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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社会组织变迁

陈 向 阳

1 9世纪 60年代以后
,

随着工业化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
,

晚清社会组织发生了

重大变迁
。

具体表现为组 织形式和结构发生了较大变革 ; 组织数量和类型增加 , 组

织的独立性增强
,

从而粗铸了现代社会组织的胚胎
。 二

一

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
,

、

促进了

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

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晚清社会正在向工业化
、

民主化

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过渡 , 同时
,

也为尔后社会组织的变迁莫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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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5 9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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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毗纪 60 年代以降
,

随着清代社会的演变
,

晚清社会组织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

本文拟就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背景
、

过程
、

表现
、

性质及意义等作一约略论述
。

晚清以前的古代中国
,

关系基础之上的家族社会
。

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落后的农业社会
,

也是一个建立在宗法

在这个社会
,

家庭是社会基本经济单位
。

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通过

家庭融为一体
,

市镇工商业者也多从事家庭经营
。

宗族则是社会政治
、

法律和文化教育的基

层单位
。

人们往往聚族而居
,

社会交往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

社会活动基本囿 于 一 族 之
;

内
。

卜

家族功能的泛化和强 ;`
,

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组织难以产生和正常发展
,

呈现 出如 下 待

点
:
第一

,

社会组织不发达
。

组织种类不多
,

仅有官僚组织
、

军事组织
、

学校及工商行会等

少数几类 ; 组织数量少
;
人们与社会组织联系不甚紧密

,

组织的社会中介功能十分有限
,

社

会的组织化水平很低
。

第二
,

社会组织家庭化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社会组织成员往

往具有亲缘关系
,

社会组织几乎等同于某一血缘群体
,

组织的社会化程度低
。

如中国古代官

僚组织充斥皇亲国戚
,

盛行裙带关蔚 手工作坊多与家庭共为一体
, 而乡村组织更常写宗族

群体同构
。

二是社会组织取法家族模式和原则
。

如官僚组织如同扩大之家族
,

君臣关系一如

父子 , 手工作坊内师徒之间存在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 在社会组织体系内
,

则表现为官僚组

织发展充分
,

规模庞大
,

君临所有其它社会组织之上
。

其它社会组织则发展迟缓
,
规膜 较

小
,

从属于官蜂组织
,

不具独立和平等地位
。

如行会本是工商同业组织
,

却沦为官僚组织的

工具 , 学校作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

亦唯官僚组织是从
。

古代 中国社会组织的这种状况到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

这时
,

在某些 地 区落某
些行业中

,

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
。

如明代中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
,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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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和工艺技术的提高
,

出现了 “ 机户妙 雇佣 “ 机工妙

力
” 。

这些机工
“
得业则生

,

失业则死
” 。

① 到清代道光时
,

` 一

喇
“

的现象
。

t’

机户出资
,

机工加
这种工场有的已发展到开机

五
、

六百台
、

雇佣上千工人的规模
。

② 在其它地 区
,

在棉织
、

造纸
、

制瓷
、

矿冶
、

制 盐 等

行业中
,

也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这类新式工场
。

这种新式工场的雇主以资本从市场购买 自由

劳动力
,

从事商品生产以获取利润
。

雇工 与雇主之间不 以家族关系为转移
,

不存在强烈的人

身依附关系
,

家族化色彩 已逐步淡化
。

此外
,

明清时期行会组织也获得进一步发展
,

其独立

性日益增强 , 还一度出现了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人会社和政治团体
。

这些均应与资本主义

萌芽性质的工场的出现不无关系
。

明清新式工业组织的萌芽预示着中国古老的社会组织将耍发生巨大变革
。

然而
,

由于 自

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

小手工业和小农业紧密结合于家庭
,

固不易摧 ; 加上封建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不利
`

的政策和措施
,

致使明清社会组织的变迁虽初露端倪却没有获得迅速发展
。

19 世纪中期
,

随着土地兼并加剧
,

政治 日益腐败
,

变革思潮暗涌
,

满清社会的各种矛盾

日趋激化
。

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
。

封建社会结构的瓦解 已在旦夕之间
,

旧

组织的式微
、

新组织的崛起已不可逆转
。

与此同时
,

西方各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
,

资本主义获得极大发展
。

机器的使用
,

使机器工厂这一新型工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

并

以燎原之势蔓延全球
。

1 8 4 0年
,

西方以大炮轰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
。

西方商品大量涌进
,

先

进技术和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也纷纷传入
,

强烈地冲击着 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传 统 社 会 结

构
。

中国社会内部的震荡和外部的刺激
,

终于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革
,

晚清开始走上工

业化
、

民主化 的道路
。

从而导致了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
。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经历了先后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 1白世纪 60 年代到 1 8 9 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

