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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积极性$技术条件与封建土地关系的
形成变迁机制探析
!

赵昊鲁
!

胡春娟

摘
!

要"封建土地关系是土地垄断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前者决定土地收获的分

配制度#后者用劳动积极性来表达自己对制度的满意程度%生产率可以看作是农民劳动积

极性的函数#且其函数形态由技术条件所决定%封建的土地垄断者要根据劳动者的反应函

数来确定恰当的土地关系以获得最大收益%在封建社会存在一个土地垄断者和农民之间有

关产品分配比例的均衡值%封建土地关系是围绕这个均衡值形成并随之变化%

关键词"封建土地关系(劳动积极性(技术条件

一$引
!

言

&封建社会'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封建社会看作一种社会形

态#认为凡具有土地垄断与体力劳动的小生产对立#缺乏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人身依附

等等特征都可以认为是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的地主制经济也是封建社会表现之一#

%

虽然东西方的封建社会的具体形式存在很大差别#但其土地关系都经过了一个大地产逐

渐被中小地产替代$劳动者身份从依附逐渐到自由$超经济强制从强到弱$剥削方式从直

接奴役到租地$严格的封建等级垄断逐渐松解衰败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判断#这样的变

迁过程也应该是某种经济理性的结果%然而#其内在逻辑又应如何呢/

著名的&多马假说'认为农奴制源于劳动力的稀缺$

%新制度经济学遵循&契约'的观

念#将封建土地关系#如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也看作是长期契约的结果%

%甚至有研

究认为农奴比自由人享有更多的经济权益&

%至于封建关系变迁原因#代表性的观点有

人口说%以波斯坦为代表的新马尔萨斯学派从人口压力与变动的角度探寻中世纪欧洲农

民的经济地位变迁'

%有外部商业经济冲击说%希克斯把海洋市场经济对古代农业的

&渗透'看作是欧洲封建土地制度松解的基本原因(

%有内部资本主义兴起说%布罗代尔

曾详细论证了乡村早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对封建关系的摧毁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

义持有与之相似的观点%这三种理论均有很强的解释性而广为学界接受%然而#这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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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昊鲁 等"劳动积极性$技术条件与封建土地关系的形成变迁机制探析

论一般基于欧洲现代社会兴起的历史经验#把封建关系的消亡仅仅看作由特殊历史事件或资本主义新

制度冲击的革命过程#忽略了封建制度内部变化对制度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者重视社会形态与

生产关系分析#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内部便产生危机!

%这种唯物观点可能更加贴近

历史真实#也是中国历史学界长期坚持的观点%如马克篧先生在分析欧洲农奴制时就认为#是生产条件

与农耕技术的变化决定了劳役制度的产生与松解#

%然而#落后的生产力到底如何决定封建关系/ 技

术条件到底如何进步才会导致封建关系松解/

二$封建剥削率的均衡问题

封建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在农耕经济中#由于缺乏从事商业或者工业的替代机会#人完全依

靠土地生存%垄断了土地实际上就是垄断了劳动者的人权%即便是名义上的自由人#实际上也是依附

于土地垄断者的$

%斯密在形容中世纪所谓可以&随意退租'的佃农时说"&其从属于领主#无异于婢仆

家奴%他们须绝对服从领主的命令'#而&大领主对于其佃农和家奴#必然有一种驾驭的权威%这种权

威#便是一切古代贵族权力的基础'

%

%他又引用一个贵族的话说"&英格兰古代的佃农#与其称为农户#

无宁称为地主的属役'

&

%由于不存在市场制度#古代社会的分工分配都依赖当事人的身份%封建消费

是按照封建等级安排的%君主可以享有全国土地的最高权利#大小封王封侯与大臣则依次占有土地的

收获%这些都是凭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能够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直接占为己有的形式%这种&超

经济强制'在世界各地的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中世纪欧洲农奴往往要将超过
'"A

的毛收入无偿贡献

给领主'

%而所谓&自由人'也要向领主贡献至少
!'A

的收入(

%在这种经济关系当中#制度只服从土

地垄断者的需要#忽略劳动者的福利%

但封建主的需要是不是无理性的呢/ 不是%从宏观历史上看#欧洲的封建租地代替农奴劳役#圈地

代替敞田#这些进步措施都是新旧土地垄断者主导下的制度更替%在微观方面#地租量的调整#劳役的

多少也都是由土地垄断者决定%封建的土地垄断者追求受益最大化的工具是直接调整制度)主要是封

建分配的比例*#而不是像资本家那样通过调整&资本'和&工资'%劳动者一般情况下不能够反抗制度#

只能通过&怠工'#即劳动积极性下降的方法来影响生产率#进而间接影响土地垄断者的收益#即布洛赫

认为的封建时代农民对领主&非凡的消极抵抗能力'

