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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期湖北省水產業的
社會主義改造

●徐斌、邊璟

摘要：有關社會主義改造的先行研究大多注意中共建政後對產權關係的改造，卻

忽略這一改造過程中對傳統行業生態的影響。本文專注以往較少涉及的1950年代

初期湖北省水產流通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論析其路徑、策略、複雜性及結果。

共和國成立後，政府對水產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目標有二：一是管理與

改造從業者，一是經濟運行領域的管控。政府以一套全新的國營體系為基幹，取

代了傳統魚市，構築起一套以專門設置的湖業管理部門作為實際執行者，包括漁

民產銷合作社、水產市場、水產管理站、醃魚加工廠與水產供銷公司等在內的整

體性管控系統。湖北的案例表明，國家強勢介入，取代了長久以來處於國家與漁

民之間的市場力量，試圖以國家控制並信任的「國營體系」，建立起相對冰冷的

「去人格化」統治關係，促使現代國家力量深入到湖區水域及流通環節。

關鍵詞：水產流通領域　社會主義改造　國家政權建設　漁民　湖北省

一　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政權開展了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本的社會經濟結構。農業、手工業與工商業等「三大改造」

向來是中國學術界與理論界主要關注的熱點問題，或討論某一具體個案，或

就「三大改造」中的某一行業進行分析，或是整體評價其得失1。近些年來，

學者開始關注牧區畜牧業、內陸民船業等以往較少受到矚目的地區與行業，

豐富了人們對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貌的認知2。然而略顯遺憾的是，迄今為

止鮮見有對水產流通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討論者。

本文討論的「水產流通領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涵蓋水產品加工與供應

等流通環節的整個市場體系，並不限於單純的實體市場。民國時期，眾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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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人群參與到各個流通環節中，靠近生產的一端為漁民群體。與農民種植經濟

作物類似，漁民主要面向市場進行捕撈作業，與市場有着天然的親近感。漁

民及魚客等各類運輸商販構成水產品的運輸力量，產品運送的終點是各級實

體市場，然後再經市場中的商販到達消費者手中。

對於新政權而言，水產流通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個系統工程，具有

多方面的目標：首先，它是整體性管控流動的漁民之一環，側重於對具體人

群的管理；其次，對流通領域的管控，除管理人群外，還涉及經濟運行層面。 

顯然，兩者的管理對象頗不相同：前者乃廣義的鄉村治理，但與一般農民相

比，漁民等水上活動人群的作業與生產具有較強的流動性，長期遊走於國家

統治的邊緣，使得國家管理的難度驟增；後者屬商業流通領域，同樣是以往

政權較少涉足的範疇。這種複合屬性，使得水產流通很難簡單地歸入「三大 

改造」中某一單獨的類別。

漁業有內陸淡水漁業與海洋漁業之分，本文討論的是內陸淡水漁業3。

就各內陸產魚地區來說，湖北省有「千湖之省」之譽，淡水漁業向稱發達，民

國時期的水產市場從基層魚市到漢口等大型市鎮的中心市場，類型多樣，從

業者從漁民、一般魚客與魚販，再到具有一定規模的魚行，人員眾多。因而， 

對這一背景進行考察，對於釐清建國初期內陸淡水湖區所面臨的各種共性問

題，以及其具體舉措的出台與轉變等過程亦有所裨益4。基於此，本文試圖

鈎沉史實，展示1950年代初期湖北省水產流通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路徑、策

略、複雜性及結果，以期能對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有一個更為整體的認識， 

並呈現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管理上與國民政府的不同及其達致的效果。

二　國民政府對水產市場、從業者的干預

總的來說，新中國所面對的水產流通領域現狀，延續自明清以來的軌迹， 

中間雖然經歷變化，至民國年間漸趨複雜，卻並未發生太多根本性的改變。

探討1950年代水產流通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當先明瞭中共政權所面對之現

實狀況。以下對民國時期所形成的具體面貌加以論說，實可在兩者的比較中

了解這一根本性變化。

（一）水產品流通的地方性與市場從業者構成

長久以來，由於人們有食用鮮魚的飲食習慣，加上水產品儲存、加工、

運輸技術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大部分水產品的銷售通常在本地或是鄰近地區

完成，以供當地民眾消費食用。清康熙進士查慎行《漢口》一詩，即有「魚蝦腥

就岸，藥料香過嶺」之詠5，這種鮮明的地方性，在客觀上形成了中共建政 

以前湖北省水產市場規模、市場網絡，以及從業者的具體構成狀況。1934年

《工商半月刊》的調查清晰地顯示，湖北省絕大部分的魚產都是運銷產地附近

或漢口6。運往漢口的魚貨大多供應城市民眾日常所需，外銷者並不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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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改造	

