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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中国经济模式适应变化的进程影响研究 
豆阿敏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思政部  陕西西安  710300） 

【摘  要】五四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最富有决定性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时期，西方以暴力的手段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适应这个历史大变化的过程中，经济因素的变

化加速了其适应的进程，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被打破，开始缓慢进入工业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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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加快，中国社会的经济

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在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

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性经济开始向工业性经济转化。 

1  中国传统的农业性经济 

中国自古以来发展的都是农耕文明，社会经济形态也

主要以农业性社会经济为主，在接触到西方文明之前，工

业尚未有过发展。在这种经济模式的影响之下，中国人民

累积财富的方式也基本固定，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农民

通过土地劳作获得农产品，然后通过售卖或者交换等方式

获得利润，其中利润的一部分用于生活的必须消耗，剩下

的部分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其中目光长远的先进分子将

剩余的利润部分用于经商或者民间贷款等，从中获得财

富。其中，主要的财富累积手段是要通过土地劳作和经商

获得，所以中国主要的财富拥有者就是地主和商人。这种

小农经济左右了人民的思想，导致了人民的思维方式被局

限于依靠土地投资的方式来获得资本进行资本累积。而

且，古人为了生存和谐，避免土地和财富大规模的集中在

个体手中，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陆续废除了长子继承

遗产等制度，形成了以家庭和乡村为经济单位的自给自足

的基本经济模式。 

在这种小农经济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依靠亲情关

系的学徒制度的手工店铺，这种店铺具有一定的商业性，

但是也不能完全算得上是商业，只能称之为半商业半家庭

式的手工店铺。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工业形式的存在。

因此在这种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之下，大规模的工业根本

没有生存的摇篮。 

2  五四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 

2.1  五四运动前中国经济的发展 

打破上述经济模式要从中国接触西方文明开始，19

世纪西方先后爆发经济危机，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西方国

家将目标瞄准了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将大量的商品倾销

到中国，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制度被打破。为

了自强求富，洋务运动建立起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由于

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税收，倾销大量商品到中国，

这些商品没有税收，价格低廉、品相优质，中国的商品与

其相比几乎毫无竞争力，这些倾销的西方商品阻碍了中国

近代的工业的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

主义忙于西方战场，大批的资本家投身于生产军需用品，

大发战争财，无瑕顾及中国市场，给予了中国工业喘息和

发展的机会。 

西方在中国长时间的入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

国工业的加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农业

性经济，中国的经济模式开始逐渐向工业、商业以及企业

投资等方向转化。中国开始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现代化企

业，传统的钱庄改组为银行，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在某些大型城市还开始出现了新式的银行。中国这些变化

彰显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资本集中的倾向，同时也可以看出

来中国的农业经济正在向城市经济过渡。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拉大了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社会

矛盾更加尖锐。在大城市因为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优势，商

品流通迅速，在 20 世纪左右几乎发展的同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的城市一样。但农村刚好相反，由于中国内陆辽阔，

城市化进程还未发展到农村。此外，军阀混战、各种苛捐

杂税、高额的地租、水旱灾害等，使农民难以为继，被迫

出卖耕地，民生凋敝，农村经济发展受阻，严重滞后于工

业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被保留了下来。 

由此可见，中国的农业性经济虽然正在瓦解，但尚未

完全被现代化的经济模式所取代，如果按照这种模式继续

发展，中国的经济模式必将重建和改革，从而产生新的社

会经济转变程序的模式。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列强的目光由西方

重新投向中国，企图继续在中国掠夺财富，中国的民族资

本主义经济进入缓慢发展甚至是停滞阶段。中国刚刚兴盛

起的新经济模式的进程被打断。尤其是世界第一次大战之

后，日本迅速崛起成为后起之秀，企图利用与中国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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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优势，瓜分到更多的利益，其他列强见状也为瓜分利

益纷纷重新回到中国市场，中国刚颇具雏形的工业和列强

经济势力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这些经济变革影响了当

时整个社会的发展。 
2.2  五四运动及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中国的工业经

济已经发展的颇为成熟，工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工人阶级

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大约已经发展到了 200 多万

人。五四运动过程中，在由学生发起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驱

使下，工人阶级以罢工的形式纷纷加入其中。大部分爱国

人士也开始在中国拒绝使用日货，形成了抵制“日货”，

抵制外国的生产工业产品运动。例如，1919 年 6 月 5 日，

上海日商的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参加罢

工的人数有两万人以上。6 月 6 日、7 日和 9 日，电车工

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约有六、七万人之

多罢工。这次的上海大罢工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学生罢

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运动，全国上下的经

济生活几乎全部停滞。 

在五四运动中，这次几乎全国范围内的抵制“日货”

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生产工业在中国的发展，

这刚好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空间。五四运动时，一

开始就有提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口号，爱国群

众纷纷组织起来检查和封存日货，兴起“抵制日货”浪潮，

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焚烧日货和捣毁继续出售日货的商

店。 

这一次抵货运动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影响极大。率

先举起抵制日货大旗的是北京学生，在其号召下上海学

生、各地商会也联合开展抵货运动。运动的迅速开展使各

地日货输入均受到重大打击，各地日货输入几乎陷于停

顿，大量日货被焚毁、日本在华贸易额急剧下降。日本当

局向“九一八”后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提供的中国

抵货情况的文件中，承认了极大多数主要日本输华货物在

这次抵货运动中减少了贸易量。在抵货运动的过程中，日

货贸易额减少无疑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机会。在此期间，中国新增加多个民族的纱厂和烟厂，中

国老牌的企业也利用工人爱国热情扩大生产，抵制日货和

提倡国货同时进行。过去独占中国市场的日货，退出了中

国市场，国货工业响彻全国。 

这一抵货运动，直接促使中国的民族工业迅速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中国的民族工业也

没有发展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模式，原因就在于五四时期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被改变，这对民族工

业具有一定的束缚性。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民

族资产阶级为追求暴利，采取了哄抬国货价格、将日货伪

装为国货出售等手段，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弊端。半殖

民地下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列强凭借在中国享有

的特权，垄断中国的市场，中国民族工业根本不可能获得

充分的发展。 

3  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

式，直到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中国才被迫开始了缓慢

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进程。五四运动之前，由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爆发，由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减

弱，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速度才开始加快。为了适应这一

历史进程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模式也开始由传统的农业

性转向工业性。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被改变，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被帝

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本质所束缚，根本不可能在此进程

中实现由农业性转向工业性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变。唯

有当中国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中国革命彻底取得

胜利，中国民族工业才能真正的走向昌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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