这样，利用自然生产力的成果才能巩固和积累，从而夯实社会持续

进步的物质基础。

咱附记院2013年 10月下旬袁我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农业史学会 2013年年会上作了关于自然生产
力与农史研究的报告遥本文是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整理和发展而成的遥在文章修改过程中袁林甘泉尧董
恺忱尧王利华尧钞晓鸿诸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袁特此志谢浴 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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