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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企业是以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为基础、为交换而生产的经济组织 ,分

析企业的性质必须包括技术关系和经济关系两方面的内容。社会分工体系的发达 ,劳动组织内

对工序和操作的细分以及基于操作专业化的各工序与操作的劳动协作 ,是企业产生的决定因

素。所谓企业起源问题 ,从历史上说也就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工厂的产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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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起源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晰

地界定企业的内涵是说明企业起源的前提 ,对企

业起源的分析可以加深对企业性质的理解。

在1资本论2中 ,马克思曾提到尤尔的两个工

厂定义并进行了评述。尤尔的第一个工厂定义是 :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 ,这些

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 (原动

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1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2 ,第 23 卷 ,第 45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1972。)尤尔的第二个定义是 :“一个由无数机

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 ,

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

活动 ,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

配" 。(同上书 ,第 459 —460 页。)马克思认为 ,尤尔

的第一个工厂定义是从生产力或一般劳动过程角

度对工厂的定义 ,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

应用 ,因为在这个定义中 ,“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

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 ,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

体" 。(同上书 ,第 460 页。)尤尔的第二个定义则被

马克思称之为“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

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的工厂定义。在这个定义

中 ,主客体进行了颠倒 ,自动机成为主体 ,工人却

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

并列。

从马克思对尤尔工厂定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

看出 ,与西方企业理论将企业仅仅理解为投入产

出关系或生产函数 ,或者理解为契约关系和交换

关系不同 ,马克思将工厂制度或企业理解为一种

生产方式 ,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他是

从技术关系和经济关系两方面来理解企业或工厂

的。马克思的这种理解既能涵括新古典经济学、新

制度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三种企业定义中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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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如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对技术基础

与生产功能的重视 ,新制度学派对人与人之间经

济关系的强调) ,又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和不足 ,

从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本文也试图从

技术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层面定义企业 :企业是

以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为基础 ,为

交换而生产的经济组织。这个定义强调了三点 :第

一 ,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内部存在分工协作关系 ,是

一种团队生产 ;第二 ,由于企业总是在一定的社会

经济关系下形成的 ,因而必定反映特定的生产关

系内涵 ;第三 ,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它

从事的是商品生产 ,也就是说 ,它生产的目的是为

了交换 ,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只有同时满足这三

个条件的经济组织 ,才能称为“企业" 。具体地说 ,

一方面 ,从技术关系或从一般劳动过程来看 ,企业

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以生产过程内部各工序和

操作的专业化为基础的劳动的技术组织。因此 ,手

工工场虽然与行会制度下的小作坊一样 ,使用手

工工具进行劳动 ,但由于手工工场对劳动过程进

行了细分 ,实行了劳动的分工与协作 ,其技术基础

与行会师傅的小作坊有本质区别 ,因此 ,行会里的

小作坊不是企业 ,而手工工场却是企业 ,虽然它只

是企业的萌芽形态。直到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工

具 ,机器大工业和工厂制度产生时 ,企业才取得了

其典型形态。另一方面 ,从经济关系这一层面上

说 ,企业又是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 ,它可以反映人

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 ,企业是由生产的技术安排决定的制度安

排。这是因为企业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经济范畴 ,而

且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商品生产组织 ,而现实的生

产总是在一定的所有制条件下进行的。因此 ,在不

同的所有制条件下 ,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

与管理者、管理者与所有者、劳动者与所有者之间

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 ,以及由生产关系

所决定的其他各种经济关系也不相同 ,并由此形

成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 ,在相同的技

术水平上 ,所有制不同 ,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就不同。如同样是以机器生产为基础 ,资本主义企