)

%这种行为可以迫使土地垄断者调整制度来达到

两者之间的一种均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经济史学家方行先生在论述中国的封建地租率的时候#认

为地主对待农民并非一味残忍剥削#其中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地主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封建经济有扩大的再生产'#允许农民收益中存在&超过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

余额'

*

%而且#方行先生认为这种对农民的宽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篧也注意到&在正常的情

况下#封建剥削还是会有一个平衡点#封建主和农民大致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

%这就意味着封建土

地关系存在一个内在的分配制度均衡机制%可是这个均衡在哪里#如何决定呢/

三$劳动积极性$技术条件与劳动生产率

本文最重要的概念是&劳动积极性')

9*\,81/4C3G6*GF

*#是指由于封建制度本身存在劳动者无法摆

脱的不公正性和强制性#即便是在充分激励的情况下#劳动积极性仍旧有可能出现普遍性的$长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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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这种定义更符合我们要进行分析的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斯密曾经这样描述一个奴隶的心态"&一

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工作#够他维

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有出于强迫#他自己绝不会愿意的'%在描述佃农与土

地改良问题的时候#斯密又写道&地主即可不费分文而享受土地生产物的一半#留归对分佃农享有的自

属不多%在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节省的更是有限%分佃农决不愿用这有限的节余来改良土地'

!

%个

别劳动者可以出现这样的状态#那么整个社会也会出现相似的状态%某一个历史时期劳动者整体积极

性普遍高涨或压抑#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值与理论值之间的差距或大或小%这样对整体经济甚至制

度变迁的影响就十分巨大了%农民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劳动者%封建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调动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为便于逻辑化#本文将劳动积极性看做一个)

"

#

#

*之间的数量%

在古代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单个劳动者的年产量*的高低和劳动力规模的大

小就决定了总产量%加之古代农业的劳动专业化程度非常低#规模报酬不变)忽略人口因素*%此时总

产量即由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我们把劳动积极性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来看#劳动生产率可以看作它的

函数%在劳动积极性为零的极端情况下#劳动生产率为零%随着劳动积极性的增加#劳动生产率随之递

增%然而劳动生产率肯定不会是无限增加的#存在一个边际递减直至为零的过程%这个边际零点的生

产率就是理论生产率%劳动者与技术条件在这个点上达到完美的结合#为劳动积极性的&技术饱和点'%

在超过这个点之后#即便是劳动积极性继续增加的话#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生产潜能的边界而不会继续

增加%

我们将农作物的产量看作是平均劳动积极性的一个函数
HfP

)

"

*%其中
H

为总产量#

"

为平均劳

动积极性#

"f7

时为技术饱和点#理论生产率为
/

%初始边际生产率为
!

%

!

$

/

$

7

为技术条件常数%平

均劳动生产率为
2

%

当
"

,

7

"

#

7

8时#

2f

*

)

"

*%其中
*

Q

-

"

#

*

R

(

"

#

*

)

"

*

f"

#

*

Q

)

"

*

f

!

#

*

)

7

*

f

/

%

当
"

,

)

7

#

#

8时#

2f

/

%

图
#

根据假设#

*

)

"

*是连续函数%形态如图
#

所示%根据数学关系#这个函数的形式可以写为"

当
"

,

7

"

#

7

8时#

*

)

"

*

f

/

b

/

)

#b

"

7

*

7

!

/

)

#

*

当
"

,

)

7

#

#

8时#

*

)

"

*

f

/

)

!

*

符合前面我们的假设条件#证明从略%这就是一个符合前面所分析的关于劳动积极性的劳动生产

率函数%

!

$

/

$

7

为技术条件参数#分别确定劳动积极性的初始边际生产率)技术便捷性*$理论生产率

)技术的生产潜能*以及技术饱和点)技术复杂性*%技术条件的变化不外乎这三种情况%下面我们要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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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昊鲁 等"劳动积极性$技术条件与封建土地关系的形成变迁机制探析

论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存在特定的初始边际生产率
!

/ 初始边际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只有微弱劳动积极性的

情况下的土地收获%受制于自然资源和技术条件#这种边际收获不是无穷大的理想值#而是一个定量%

比如#简单采摘一个小时的收获%不同的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环境中#这个初始边际生产率是不同的%

当它的值较大时#很少的劳动积极性就能带来较大的生产率提高#意味着简便生产%反之则是费力气的

生产%由于这种初始的边际值是人们对技术条件最直观的感受%因此参数
!

