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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梁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和商品化条件下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研究∗ 

刘善庆  
（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西南昌 330027） 

摘  要：城市化和商品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推动了市场化进程，有利于商人队伍的扩大，
为陶瓷等手工业提供了劳动力队伍和消费市场。浮梁地区山多田少， 粮食普遍不足。唐宋时期景德镇陶
瓷业利润远高于浮梁农业的收益，从事瓷业既是当时农民不得不做的事情，也是他们乐意做的事情。在景
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景德镇与浮梁及邻近的几个县建立了有效的物资交流网，有力
地保证了集群所需人力、物资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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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在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商品化及浮梁地区特殊条件对景

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影响。 

一、唐宋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商品化状况 

在中国，城市作为统治中心，其功能首先是政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功能也逐渐得到加强。 
春秋战国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极盛时期，城市的各种功能特别是经济功能发展迅速。汉朝实行重

农抑商的国策，商业及商人阶层受到冲击，城市经济功能相对萎缩，官员个人消费主要依靠俸禄和赏赐，
城市市场交易实行严格时空限制的坊市制。唐朝中期开始，国家对货币需求日增，政府对坊市制等商业政
策的管理放松，刺激了城市的发展（谷更有，2004）。城市交易出现了“宫市”，官员个人消费逐渐过渡到
依靠市场或经由市场进行的消费。两宋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性质发生
嬗变，街市商业逐渐兴起，坊市制彻底崩溃，市民阶层初步兴起（葛金芳，顾蓉，1994），城市化率已经从
唐朝的 10%提高到 12%，江南则达到 15%，甚至 20%。城市化在 20 世纪上半叶进一步加速（Rankin，Fairbank
＆Feuerber，1986）。市场交易方式的改善对商业交易费用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城市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城
市革命，城市个人消费发生了一定质变— — 个人消费行为在经由市场这个重要环节之后才最终完成。 

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在诸多政府行为中，政府消费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一
个庞大消费群体，其消费内容和方式既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早期，
政府消费主要通过征收实物赋税和土贡制度实现，很少或基本上不依靠商品购买，反映商品经济不发达。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财政结构发生一定变化，表现为货币的比重不断增大，实物比重逐渐缩小，从而政府
获取自身消费物资的方式发生了相应变革，更多地通过市场进行。唐朝中期以后，特别是从宋朝起，通过
市场的购买方式在政府消费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粮食，几凡宋朝政府需要的各项物品无一没有购买的
事例。宋朝政府性消费购买的数量之巨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李晓，
2003）。在政府消费的强力带动下，宋代交换关系空前发达，通过市场交换的商品数量、结构均发生了很
大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以增强。与全国市场相配合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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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商品生产在一些局部地区崭露头角；多种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龙登高，2004）。 
总体说，城市化和商品化的提高具有以下积极意义：（1）促进了社会生产与交换，推动了市场化进程；

（2）商品化的提高促进并加速了社会不同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动，有利于商人队伍的扩大，为陶瓷等手工
业提供了劳动力队伍；（3）商品消费结构中，日用消费品大大超过前代，进一步体现了城乡关系彼此依存、
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吴晓亮，1999）；（4）城市人口的增加（明朝时期，南京市人口达到 100 万）为瓷
器等手工业产品提供了消费市场，促进了手工业的全面发展；（5）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6）城市
化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孙广、杨小凯，1998，见 YANG，2001，14）。 

二、浮梁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 

浮梁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有好有差。除有好的水运条件外，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农林种植。不
好的方面，正如宋代汪肩吾在《昌江风土记》中所说的“山甚稠，田甚狭”，全县山区约占 79%。明清时
期，浮梁的耕田数占全县土地面积 6%～8%，地约 14.5 万余亩，田与地合计为全县土地面积亩数的 8%～
11%。农村人口人均田地，明朝为 4.2 亩，清朝为 2.19 亩；人均耕田，明朝为 3.6 亩，清朝为 1.89 亩。清
朝仅及近代江西人均田亩数的 75%。其中，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大致在 50%左右，因此，浮梁的商品粮主
要为地主所占有。 