业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便具有不同的生

产关系内涵 ,前者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 ,后者则是

劳动者联合体的联合劳动关系 ,而且这两个具有

相同劳动技术组织形式的企业 ,由于不同的生产

关系性质 ,其利益及分配关系也不同。

应该注意的是 ,技术关系是经济关系或生产

关系的基础 ,但技术关系并不直接决定生产关系 ,

而是通过中介环节 ———社会分工协作体系 ,形成

企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由此派生出其他各

种经济和社会关系的。

二

马克思没有从抽象意义上研究企业起源问

题 ,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论

述中 ,展开对资本主义企业起源和企业制度演变

问题的分析 , 叙述了简单协作 ———工场手工

业 ———工厂制度 (机器大工业) ———股份公司的发

展动因和轨迹。在马克思那里 ,技术变迁、分工的

发展是资本主义企业起源和企业制度演进的首要

和决定性的因素。本文也同样是从技术变迁和分

工发展的角度来说明企业起源问题。

在论述分工与企业起源的关系之前 ,先简单

交待一下分工这一概念的含义。我们通常所说的

分工 ,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原

来由一个人或组织在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职

能的操作分开进行 ,分工有社会分工和劳动组织

内部的分工两种形式。由于企业既是社会分工体

系中的一个生产单位和环节 ,同时其内部也存在

劳动的分工与协作 ,因此 ,企业首先是分工发展的

产物。通过采用劳动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团队

生产方式 ,能使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 ,从而大大节

约生产成本。虽然企业有时也能带来交易费用的

节省 ,但相对于生产成本而言 ,交易费用的节约是

从属的、次要的。从历史上看 ,工场手工业是企业

的萌芽形态 ,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才是

企业的典型形式。从劳动者拥有生产工具的单独

手工劳动方式向工场手工业这一企业萌芽形态和

企业典型形式 ———机器大工业的转变 ,是生产方

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既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 ,也不

是个人之间博弈的结果 ,而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

分工体系发展造成的孤立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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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然性的结果。由于历史的继承性 ,使得这一

劳动过程隶属于资本 ,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但

是 ,在资本手中 ,劳动的这种社会化之所以提高劳

动的生产力 ,只是为了从这种劳动中剥削更多的

利润" 。(1资本论2 ,法文版中译本 ,第 1 卷 ,第

336 —337 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 生产组织内部劳动或操作的分工的存在

是企业产生的必要条件。

作为企业萌芽形态的工场手工业最初是以简

单协作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而在奴隶社会就已出

现的简单协作 ,却只有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获得

了特殊的意义 ,因为只要有大量的协作者 ,就可以

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 ,让他们同时进行这

些操作 ,从而由简单协作转化为以分工为基础的

协作。对手工操作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

部工人的形成和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组

合 ,对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分配

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创新。它要求劳动组织形式发

生相应的变化 ,更准确地说是劳动组织形式的革

命性变化 ,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企业的产生。所

以 ,马克思说 :“许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资本指

挥下在同一空间 (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 ,为了生

产同种商品而工作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

起点。" (同上书 ,第 323 页。) 工场手工业虽以分

工为基础 ,但由于使用的依然是手工工具 ,生产仍

依赖于劳动者的技艺 ,因此 ,它既不能掌握全部社

会生产 ,也不能根本改造它。一旦工场手工业达到

一定的发展程度 ,它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就和它自

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 ,将会被以机器

大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所取代。

但是 ,并不是任何技术进步都会引起生产方

式的革命性变化。技术创新对生产方式的影响有

两种 :一种是只能使劳动方式发生量变的技术创

新 ,这一类技术创新是大量存在、不断出现的 ;另

一种则是使劳动方式产生质变的技术创新 ,这种

技术创新才是企业产生的决定因素。当然 ,这种引

起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技术进步的出现频

率相对低一些 ,它是前一种技术创新积累到一定

程度的产物。

2. 社会分工的充分发展是企业产生的前提

条件。

虽然技术的发展是企业产生的决定条件 ,但

不能因此便断定企业是某一项或几项技术发明的

结果 ,企业还以社会分工的充分和广泛的发展为

前提条件 ,必须将技术创新置于社会分工的发展

过程中来考察。只有这样 ,才能对技术发展与创新

在企业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作出合理的说明。换句

话说 ,虽然机器的发明对工厂制的兴起起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但是 ,如果没有社会分工体系的充分