这是晚清社会组织初变阶段
。

工

业组织的变迁开创了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先河
。

早在 19 世纪 40 一 50 年代
,

沿海地区就出现了

一些小型机器工厂
,

主要是船舶修造企业
。

如广州陈联泰机器厂
、

上海甘章船 厂 等
。

60 年

代
,

满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所谓洋务派
,

为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
,

鉴于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

国农民起义的经验
,

开展了一场军事 自强运动
,

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

术
,

自行设厂制造新式枪炮
。

从 1 8 6 1年起
,

他们先后建立了江南机器局
、

福州船政局
、

天津

机器局
、

金陵机器局等一批军工企业
。

这些企业使用机器生产
,

企业组织也采用机器工厂形

式
。

如福州船政局就拥有车
、

削
、

刨
、

旋
、

钻
、

剪
、

钳等各种机床
,

设备十分完备
。

企业内

设有铁厂
、

水缸厂
、

轮机厂
、

铸铁厂等
。

这批军用工业的建立还直接导致了官办民用工业的

产生
,

并刺激了民间机器工业的发展
。

因此
,

晚清军用工业的建立可视为晚清工业组织变迁

之噶矢
。

但是
,

这些企业经费完全由官方拨款
;
产 品由官方调拨

,

不是投放市场以获取利润 ;

企业有如封建衙门
,

经营管理腐败不堪 , 因而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

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
。

官办军用工业建立之后
,

拙于财政
、

原材料和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匾乏而难 以 为 继
。

于

① 《 明神宗实录 》 卷三六一 万历二十九 日七月丁未 曹时聘奏疏
?

。 同治 《上元江宁两县志》 卷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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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从70 年代并始
,
清政府又相继开办了一些民用机器工业以为扶持

。

从 1 8 7 2年到的年代中

期
,
先后在采矿

、

冶金
、

纺织
、

电讯
、

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了 20 多个企业
。

其中著名的有基

隆煤矿
、

开平煤矿
、

贵州青溪铁厂
、

大冶铁矿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天津电报局
、

轮船招商局

等
。

先进科技的传播
、

机器设备的引进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推行
,

也刺激了民间私人资本

投资机器工业的兴趣
,

一些商人
、

买办
、

地主和官僚也纷纷投资建厂
。

从 18 7 2年到 1 8时年 20 多

年间
,

在缀丝
、

纺织
、

面粉
、

碾米
、

造纸
、

火柴
、

采煤等行业建立了 1 00 多个企业
。 ① 这些

企业大都是小型轻纺工业
,

声名较著的有广东南海继昌隆缥丝厂
、

宁波通久源轧花厂
、

天津

贻来牟机器磨坊等
。

这些民用工业和民办工业
,

不仅使用机器生产
, 采用机器工厂形式

,

而

且从事商品生产
,

产品投放市场以获取利润 , 工人大都是雇佣性质 , 企业所有制形式除少量

仍为官办外
,

其余大部分是商办
、

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 , 企业开始逐步按商品生产要求和专

业化
、

社会化原则管理
。

教育组织的变迁接踵而至
。

1 8 6 2年
,

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
。

接着上海
、

广州也分别建立

广方言馆和同文馆
。

这些新式学校
,

一反旧学校只讲典诵经的传统
,

增设了外语
、

算学
、

化

学
、

物理
、

天文
、

生理
、

法律
、

医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
、

人文科学课程
。

与此同时
,
还出现

了一些专门传授现代科技知识
、

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
,

如江南制造局附设之机械学校
、

福州船政局附设之船政学堂
、

天津电报学堂等
。

一些旧式书院
、

学塾也通过改进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而演变成新式学校
。

军事组织也发生了初步变迁
。

洋务派从事的自强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练兵
。

60 年代

初
,

李鸿章对淮军进行了部分改 良
。

更新了武器装备
,

编制和训练制度也发生了些微变化
,

幻

年代建立了现代海军
。 1 8 9 4年

,

广西按察史胡橘萦在天津编练
“
定武军

” ,

一切操练章程
,

均

按西法办理
,

为以后新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在政府官僚组织方面
,

50 年代末设立了南
、

北洋通商大臣 ; 1 8 6 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和海关总税务司署等机构
,

