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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欧洲经济史所探讨和涉猎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涵盖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
进程，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东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因而是一部事实
上的世界经济的历史。
本卷主要分析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如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家资源的供应等，并且主要是按
国家展开分析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
    《剑桥欧洲经济史》分为三部分，前三卷构成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
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和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第四卷和第五卷构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其重点是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
洲的工业革命。
第三部分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级成，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方
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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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4 劳动力结构和分布的变化　　7.4.1 行业分布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从农奴解放
到1914年间工厂和矿场劳动力的发展历史，但是这并不能揭示劳动力的内部变化、劳动力的行业分布
、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和性别组成。
个别行业劳动力的变化反映出其发展过程的多样性，这主要受生产周期、资本投资以及技术进步所带
来的生产扩张或者经济收缩影响。
　　1854年，在制造业9751家公司中，其产值为151.7百万卢布，劳动力超过46万人。
其中，纺织业大约占公司数量的22%，占产值的一多半和劳动力的57%。
棉纱业就占公司数量的8.5 %（说明单个公司的规模相对较大），占产值的27%，占劳动力的26%。
金属加工业占公司数量的7%，产值的9%，劳动力的14%。
　　1865～1890年间，毛纺制衣加工业的劳动力减少了26%。
制造业其他部门的劳动力增加了，增加最多的是制陶业和水泥行业（275%），其次是棉纱业和化学行
业（180%）。
毫无疑问，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繁荣导致了劳动力的增长。
V.P.别佐布拉佐夫（V.P.Bezobrazov）记录到商品和劳动力价格很高，工厂急于试图扩大生产并招聘更
多的劳动力等情况。
1879年的秋天，为吸引劳动力，厂商将工资保持着夏季的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棉纱行业的繁荣，提前一年就将所有的商品都卖光了。
扎哈里·萨维奇·莫罗佐夫（Zakhary Savvich Morozov）1845年建立的工厂[波戈罗德斯克·格鲁克霍
夫斯克（Bogorodsk Glukhovsk）棉纱机械纺织厂]，到1856年拥有劳动力465人，1871年达到2269人
，1884年达到8500人。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调整，生产率产生了根本性的增长，毛纺织业中的劳动力减少了。
棉纺织业更新了工作方式，开始以在工厂工作为主。
1866年家庭工人占工厂总雇佣人数的70%，而到了1894～1895年间却不超过8%。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家庭纺织工人快速转移到工厂的时期。
观察家观察到，在弗拉基米尔省的苏兹达（Suzdal），19世纪50年代全部人口，包括年轻人、老人、
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都从事纺织工作。
到了1899年进行调查的时候，仍然从事手织工作的纺织工不超过2000～3000人，其中男性不超过100人
。
在某些村庄，甚至连一个手工纺织工都没有了。
调查者认为，这种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织布无论是在价格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不能和工厂机械织
布机进行竞争。
1869年当地人还认为一个手工纺织工能够很容易地从纺织一件衣服中挣得80戈比～1卢布。
但是到1899年，其能够得到的钱最多是30～40戈比。
即使在冬季对女工来说，这个报酬也不够多。
这个报酬不足以补偿因为纺织而给家庭带来的不便之处：纺织时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农舍里拥挤的空
间，以及在织布机后面的角落里工作时所面对的潮气等。
　　伊万诺沃地区是著名的农奴企业家的故乡，历史学家注意到1869～1895年间，伊万诺沃地区工厂
的劳动力增加了，外包工的数量减少了；相应地，机械织布机的数量增加了接近9倍，而手工织布机
减少了2/3。
然而，在毛纺织业和亚麻纺织业，工厂工人替代家庭工人的过程甚至到了1914年还远未完成。
即使在棉纺织业，到1908年至少还有2.1万个外包工。
他们仅占棉纺织业工厂劳动力的4.2%，当时劳动力总数超过49.2万人。
但是这2.1万人并不包括自营人员或者那些在小工场工作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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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所谓经济史，无非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增和过程的历史，是历史演进的经济方面，是人类在
一定历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
但是，作为经济科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和基础学科，经济史又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知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既为总结历史经验和
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
背景。
没有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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