发展 ,企业也就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

式。

3. 分工对生产组织效率的影响。

企业之所以能够取代没有专业化和劳动协作

的独立的小生产 ,是因为这种新的团队生产方式

有劳动过程的细密分工和协作生产 ,能提高劳动

生产率、大大节约生产成本和在一定程度上节约

交易成本。

马克思在1资本论2中论述了分工能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原因。马克思认为 ,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源于下述几方面 : (1)仅仅是将更多的

劳动者集合在一起的简单协作 ,就可以创造出一

种“集体力" ; (2)由于协作的共同劳动所引起的竞

争和精力振奋 ,可以提高个人工作效率 ; (3) 相对

多的劳动者对厂房、仓储设施、工具、装备等的共

同使用 ,降低了人均生产资料占用量 ; (4) 即使不

改变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 ,仅通过操作的分解和

专业化 ,也可以节省学习时间和费用 ; (5) 相对简

单的操作可以减少工作失误 ; (6)节省劳动者从一

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 (操作) 而造成的时间损

失。

劳动分工与协作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

率 ,而且从长期来看 ,它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 :这

是因为通过对劳动过程和操作的细分和专业化 ,

操作逐渐趋于简化和单调重复 ,注意力集中在更

窄的生产领域 ,从而使生产工具和工序、操作技艺

的改进等技术创新变得相对容易。

同时 ,马克思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缺陷也

作了比较深刻的揭示 ,他指出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

展 ,劳动者的生产活动越来越集中于较小的范围 ,

会使生产者丧失其他方面的技能 ,成为一个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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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失去人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而且 ,“不断从事

单调的劳动 ,会妨碍精力的发挥和紧张程度 ,因为

精力是在活动的变换中得到休息并显示出魅力

的" 。(同上书 ,第 343 页。)

尽管分工和专业化具有上述弊病 ,但分工的

发展使人类生产能力大大提高 ,经济福利也得到

改善。正是因为这一点 ,马克思才在深刻揭露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时 ,对这种生产方式

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由

于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 ,劳动的协调职能也具有

了二重性 ,它既是由社会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本

身产生的特殊职能 ,而且也成为资本的职能。“随

着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生产资料

的规模的增大 ,监督和检查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

是否适当的必要性也增加了" 。(同上书 ,第 332 —

333 页。) 在这个意义上 ,雇佣关系构成了对企业

发展和企业效率的限制因素。

4. 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的关系。

在说明企业起源问题时 ,还要区分社会分工

与劳动过程的细分或者说企业内部分工这两种不

同的分工形式。

新制度学派主张“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 ,认

为企业与市场间的相互替代只涉及交易成本问

题 ,实际上是假定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可以

无条件地互相转换 ,或者说混淆了这两种分工形

式。马克思则明确区分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

工 ,并对二者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表述。马克思认

为 ,劳动的社会分工是指各种专门的劳动分别生

产互不相同的产品 ,它们之间只有通过商品交换

才能发生联系 ;企业内部分工则是在生产同一种

商品的劳动过程内部实行的分工和专门化 ,它们

之间的联系不需通过商品交换。社会分工是企业

内部分工的前提 ,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又会使某

种特殊的劳动发展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使社会分

工的扩大 ,由行业或产品的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出

零部件生产的专业化、工艺的专业化甚至服务的

专业化。马克思同时也指出 ,虽然在一定历史阶段

上 ,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这两种分工常常同

时存在 ,同时发展 ,相互之间可以转换 ,但这种转

换是有条件的 ,而不是主观和任意的。

首先 ,这种转化要受技术可分与不可分性的

制约 ,如果不存在技术可分性 ,二者便不能转化。

如生产流水线 ,由于其技术工艺的客观性 ,就是不

能任意分割和转换的。其次 ,这种转换还要受各种

经济因素的制约 ,对此 ,马克思曾有过详细的论

述 :第一 ,社会分工以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

为前提 ,企业内分工则以同时使用一定量的工人

为物质基础 ,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第二 ,企业内分工反过来又会发展并增加社会分