以适应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
。

在第一阶段
,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已拉开帷幕

。

但由于自然经济还占主导地位
,

保守顽固

势力仍很强大
,

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从总体上看还停留在器物和技术层次
,

尚未全面深入到

组织制度层面
,

因此
,

组织变迁还只是局部和零星的
、

肤浅而不深刻的
。

从 18 9 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 1 9 1 1年清朝灭亡
,

是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第二个阶段
,

亦

即剧变阶段
。

这一时期
,

经过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
,

晚清经济
、

军事
、

教育
、

政治和其它社

会组织都发生了比较全面
、

系统而深刻的变革
。

工业组织的变迁在这一阶段以更大的规模进行
。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由于洋务派举办的

企业大多经营不善
,
清政府财政亏空

,

无力继续经营和垄断新式工业 , 中日 《马关条约》 给

予外资在华设厂特权
,

清政府不好再禁止民间设厂 , 加上新兴的工商阶层要求获得更多的权

利
,

因此出现了一次设厂热潮
。

加世纪初新政期间
,

清政府对新式企业采取鼓励 和扶 持 政

策
,

又形成一次规模更大的设厂热潮
。

经济组织的变迁这时己从工业领域扩及金融
、

商业和农业部门
。

1 8 9 7年成立了中国第一

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

到 1 9 1 1年
,
全国共设立新式银行30 多家

。

1 9 1 0年
,

香港先施公司

在广州设立分公司
,

从而在我国第一次出现百货公司这一现代商业组织形式
。

1 8 9 7年后
,
还

Q 参见孙毓棠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

,

下册
,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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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合股经营的农牧垦殖公司
。

随着新政的实施
,

教育
、

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变革也全面铺开
。 1 9 0 3年颁布了 《奏定学堂

章程 》
,

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统一的学制
,

建立了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和组织体系
,

并

停止了科举考试
。

在军事组织变革方面
, 1 9 0 1年停止武科举考试 , 1 9 0 3年成立练兵处

,

各省

开始普练新军 , 1 9 0 4年制定了
“
新军制略

” ,

对全国军队实行改制
,

统一编组
。

政治组织的

变革也渐次展开
,

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

裁撤
、

合并一些冗衙 , 增设若干新的政府部门 , 开展

宪政改革
,
实行预备立宪 , 着手改革地方行政组织等

。

经过约 50 年的演变
,

晚清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
。

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

第一
,

社会组织形式和结构发生了较深刻的变革
。

古代中国的工业组织主要有手工作坊

和官办手工工场两种形式
。

手工作坊一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
,

规模较小
,

结构简单
,
师徒之

间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
。

官办手工工场则主要为官府服务
,

不从事商品生产 , 经营管理

一如封建衙门 , 工人与工场主非雇佣关系
。

晚清出现的机器工厂与古代手工作坊和官办手工

工场有根本区别
,

它雇佣工人使用机器从事商品生产
,

企业大多采取股份制公司形式
。

机器

生产促进了专业化分工
,

因此
,

企业组织内部结构趋向复杂
。

从纵向看
,

有 公 司 (局 )
、

厂
、

分厂 (部 ) 等若干层次
。

一个大的公司 (局 ) 往往包括数个甚至十数个厂或分厂
。

从横

向看
,

则有生产
、

管理
、

运输等不 同的职能部门
。

如成立于 1 90 8年的汉冶萍公司下辖汉 阳铁

广
、
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个独立的厂矿 , 汉阳铁厂又下辖十个分厂

。

又如江南制造局也设

有十几个分厂
。

与生产部门并行还设立了公务厅
、

文案处
、

报销处
、

统计处
、

考工处等职能

部门
。

清代金融组织主要是钱庄和票号
。

钱庄以从事银钱兑换为主
,

规模较小 , 票号则主要经

营汇兑
。

这些旧式金融机构功能简单
,

且多由家族经营
,

封建色彩很浓
。

清末随着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发展
,
出现了银行这一新型的金融组织

。

银行实行股份制经营
,

增加了借贷
、
发行

信用货币等新的业务内容
。

如中国通商银行就是由招集股份建立的
,

总行设董事会
,

由 1 2名

主要股东组成
。

清代教育组织十分庞杂
。

中央设国子监
,

地方有府学
、

州学
、

县学
,

民间还有各种书院

和众多私塾
。

教育的唯一旨归是科举考试
,

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

教学方式 是 死记 硬

背
。

清末新政颁布的 《奏定学堂章程 》 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学制—
“
癸卯学制