表示了技术条件的便捷

性#越便捷的技术会带来越高的
!

值%

第二#劳动积极性的技术饱和点
7

为什么一定出现在)

"

#

#

*/ 其实#达到理论生产率的这个劳动积

极性点未必恰好就是
#

%它有可能在)

"

#

#

*或者)

#

#

!

*%前者说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超越了给定的技术

条件#是合格的劳动者%后者说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尚达不到技术条件的要求#是不合格的劳动者%古

代农业多为简单劳动#劳动者很容易合格#因此只需讨论前者%越复杂的技术显然
7

就会越大%因此也

可以认为是表征技术的复杂程度%

第三#为什么随着劳动积极性的增加#是出现
*

)

7

*

f

/

而不是趋近呢/ 这是由于古代农业是对特

定对象的劳动#人的主观因素虽然可以影响
7

点前的产量#但客观的技术条件#如自然条件$种子$工具$

农业知识等等#却是对生产潜能的刚性约束%劳动者在尽力达到最大产量之后#继续努力并不会有更多

的提高%何况劳动积极性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增大的值%因此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存在一个技术饱和点使

得
*

)

7

*

f

/

%这个点以后生产率将保持恒定#表征着技术的生产潜能大小%

此函数仅是根据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假设出来的生产率对劳动积极性的一般性函数#它表述的是

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积极性之间所存在的客观关系%这个关系不随制度或者人的主观因素而变化%在不

同的技术条件下#函数形态不同%函数存在
=

个外生的参数#参数变化会引起函数形态的变化%一般来

说#新工具会使生产便捷性与复杂程度增加(土地$作物品种的改良和肥料的使用会提高技术潜能与生

产便捷性(而劳动者的教育与基础设施建设则降低技术的复杂程度%虽然从理论上讲#

=

个参数有多种

变化方向%但古代农业技术是向着更便捷$更高的技术潜能和更复杂的技术条件缓慢演变的#即
=

个参

数值在长期是增加的#长期的技术变化使得
*

)

"

*逐渐变为
*

)

"

*

#

%

四$技术条件下的封建土地关系均衡及变迁机制

从前面的论述出发#我们假设"

#E

封建土地关系当中只有两个主体"土地垄断者和劳动者(

!E

土地垄断者不参加劳动#通过调整土地制度来达到收益最大化目标%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制度

抽象成对土地收获物的分配比例)广义剥削率*(

=E

劳动者承担所有劳动#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只能通过劳动积极性的高低来表示自己对制度的满

意程度%

@E

平均劳动积极性能够影响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总产出%其关系符合函数
*

)

"

*%

假如
!

为制度决定的土地垄断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农产品分配比例)剥削率*#

H

为总产量%对于整

个土地垄断集团#其收益
+f!

.

Hf!

.

P

)

"

*%不考虑规模因素#即忽略人口变动#把
?

看做常量%收

益可以改写为土地垄断集团对劳动者的平均收益
+f,

.

*

)

"

*%

,

为平均分配比例)平均剥削率*%提供

制度的土地垄断者的目标函数为
F*̂

)

+

*%

由于对于不同的
,

#劳动者会有不同的积极性反应%当
,f#

即劳动成果全部被剥削的极端情况

下#劳动者无法生存#劳动积极性
"

很显然应该为
"

%当
,f"

#即土地垄断者完全放弃剥削权利的时候#

劳动成果全部归劳动者#因此其积极性
"

应该为
#

%这样我们假设两者之间存在
"f#b,

的线性关系%

这实际上是劳动者对于强势土地垄断者所制定的制度因素!!!剥削率
,

的反应函数%此时#土地垄断

者收益
+f

"

)

,

*

f,

.

2f,

.

*

)

#b,

*#将前面)

#

*$)

!

*式代入得到"

当
,

,

7

"

#

#b7

8时#

"

)

,

*

f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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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

)

#b7

#

#

8时#

"

)

,

*

f

/

.

,b

/

,b

)

#b7

*

7 8

7

7

!

/

.

,

)

@

*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满足假设条件的土地垄断者平均收益与平均剥削率的一般关系公式)

=

*与

)

@

*%因为函数
*

)

#b,

*的图形如图
!

所示%

"

)

,

*

f,

.

*

)

#b,

*#即为其中的阴影部分#土地垄断者的

收益最大化#即是求阴影面积最大化#均衡条件为<"
)

,

*

<,

f"

%

图
$

因为
"

)

#b7

*

f

/

.