工 ,通过劳动工具的分化 ,使这些工具的制造逐渐

成为不同的行业 ,也可以使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

阶段分离成不同的行业。第三 ,在处于前后工序或

生产不同阶段的地方 ,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表

现出极强的相似性。第四 ,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

的区别在于 :社会分工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

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手中为前提 ,企业内分工则

以生产资料的集中为前提 ,因此 ,社会分工与企业

内分工是两种不同种类的分工。由于在前后工序

阶段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表现出的相似性 ,以

及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 ,容易使人产生

误解 ,以为二者的区分纯粹是出自人的主观愿望。

三

所谓企业起源问题 ,从历史上说也就是资本

主义手工工场和工厂的产生过程。资本家占有生

产资料从而占有劳动成果、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只

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的资本主义雇佣关

系和资本主义企业 ,它的形成至少需要以下几个

条件 :第一 ,简单协作的存在 ,这是企业产生的技

术基础 ;第二 ,劳动力商品的存在 ;第三 ,一定数量

的资本积累。从历史上看 ,这几个条件的基本形成

是在 15 —18 世纪末 ,这也是欧洲从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期。航海技术的改进、劳

动的分工与协作等这些技术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发

展 ,使行会师傅发生两极分化从而瓦解了行会制

度 ,促进了工场手工业这一企业萌芽形式的产生 ,

同时也为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和工厂制度的

转变创造了技术基础。这一时期发生的圈地运动 ,

既瓦解了庄园制 ,产生了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的

自由民 ,又间接地促成了行会组织和包买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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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落 ,因而在经济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

克思称这一阶段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1. 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破坏了行会组织赖以

生存的基础。

限制入会的师傅人数、对产品价格和生产数

量的严格管制是行会组织维持垄断、限制竞争的

主要手段和赖以生存的基础 ,它限制了技术和生

产的发展 ,其瓦解是必然的 ,生产社会化和技术进

步对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 ,15 世纪航海技术的发展 ,大大降低了

运输成本 ,也使新航路的发现成为可能 ,海外贸易

急剧扩大 ,手工制品尤其是毛织品大量销往东方。

这种突然大量增加的需求仅靠行会师傅的生产是

无法满足的 ,商品生产于是由农村扩散到城市。农

民的纺织原来只作为家庭副业 ,现在变成为商人

或作坊师傅加工纺织品 ,有些商人还直接投资建

立生产场所 ,购买手工工具和原料 ,并雇佣工人集

中进行生产 ,这就是手工工场。

第二 ,协作使得生产规模扩大从而需要更多

的货币投入 ,这对长期受行会制度制约的小作坊

主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行会对产品生产的数

量和销售价格有严格限制 ,绝大多数行会师傅在

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后鲜有剩余) 。而对那些资金实

力较为雄厚的大作坊主而言 ,这却是他们突破行

会限制扩大生产的极好机会 ,也使得从海外贸易

中获得丰厚回报的商人能更多地介入和控制生

产。

第三 ,劳动操作专业化使操作变得相对简单 ,

劳动技艺和熟练程度在产品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受

到削弱 ,这种技术发展改变了以行会师傅为代表

的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实力对比 ,加速了封建行会

制度的瓦解和行会师傅的两极分化 :一部分人尤

其是技术发明者在竞争中逐渐发展起来 ,生产规

模扩大 ,变为企业主 ;还有一些行会师傅由于拥有

较多数量的货币资本 ,也开始突破行会的限制 ,雇

佣他人进行商品生产 ,而大量的行会师傅则日

渐贫困 ,最后沦为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的雇

佣工人。因此 ,行会师傅的分化既产生了大量

的劳动力和市场 ,也促使资本集中在一部分人

手中。

2. 商人及商业资本在企业起源过程中的作

用。

在资本主义工厂产生的历史过程中 ,商人和

商业资本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起源以生

产的社会化为前提 ,而生产的社会化一方面要求

生产的进步与发展 ,另一方面又以交换的发展和

扩大为条件。商业资本的发展既是交换发展的结

果 ,又可以进一步扩大交换关系。交换的发展与扩

大 ,不仅使大量的货币资本积累起来 ,而且还能促

进商品生产的进程 ,并为大量生产所带来的大量

销售创造条件。因此 ,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要早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并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 :