” 。

这个学制

将普通教育分为三段七级
,

即第一段初等教育
,

分蒙养院
、

初等小学
、

高等小学三级 , 第二

段中等教育
,

设中学堂一级 , 第三段高等教育
,

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
、

分科大学堂
、

通儒院三级
。

该学制还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从普通教育中分离出来
,

使之成为与普通教育

并行的独立体系
,

并相应地实行分级
,

以适应现代工商实业的发展和满足师资的 需 求
。

癸

卯学制确立了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
,

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

用
,

使全国散在的学堂统一为一个整体
。

教学内容也相应获得更新
、

充实
,

教学方法趋于活

泼多样
。

还建立了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

满清军事组织早期主要有八旗和绿营
。

19 世纪中期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

在地方又建立

了湘军和淮军
。

以后
,

湘
、

淮军改编为防军
,

部分绿营改编为练军
。

可见清代军 队组 织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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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

既无统一建制
,

又无统一指挥
。

武器装备多为鸟枪刀矛
,

训练方法也陈旧不堪
。

清末实

行军事改革
,

建立了新军
。

这支军队以西式军队为蓝本
,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新的编制方

法
。

即以 3 棚为排
, 3 排为队

, 4 队为营
, 3 营为标

, 2 标为协
, 2 协为镇

,

镇为最重要建

制单位
。

还实行多兵种混成编组
,

一镇同时编有步兵
,

骑兵
、

炮兵
、

轴重四个兵种
,

以步兵

为主
。

在陆军内部还从职能上分工
,

分为野战部队和地方治安部队两部分
。

新军的建立
,

改

变了营伍纷杂现象
,

也顺应了现代武器装备和现代战术对军队编制的要求
。

古代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政治到清代中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然而
,