)

#b7

*

-

"

#且<"
)

,

*

<,

,f#b7

f

/

-

"

#

"

)

#

*

f"

#所以可以证明在)

#b7

#

#

*之间#存

在一个
,

.满足均衡条件"

<

"

)

,

.

*

<,

.

f

/

b

/

,

.

b

)

#b7

*

7 8

7

7

!

/

b

!

,

.

b

)

#b7

*

7 8

7

7

!

/

b#

,

.

f"

此时
F*̂

)

+

*

f

"

)

,

.

*达到最大值%这个点即是土地垄断者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最佳产品分配比例

或者说最佳剥削率均衡点%显而易见#这个点的值取决于技术条件参数
!

$

/

$

7

%它的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在封建土地垄断状态下#只要剥削率小于)

#b7

*#对平均生产率和总产出没有影响%只有超

过)

#b7

*之后#才会对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产生负的影响%土地垄断者从收益最大化考虑#总是会让剥

削率增长至这个最大值%所以只要产生了土地垄断#剥削就难以避免%

第二#封建土地垄断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封建分配比例)剥削率*存在一个均衡值
,

.

%这个值是土地

垄断者的收益最大化需要与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制度均衡点#符合经济合理性%汤普逊在描述欧洲农

奴制度衰败的时候写道"&在
##

到
#!

世纪#当业主阶级发现按租赁关系分配租地比征取固定的服役或

捐税更为便利又更为有利的时候#自由租户迅速增加起来%那改变了的状况使他们减轻了责任和监督

的麻烦'

!

%很显然这就是个双方得利的安排%即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

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亦即前文所强调的封建社会存在的那个&一般地租率'

或&封建地租剥削的极限'%这个地租率既满足了封建地主增殖财富和增加消费的欲望#也会使佃农的

生活水平和自有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假如正式的土地制度能够有效维持这个分配比例#那么这就是一

个稳定并具有合理性的制度%

第三#这个封建分配比例的均衡值
,

.是由劳动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技术条件会产生不同

的均衡值%复杂的技术就要求采取更少的胁迫#更宽松的分配激励#这就意味着较低的剥削率%而较高

的生产潜能)如土地改良*和便捷的技术)比如流水作业*却有可能带来剥削率的上升%

当然在实际历史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技术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也就决定了要根据各自的条

件建立不同土地制度的内在原因%比如#中国社会封建关系之所以较欧洲松散#形成地主制经济#农民

+

!!#

+

!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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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昊鲁 等"劳动积极性$技术条件与封建土地关系的形成变迁机制探析

地位较高#就与中国农耕技术的早熟和复杂化有较大关系%有的研究从农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方面#

认为中国的技术条件更加符合小农再生产#因而农民地位较高%而英国农民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对庄园

更加依赖!

%这与本文的观点也相印证%

五$结
!

论

在古代简陋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垄断者与劳动者产品分配比例均衡值
,

.较大#封建主并不需要农

民有多么高的劳动积极性#所以一定会采取超经济强制的剥削制度%假如技术条件发生变化#如自然条

件变化$外来新技术$自然知识的积累$土地的改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新技术与新管理形式的应用等

等#这些都会改变劳动积极性的生产函数形态#进而改变分配比例的均衡值大小%处于较优技术条件的

土地垄断者将乐于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给予劳动者更多的自由%而较差技术条件的土地垄断者将反

对土地改革%只要技术条件存在长期深化#封建分配比例的均衡值就会不断变小#封建土地关系逐渐松

解#劳动者的解放也就理所当然%

据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关于封建土地关系形成及松解的逻辑关系假说"第一#以&劳动的便捷程度$

生产潜能大小以及技术复杂程度'为特征的技术条件)生产力*决定了封建社会土地垄断者和劳动者之

间有关劳动成果分配的均衡比例#亦即在低技术的农耕条件下#高剥削的超经济强制一定存在(第二#封

建土地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维持这个均衡比例#虽然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但这个由技术确定的封建剥

削均衡是存在的#因此封建社会研究不应该仅仅依据欧洲模式的表象进行教条定义(第三#长期农业技

术的进步会破坏旧有的封建均衡关系#引起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这或许是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发展的某种内在逻辑%如果忽略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封建土地关系内部也有很大的继续

发展的空间#并存在各种复杂的表现形式#这并不会影响封建剥削的均衡和本质%中国古代的封建地主

制#应该可以看做超越欧洲经典封建制度的更深入的封建关系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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