“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

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 ,这丝毫也不困

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本身就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1 因为这

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 ;21 因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 ,是

大规模的销售 ,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 ,因而

需要有这样的商人 ,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

购买 ,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

行为上。另一方面 ,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 ,会

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 ,

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 ∗∗商人资本的

发展就它本身来说 ,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

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1资本论2 ,第

25 卷 ,第 365 —366 页。)

3. 劳动的分工与协作为手工工场向工厂制

度的演变奠定了技术基础。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或之前 ,由私人创办

的手工工场数量极少 ,手工工场主要集中在采矿、

冶金、造船、烧砖、建筑、晒盐等必须靠许多人的协

作方能进行生产的行业 ,大多由贵族或政府创办

(需要较大量的资金) 。最初手工工场的规模一般

都不大 ,如茹安维尔有一家仅有 12 人的粗呢手工

工场 ,但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 ,如奥尔良

的一家织袜手工工场于 1789 年就雇佣 800 人。

(参见布罗代尔 :1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

和资本主义2 ,第 2 卷 ,第 348 页 ,上海 ,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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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尽管手工工场产值份额微薄 ,在其发展过程

中也遇到困难 ,但它是技术进步的典范 ,因而发展

相当迅速。如在 18 世纪法国的朗格多克 ,手工工

场生产的呢绒产品占总呢绒总量的五分之四。随

着市场的扩大 ,手工工场在许多地区和行业得到

发展 ,如花边编织业、铁业、皮革业、陶瓷业、制皂

业、炼糖业、制铜业、制蜡烛业、制纸厂、玻璃制造

业等等。

手工工场的优势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协作所

造成的节约。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它特有的生产过

程不同操作或职能的分工和专业化。亚当·斯密的

著名的制针厂的例子就常被用来证明分工所带来

的巨大生产力。我们还可再举一个例证来说明生

产工艺和技术的变化对劳动组织形式的影响 ,以

及这一改变所产生的效益。英国的陶瓷业一向不

发达 ,自 17 世纪起集中在斯塔福德郡北部 ,当时

陶瓷业都是独立的小生产者所有 ,生产过程内部

没有分工 ,由师傅带领徒弟和帮工从事全部的操

作。1796 年 ,韦奇伍德创办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场 ,

他在工场内部实行分工 ,把制陶的工序分得很细 ,

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道工序。韦奇伍德还根据每道

工序需要的平均工作量计算出每个车间需要的人

数 ,据此给每个人规定工作量 ,并按照年龄、性别

安排工种 ,使他的陶瓷工场不仅产量大大增加 ,而

且质量也大为提高 ,其他陶瓷作坊纷纷仿效 ,使得

原来只能生产粗瓷杯碗的陶瓷业成为一个重要的

工业部门 ,连俄国女皇都到韦奇伍德的工场定做

了一套价值连城的餐具。

不仅如此 ,以简单协作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工

场手工业还为机器大工业奠定了技术基础。通过

对手工操作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

的形成 ,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还降低了劳

动的复杂程度 ,使机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成为可

能。这一变化过程在英国纺织业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在 18 世纪以前 ,人们用纺锤来纺纱线 ,织机也

是极为简单的自古以来就很少改变的木制品。简

单的技术和设备决定了劳动的组织也极为简单 :