清末新政

期间
,

传统的政治组织体制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

出现了初步的三权分立的迹象
。

在行政

组织方面
,

为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

裁撤了一些冗衙
,

增设了若干新的政府职能部门
。

如裁撤了詹事府和通政使司 ; 将太常
、

光禄
、

鸿肪三寺并入礼部 , 太仆寺并入陆军部 ;
一

增设

了农工商部
、

学部
、

邮传部和民政部
。

还开始实行责任内阁制
。

在司法组织方面
,

形式上实

行司法独立
,

改大理寺为大理院
,

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

继而在京师和各省设 高等 审 判

厅
,

在省会及商埠设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
,

实行四级三审制
。

在各审判厅内
,

设各级检

察厅
。

在立法组织方面
,

开展宪政改革
,

实行预备立宪
,

建立了议院的雏型
。

中 央设 资政

院
,

地方各省设诸议局
。

清末政体开始由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过渡
。

此外
,

还进行了

地方 自治和吏治的改革
。

其它社会组织如邮政
、

出版
、

航运组织等也发生了重大变迁
。

古代邮政组织有官办释站

和民营信局
。

清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各地经济联系 日益密切
,

邮政业务量大增 , 现代交

通工具轮船和火车的出现
,

使得以马车和帆船为邮递工具的旧邮政组织相形见细
,

日益不能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加上此时的骚站早已变成一个传递效率极低
、

贪污腐化最严重的官僚

机构
,

建立现代邮政组织己迫在眉睫
。

1 8 7 8年 3 月
,

清政府首先在天津
、

北京
、

烟台
、

牛庄
、

上海五地海关试办邮政
。

1 8 8 8年
,

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开办了官府与民间均可使用的现代

国家邮政
,

成为我国独立 自办现代邮政的开端
。

1 8 9 6年
,

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统一经营的现代

邮政组织— 大清邮政
。

早清出版组织主要有民间书肆
、

书坊和官书局
,

均为手工作坊性质
,

出版各种典籍和启

蒙
、

日常生活用书等
。

清末随着先进印刷机器和印刷技术的引进
,

现代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

的传播
,

这些旧式出版机构开始为现代出版组织所取代
。

晚清出现最早的现代出 版 机 构 是

1 8 6 2年京师同文馆附设之印刷所和江南制造局附设之翻译馆
,

此后新式出版组织不断捅现
,

据 1 9 0 6年统计
,

上海一地仅加入
“
上海书业商会

” 的现代出版组 织就有 2 2家
。

①其中由夏粹

芳等人创办于 1 8 97 年的商务印书馆是当时规模最大
、

声名最著的新式出版机构
。

这些现代出

版机构大多使用机器生产
,

实行股份制经营
,

出版各类现代科技和人文
、

社会科学书籍以及

新式教科书等
。

古代航运组织以帆船为交通工具
。

晚清开始出现轮船
。

1 87 2年建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我国

第一个独立兴办的现代航运企业
。

1 8 9 5年清政府解除对华商行驶轮船的禁令
,

轮船航运业得

到较大的发展
。

1 8 9 5年一 1 9 0 0年
,

各地兴办的小型轮船局或轮船公司达到近百家 , 1 9 0 1年一

1 9 1 1年
,

出现了46 个大中型轮船企业
。 ②

① 宋原放
、

李白坚
: 《 中国出版史》 ,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1年版
。

② 集百川
: 《 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 》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 8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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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社会组织数量和类型增加
。

从数量来看
,

仅以机器工广
、

新式学校和现代邮电组

织为例
,

从 1 8 9 5年到 1 9 1 1年
,

全国新设的机器工厂
,

仅资本在一万两银元以上者
,

就达到约

5 0 0家 ; ①新式学校也从1 9 0凌年的 4 2 2 2所发展到 1 9 0 9年的 5 2 3 4 8所 , ② 1 9 0 5年
,

全国共设立

560 多处电报局所
,

而现代邮政局所到 1 9 1 1年更多达 6 2 0 1所
。

③

随着社会劳动的进一步分工
,

晚清社会组织也进一步分化
,

出现了新闻传媒组织
、

铁路

运输组织
、

电讯组织
、

保险业组织
、

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管理组织
、

社会治安组织
、

社团政

党组织和农业组织等新的组织类型
。

新闻传媒组织主要有报社
、

杂志社和通讯社
。

我国古代虽有邸报
、

京报
,

但 无 论 其 形

式
、

内容或办报宗 旨
、

发行范围都不可与现代报纸同 日而语
。

我 国自己创办的现代报纸最早

出现于 19 世纪 70 年代
,

如 18 7 2年广州出版的 《羊城采新实录 》
、

1 8 7 3年汉 口出现的 《昭文新

报》
、

1 8 74 年出版的上海 《汇报 》 等
。

90 年代维新运动期间
,

报纸数量大增
,

著名的有 《中

外纪闻》
、

《强学报 》
、

《时务报》
、

《湘报》
、

《国闻报》 等
,

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

辛亥革命前后
,

报社已发展到 50 0家
。

④ 清末还出现了大量杂志社
,

出版各种期刊
。

据统计
,

从 1 8 9 5年到 1 9 1 2年
,

共出版期刊 23 8种
。

⑤ 1 a9 4年
,

在广州 出现了我 国第一家现代

通讯社— 中兴通讯社
,

该社主要向广州
、

香港两地报纸发稿
。

1 9 1 1年
,

另一家
“
展民通讯

社
”
也在广州建立

。

我国自办的第一家铁路运输企业是 1 8 8 6年成立的开平铁路公司
。

1 8 9 7年
,

又在上海设立

了铁路总公司
。

20 世纪初
,

各省展开了收回路权
、

自办铁路的运动
,

从 1 9 0 3年到 1 9 0 7年
,

全

国共兴办铁路公司 18 家
。

⑥

1 8 7 7年我国独立兴建和经营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在台湾开通 , 1 87 9年又修建了天津到大沽