明清及至上世纪 30 年代，浮梁稻田亩产量约为 2 石，达到了清代南方平均亩产量。与北宋时期全国
亩产量 2 石比较，则大致可以肯定浮梁在宋朝的亩产量低于 2 石。由于亩产量较低，粮食普遍食多不足。 

任何组织都必须依赖环境所提供的资源生存。由于当时景德镇陶瓷业的利润远高于 20%～50%，高于
农业的平均收益，当然更高于浮梁农业的收益，因此，从事瓷业既是当时农民解决生存危机，养家糊口的
事情，也是他们乐意做的事情，“富则为商，巧则为工”，甚至“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1。 

唐宋时期，江西就是茶叶大产地。贞观 9 年（793 年），政府即开始正式征收茶税。浮梁地区的茶税是
全国茶税的 36.5%。宋代，江西茶产量居全国之首（许怀林，1993）。茶业的大发展，对景德镇陶瓷产业产
生了如下影响：（1）大量的茶叶必须有一支商人队伍为之服务，以运往各地，从而加强了景德镇与外地的
沟通和信息交流，有利于商业意识的形成；也为景德镇陶瓷的大量外运准备了商人、运输队伍；（2）茶叶
生产和贸易的繁荣为景德镇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当制瓷的利润高于制茶的利润时，这些货币资本很快就会
向陶瓷产业转移，从而为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启动提供初始资金。 

浮梁地区农村的商业网点比较发达。宋元时期，有墩口务、界田务、湘湖务、勒功务，清朝时期，务
改称市，尚有湖田市、臧湾市、流口市、唐下市和桃墅镇；光绪年间，浮梁地区有 15 个市街，一些大的
村庄也有店铺；民国以前浮梁农村总计有 49 个商业点。这些商业网点沟通了浮梁与景德镇的物资交流。
浮梁农村的农林商品由此流向景德镇，而景德镇的商品、资金由此流入农村，景德镇因此发挥浮梁商品交
换枢纽的功能，形成了经济网状组织（梁淼泰，2005）；同样，景德镇邻近的几个县也与景德镇建立了类
似的物资交流网，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景德镇城市所需物资的供求。 

自明朝中期以后，都昌因地少人多，加之激烈的土地兼并和比较繁重的赋役，迫使大批农民到外地谋
生，景德镇因具各种优势而成为首选。清朝中叶以后，景德镇窑户多为都昌人，其它各县的瓷业者只有十
之一二，而本地人几乎退出了瓷业。 

三、结  论 

城市化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城市化和商品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推动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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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加速社会不同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动，有利于商人队伍的扩大，为陶瓷等手工业提供了劳动力队伍和
消费市场，促进了手工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浮梁地区山多田少， 亩产量较低，粮食普遍不足。又由于唐宋
时期景德镇陶瓷业利润远高于浮梁农业的收益，因此，从事瓷业既是当时农民解决生存危机养家糊口的事情，
也是他们乐意做的事情。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也得到了临近县的支持，景德镇与浮梁及邻
近的几个县建立了有效的物资交流网，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景德镇城市所需的各种人力、物资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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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fuliang  
and its peripheral locality situation on Jingdezhen ceramics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colony 

LIU Shan-qin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promoted the element of production comprehensive 
flowing, and promoted the marketability advancement. It was advantageous in the merchant troop’s expansion. 
And it provided the labor force troop and the consumer market for ceramics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so on. There 
was more mountain and few field in Fuliang. So the grain was universal insufficient. In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the Jingdezhen ceramic industry profit is higher than the Fuliang agriculture income far. Engaging in 
porcelain industry is not only the matter which the farmer had to do at that time, but also the matter which they 
were glad to do. In formation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Jingdezhen ceramics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colony, 
Jingdezhen established effective commodity exchanging net with Fuliang and neighbor several counties.It 
guaranteed powerfully the supply in manpower and commodi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Jingdezhen cer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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