妻子和女儿纺线 ,儿子刷羊毛 ,丈夫则使用织梭和

织机 ,顶多有一、两个学徒作帮手 ,这就是延续了

几个世纪的家庭手工作坊的典型状况。航海技术

改进带来的突然剧增的海外市场需求使这一切逐

渐发生变化 :首先 ,突增的海外需求使羊毛的价格

上涨较快 ,养羊的收益远远高于种植业 ,从而引发

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瓦解了自给自足的庄园制 ,使

大量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浪民 ;海外市场的

扩大使毛织品价格上涨并供不应求 ,这样便产生

了最初的专业化 ———有人专门纺线 ,有人则专门

从事织布。毛织品的供不应求还使纺织活动从城

市专业织工 (行会师傅) 扩散到农村 ,即家里有织

机的原来只在农闲时才织布 (供自家人穿用)的农

民加入到商品生产的行列 ,他们织布或纺纱所需

的羊毛由商人提供 ,产成品也由该商人收购 ,农民

们则赚取加工费以补贴家用 ,这就是所谓的包买

商制度 (putting2out system) 。一些富有的行会师

傅和商人还购买十几台甚至几十台织机 ,雇人在

他们的作坊里进行生产 ,以简单协作为特征的手

工作坊也是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此同

时 ,人们开始探索改进和加快纺线和织布速度的

方法 ,首先被大量采用的是珍妮纺纱机、哈格里夫

斯的多轴纺纱机和阿克赖特的机械纺纱机 ,前两

个发明物较简单 ,所需制造费用不大 ,机器所占用

的地方也不大 ,因而无需安排专门的作坊 ,机器的

运转不需借助任何人力之外的动力 ,对劳动组织

的改变也不彻底 ,因而无法完全取代家庭手工作

坊 ,是机械化劳动和手工劳动的过渡阶段 ,也是家

庭小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与工厂制度之间的过渡

阶段。阿克赖特的纺纱机则不同 ,它需要机械动

力 ,机器本身也比较庞大 ,无法安装在家中 ,需要

专门的工作场所。紧接着又出现了需要借助机械

动力的自动织机 ,而作为动力源的蒸汽机更是体

积庞大、噪音巨大 ,还需要许多的劳动力在专门的

工作场所、在统一指挥下同时进行劳动 ,这几项技

术创新使得劳动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彻底转变 ,这

种新的劳动组织就是工厂。与家庭手工作坊和手

工工场相比 ,工厂制度由于有机器生产代替了手

工劳动这一技术优势 ,又有劳动的分工与协作以

及对劳动过程的指挥与协调这一组织和管理优

势 ,它全面取代了家庭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 ,成为

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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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文通过对企业起源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回

顾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 ,企业是以内部具有

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为基础 ,为交换而生产

的经济组织 ,分析企业的性质必须包括技术关系

和经济关系两方面的内容。第二 ,社会分工体系的

发达 ,劳动组织内对工序和操作的细分以及基于

操作专业化的各工序与操作的劳动协作 ,是企业

产生的决定因素。由于企业既是社会分工体系中

的一个生产单位和环节 ,同时其内部也存在劳动

的分工与协作 ,因此企业首先是分工发展的产物 ,

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分工体系发展造成的孤立劳

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历史必然性的结果。第三 ,所

谓企业起源问题 ,从历史上说也就是资本主义手

工工场和工厂的产生过程。简单协作的存在、大量

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这三个

基本要素的形成都以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达

为前提。航海技术的改进带来急剧扩大的海外市

场需求 ,劳动操作的专业化和协作大大降低了生

产成本和劳动的复杂程度 ,加速了行会师傅的两

极分化和行会的瓦解 ,它一方面形成了大量失去

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力和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也

使极少数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机器生产对

手工劳动的替代是以工厂制度代替手工工场的方

式完成的 ,工厂还消灭了手工工场时期尚能作艰

难挣扎的小手工作坊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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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Work and Origin of Enterprise

LI Qiong
(School of Econom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 China)

[ Key words] division of work ; origin of enterprise

[ Abstract] The enterprise is an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based on internal division and coopera2
tion of work for purposes of exchanging products.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s , therefore , must in2
clude both the technological relation and the economic relation. The decisive factors that have led to the rise

of enterprises ar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system for division of work ,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pro2
cesses of operation inside the organization , and cooperation of various specialized operations.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f 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the issue of origin of the enterprise is actually a question of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which capitalist workshops and factories came into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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