的电报线
。

电讯组织也应运而生
。

1 8 8 0年
,

天津设立 了电报总局 ; 1 8 8 4年又在上海建立了中

国电报总局
。

到 1 9 0 8年
,

电讯组织已遍布除西藏以外全国所有省份
。

保险业组织出现于 19 世纪 7 0年代
。

1 8 7 5年
,

轮船招商局为抵制外国保险业的歧视
,

特设

立保险招商局
。

继而又由徐润 出面成立仁和
、

济和保险公司
。

以后两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

公司
。

社会组织的变迁
,

促进晚清城市获得较大的发展
,

因而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公用事业和

市政管理组织
,

如自来水公司
、

电灯公司
、

煤气厂
、

电车公司等
。

清末新政期间
,

还仿照 日

本
、

欧美的警察制度创办了
“
巡警

”
这种社会治安组织

。
1 9 0 2年

,

在保定开办了警务学堂
,

训练巡警
。

同时又将保定 3 千新军改为巡警
,

派驻天津
,

组成天津南
、

北段巡警局
。

晚清出现的现代社团组织包括各种学会
、

协会和联合会
。

学会有政治性学会和学术性学

会两种
。

政治性学会如戊戌变法时的强学会
、

南学会等
。

算学会 ( 1 8 9 5年成立 )
、

农学会 ( 1 8 9 6

年 )
、

中国药学会 ( 1 9 0 7年 )
、

中国地理学会 ( 1 9 0 9年 ) 等则为学术性学会
。

协会为从事各

种社会运动
、

改革社会习俗的团体
,

如不缠足协会
、

戒鸦片烟会
。

联合会是某一行业或部门

的同行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组织
,
如商会

、

学联
。 1 9 0 4年建立了全 国商会

,

到 1 9 1 1

① 汪敬虞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二辑 下册

,

中华书局 19 62 年版
。

⑧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

宣统元年
。

⑧ 《中国近代邮电史》 ,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 4年版
。

④ 梁家禄等
: 《 中国新闻业史 》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⑤ 张占奎
: 《 中国出版史概要》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 金士宣
、

徐文述
: 《中国铁路发展史》 ,

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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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各地商会达6 78 处
。

⑦晚清还开始出现现代政党组织
。

19 0。 年成立的中囱同盟会是我国

出现的第一个现代政党
。

20 世纪初预备立宪时期
,

还出现了一些准政党性质的团体
,

姐帝国

宪政会
、

政闻社
、

宪政讲习所
、

预备立宪公会等
。

1 9世纪末以后还出现了大量现代农业组织— 农牧垦殖公司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1 9 0 2年

到 1 9 1 2年
,

全国共建立农牧垦殖公司约 1 71 家
。 ②这种农业组织采用股份制公司形式

,

经营

农
、

林
、

牧
、

渔及工副业
。

社会组织数量和类型的增加
,

反映家族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削弱
,

而社会组织的

作用和地位 日益加强
。

社会组织逐步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
。

晚清

已开始由家族社会向组织社会转变
。

第三
,

社会组织独立性增强
。

古代中国是家族的汪洋
,

社会组织数量少
,

作用小
,

且大多

以家族为基础
,

以官僚组织为阪依
,

不具独立地位
。

随着组织形式和结构的变迁
,

晚清粗
一

会

组织开始突破家族的藩篱
,

逐步摆脱官府的严格控制
,

改变与官府的附庸关系
。

有的还通过

立法获得了独立地位
。

如晚清出现的机器工厂这一现代工业组织
,

就改变了古代工业组织从

属于家庭和农业的地位
,

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部门
。

在 20 世纪初新政期间
,

又通过清政府颁

布的 《公司商律》 等法律法令
,

改变了从属于官府和非法的地位
,

取得了独立法人资格
。

社

会组织数量和类型的增加
,

组织作用的增强
,

社会日益组织化
,

也加强了社会 组 织 的 独立

性
。

晚清出现了新闻传媒组织
、

社团政党组织等现代社会组织
,

有的通过立法取得独立法人

资格
,

如商会
,

有的在事实上取得独立地位
。

它们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和各种社会运动
,

要求

参政议政
,

宣传变革
。

尤其是在拍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和 2 0世纪初的新政期间
,

起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
,

成为晚清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
,

机器生产和商品经济使工业组织规模扩大
,

从

而引起金融
、

商业
、

邮电
、

交通
、

出版
、

教育
、

政治等组织规模的扩大
。

社会组织规模的扩

大
,

也是促使晚清社会组织独立性增强的原因之一
。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是晚清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晚清工业化的产物
。

工业化是从以农

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化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
。

它始于 1 8世纪下

半叶的英国
, 1 9世纪开始向欧美和其它地区扩展

。

我国早在明清时期就已产生带有资本主义

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
,

由于小农经济的顽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阻挠
,

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未能

自然发展到工业化阶段
。

鸦片战争后
,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刺激下
,
中国也走上了工业

化道路
。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官办军用工业就是晚清工业化之发韧
。

随着 70 年代官办民用工

业
、

民办工业的相继建立
,

晚清工业化正式拉开帷幕
。

到 90 年代末
、

20 世纪初形成了工业化

第一次高潮
。

工业化的首要标志是机器生产
,

机器的使用
,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

促进 了劳动的进一步

分工
,

扩大了生产规模
。

它要求企业按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原则组织
、

经营和管理
。

手工作

坊和工场无论组织形式
、

结构
、

规模和经营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均不符合机器生产的要求
,

因

而工业化首先引起了工业组织的变革
,

出现了机器工厂这一新的工业组织
。

晚清工业化的发

① 许涤新
、

吴承明
: 《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② 李文治
: 众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一辑

,

三联书店
,

195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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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
, 正体现了从传统手工作坊

、

工场到现代机器工厂的擅变过程
。

早期军用工业虽己菜
用机器工厂形式

,

但其内部生产关系
、

经营管理等方面封建色彩仍很浓厚
。

20 世纪初出现的

机器工厂才开始带有较多的现代工业组织特征
。

工业化的发展
,

工业组织的变迁要求同时也必然会 引起其它社会组织的变迁
。

机器生产

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
、

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人才
,
旧教育组织根本无法承

担此任
。

因而
,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
,

先是出现了一批新式学校
,

到清末
,

整个教 育组织体系

都进行了全面革新
。

工业化的发展
,

要求政府部门转换职能
,

制定和实行有利于 工业 化 的

法律法令
、

政策措施和管理方法
,

提高行政效率
,

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 工业化也引

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

出现了工商实业家
、
现代知识分子等新阶层

。

他们要求维护本阶层利

益
,

关心公众事务
,

要求参政议政
,

自由表达 自己的思想
、

主张和愿望
。

传统政治体制与此

水火不容
。

所有这些都促使清末政府官僚组织发生重大变迁
,

从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

体转变
,

同时也出现了现代社团政党组织
。

机器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
,

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

的大规模和现代化的第三产业组织 , 工业化也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
,

促进了社会交往的范

围
、

内容
、

频率和方式的增扩和变更
,

促进了社会的一体化和信息量的增加
,

从而导致晚清

交通
、

通讯
、

邮政
、

金融
、

商贸以及出版组织的变革和新闻传媒组织的产生
。

工业化为军事

组织的变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

也要求建立强大的现代国防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

发展
,

这是清末军事组织变迁的原因之一
。

清末民主化运动和反帝民族运动也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
。

19 世纪末
,

随着

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新知识
、

新技术和新思想的 日益广泛传播 , 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

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 ; 尤其是中 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

日本社会变革的成功
,

促使变法维新运

动的高涨
,

新工厂
、

新学校
、

新社团
、

新报刊大量涌现
。

1 8 9 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
,

光绪帝颁

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
。

这场运动尽管很快就被顽固派残酷镇压
,

但变法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

史潮流
,

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识
,

统冶者已不能继续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
。

因此
,

戊戌

变法被镇压不过三年
,

清政府就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
,

对经济
、

教育
、

军事
、

政治等社会制

度和组织开始实行比较全面
、

系统而深刻的变革
。

然而
,

晚清工业化毕竟刚刚启步
,

还处于初创阶段
。

工业化水平
、

规模和范围
、

程度都

还有限
。

这就使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缺乏十分强大的内驱力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 国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也极大地限制了晚清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组

织的变迁
。

以工业组织变迁为例
,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

获

得了在华建工厂
、

办矿山
、

设银行
.

垄断市场
、

控制关税等许多特权
,

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发

展
。

本国机器工业往往由于技术
、

资金
、

人才
、

市场等的匣乏
,

无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竞

争而萎缩
、

破产或严重依赖外国资本主义
。

如甲午战争后
,

在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垄断
、

排

斥和压抑下
,

中国的煤矿和纱厂无论官营
、

民营大都破产
、

停业或转让
。

又如轮船招商局在

经营了 10 年之后
,

生产技术上仍一步也离不开洋员
。

它所拥有的各船
“
船主

、

大副
、

二副
、

大车
、

二车皆洋人
。 ” ①有的企业甚至在政治

、

法律上也依赖外国的庇护
。

晚清海关
、

邮政

等组织也在相当长时期内由外国人所控制
。

凡此种种
,

反映了晚清一些社会组织带有浓厚的

准殖民地色彩
。

本国封建顽固势力也一贯反对和阻挠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迁
.、

早在

① 郑观应 : 《 盛世危言后编》 卷七
。

哥落昏



~
. ,

~
,

吧, ,.
,

叫
毛 .

, 代, ,

嗯
. ,

.
, 月
曰 r ,

J
, . . . . .

..
日. 爪

,
口阅 . , 口 . 旧. 口 , 贾

吧,
,

. .

一
~

明清时期
,

他们就试图扼杀资本主义萌芽于摇篮之中
。

1 9世纪 60, 年代机器工厂出现后
,

随着

组织变迁从工业部门向其它领域扩展
,

他们又打出中体西用的幌子
,

阻止社会组织全面
、

深

入地变革
。

他们还残酷镇压了要求全面变革社会组织的戊戌维新运动
。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

帝国主义所以能横行中华
,

阻碍晚清工业化和社会组织的变迁
,

满清政府的卖国投降和顽 固

保守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

因此
,

保守顽固势力实际上是阻碍晚清工业化和社会组织变迁的主

要障碍
。

上述诸多因素的制约
,

造成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许多局限和不足
。

首先
,

新式组织还较

幼弱
,

不成熟
,

还残存大量旧式组织的特征
,

带有过渡性质
。

如不少机器工厂购买的是旧机

器
,

技术水平低
、

资本少
、

规模小
,

在经营管理上
,
家族关系

、

传统行会和封建官僚作风还

有不少影响 , 由于缺乏师资和其它条件的限制
,

许多新式学校只是更名而已
,

仍讲授旧课

程
,

与旧式学校区别不太大 , 银行资本中
,

纯工商投资者较少
,

官僚
、

地主
、

军阀却占很大

比重
,

他们视银行为衙门
,

致使银行业务十分混乱
,

真正经营工业放款的并不多
, 军事组织

也没有改变其封建统治工具的性质 , 至于政府官僚组织
,

旧的框架尚未完全打破
,

新的构架

远未定型
。

其次
,

社会组织的变迁不平衡
。

从部门内部看
,

一方面新组织层出不穷
,
另一方

面旧组织仍大量存在
,

在某些领域甚至旧组织在总体上仍占优势
。

如工业组织
,

尽管出现许

多机器工厂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
,

但更多的仍是旧式手工作坊
; 又如金融组织

,

新式银行业已产生
,

旧式钱庄仍有市场 , 再如社团组织
,

在学会
、

协会
、

联合会和现代政党

等新式社团方兴未艾之时
,

会党
、

教门等旧式社团亦呈蓬勃之势
。

就部门之间而言
,

政府官

僚组织的变迁较之其它社会组织的变迁显得相对迟缓
。

在地区分布上
,

社会组织变迁主要发

生在沿海一带和大中城市
,

内地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组 织变迁则十分迟缓
。

晚清社会组织尽管还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
,

却已粗铸现代社会组织的胚胎
,

促进了晚清

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

它适应了晚清工业化的需要
,

为工业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

境和发展条件 , 它促进了晚清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

新式组织一般产生于城市
。

大量新

式组织集结于城市
,

使城市规模扩大
,

人 口增加
,

功能日益复杂
,

市容
、

市貌也大为改观
,

出现了一批现代城市
,

如上海
、

天津等
,
社会组织变迁使晚清社会阶层发生分化

,

产生了现

代工商实业家
、

产业工人
、

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军人等新的阶层
。

他们是构架新社会的主要

成员
,

是推动工业化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

然而
,

新阶层产生伊始
,

力量还很幼弱
,

很容

易被保守势力扼杀
。

新式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
,

使他们不断发展壮大
,

晚

清工业化和社会变革也因此得以延续不辍
,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也促进了晚清社会的多元化和

组织化
,

新式组织的大量 出现
,

组织作用的增强
,

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家族发达
、

官僚

组织独大的局面
,

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各种组织之中
,

与组织联系 日益密切
。

晚清社会组

织变迁还导致晚清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发生巨木变化
,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对后世社会组织演变也发生了深远影响
,
为尔后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了

基本模式
、

变迁原则
、

经验和发展方向
。

民国时期的社会组织就是在晚清社会组织的基础上

建立
、

发展
、

衍化的 ; 当代许多社会组织也无不以晚清社会组织为蓝本或借镜
。

总之
,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
,
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晚清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晚清社会的发展

,

反映晚清社会正在向一个工业化
、

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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