根據解放前魚行從業者的回憶稱，「（抗日至解放時期）武漢市魚行是不組織魚

貨外銷的。只有少數資本較大的魚販組織，這些魚販分布在天聲菜場、百子

菜場、華清街菜場等地」7。銷往外省的魚貨，最為通行的做法是將之製成 

乾魚或鹹魚，1950年的〈中南區土產參考資料〉即稱，「沔陽並盛行曬製乾魚、

乾蝦等。鮮魚多在附近各縣消耗，乾魚則有一部分轉銷陝西、河南、湖南、

貴州等地。每年約15,000市擔」8。漢口是湖北省最大的外銷市鎮，銷往外地

的魚貨多以鹽漬方式處理9。若想突破銷售範圍的局限，端在保鮮、加工與

運輸等技術的提升。

水產品銷售的地方性，使得民國時期湖北省市場主要分為三個層級，即

基層魚市、中級魚市和漢口等中心市場，大多數水產品運至中心市場便已完

成售賣，不復進入全國市場bk。衡量市場層級的主要標準是水產品的來源與

流向，其中，基層魚市與中級魚市的區別，在於是否有多餘的水產品流向上

一級的市場，中級魚市與中心市場的區別則在於市場中交易的水產品主要來

自本地還是下級的市場。不同層級的市場從業者，以及從業者與買賣雙方的

關係亦有所不同（圖1）。

基層魚市幾乎遍布於各產魚區，主要由漁民與購買者在集市中直接交

易，這是一種自有捕撈以來就長期存在的交易方式。多數漁獲物的消費亦是

通過這一級市場來完成。除漁民自行買賣外，在基層魚市中還存在一些魚

販，魚販「即零售商販，分為固定魚販和流動魚販。固定魚販手上資本微薄，

除零售外，還到餐館做生意，淡旺季都經營；流動魚販大多是旺季賣魚，淡

季賣蔬菜、瓜果或其他商品，以挑擔形式在魚行進貨，再到市場出售」bl。這

中級魚市

基層魚市

中心市場 魚行
銷

魚販 魚客

銷

銷
供 銷

湖區漁民

供

供

供

銷

圖1　建國前湖北省水產市場結構與從業人員圖

圖片來源：本文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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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些忙於日常生計的小商小販所構成的魚販，與漁民一起構築起水產品的銷售

終端。

在一些產魚量較大的湖區及某些水運交通繁盛之處，從事魚貨貿易的人

數頗多。由於漁業捕撈有着很強的季節性，在秋冬捕魚之季，大量魚貨的上

市使得交易規模有所擴大，明清以來在一些產魚湖區周邊便形成水產品集散

市場，甚至出現某些漁業專業型市鎮bm。這些市場中交易的水產品不只是滿

足當地民眾之需，而且有更多的產品進入更高級的市場。它們可歸屬為中級

魚市。大部分中級魚市亦是眾多基層魚市中的一員，本身承擔着基層魚市滿

足當地消費的職能，二者屬並列關係。

除漁民與零星魚販外，中級魚市裏開始有魚行的設置。就洪湖地區來

說，清末新堤有魚行二十一家，抗戰時期發展到二十五家，除新堤外，張家

大口、小港、汊河、峰口、沙口、張坊等地都有魚行。1949年，整個洪湖地

區約有魚行八十多家bn。魚行為官府設置的牙行之一種，領有牙帖以作合法

營業。在中級魚市內，魚行連接起漁民與市場，並由魚客將水產品運往更高

一級的魚市。

在湖北省，能夠稱得上中心市場的，似乎只有漢口、新堤、沙市與黃石

等數個大市鎮。漢口等市鎮成為水產品的中心市場，並不在於它們承擔起 

外銷樞紐的功能，主要原因還是這裏匯集了大量人口，擁有更大的消費市

場。當本地水產品難以完全滿足人們食用的需求，便開始出現各地魚客販運

魚貨到魚行的情形。中心市場裏，有魚行聚集魚貨，以批發為主；魚販直接

面對消費者；魚客則負責將各地的水產品運往市鎮，構成一個供與銷的立體

網絡。

在漁民、魚販、魚客與魚行等四類從業者中，漁民人數最多，他們既出

現在生產領域，亦活躍於流通領域中；魚販、魚客及魚行則專注於水產的流

通與銷售方面。由於水產品銷售的在地性，使得四者之間形成較為緊密的聯

繫。一方面，魚類鮮食的飲食習慣，使得銷售終端必須與產魚區保持緊密而

迅捷的聯繫。例如，由於魚鮮產量受上一年水勢的影響很大，漢口的魚行在

收購時，為爭生意、爭貨源，一般採取「包湖」的方式，即預先借錢給魚貨賣

方有關的人，「一是借給帶頭先生，轉借給漁民購置漁具等；二是借給魚客，

作為修船、置物和生活費用」。魚行扮演着類似「商業銀行」的角色，但借出的

錢沒有收回利息，受惠的漁民對魚行的回報，就是將魚貨送到給予資金支持

的魚行出售。為了保鮮，在銷售時，「魚行對魚販普遍實行賒銷，魚販賣後付

款」bo。魚行不僅提供貸款等資金幫助，「漁民生產必須的物質，如桐油、秀

油、麻線、網具、大鈎等，都是由魚行代辦或私商經營」bp，從而在魚行與漁

民二者間形成相對固定的「夥伴式」合作關係。

另一方面，作為生產者的漁民也需要將鮮魚盡快售予消費者，以避免腐

爛變質等損失，同樣對魚客與魚行有所依賴。需要注意的是，淡季與旺季的

捕獲量差距較大，使得水產品在不同季節進入市場的數量及市場層級受到影

響，也影響到漁民打交道的對象。一般而言，在捕魚旺季，漁民與魚客和魚

行的聯繫更為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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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政府管理水產市場的嘗試

民國時期水產品市場網絡以及從業者間的關係，是在政府停留於汲取社

會資源的層面，而較少干預市場的情況下形成的，抗戰勝利後則有所轉變。

1946年12月12日，湖北省政府收到國民政府農林部的公函，要求該省開辦魚

市場，並附有一份〈魚市場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辦法〉）bq。〈辦法〉開宗明義

點明政府設置魚市場的目的，是為「擴張銷路、平準市價、改良運輸，平衡產

銷」等。這些目的隱含的意思是一個現代國家試圖干預經濟運行、發揮國家在

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指導職能，顯示出國民政府與傳統王朝在本質上的區別，

尤其反映在設置魚市場的具體規定上。

首先，國民政府對於魚市場的改造，是以國家權力作為後盾，達致對水

產品買賣的控制。〈辦法〉規定除轉口水產品外，魚市場必須「為當地水產品第

一次賣買必經之場所」（第三條），並且「以官督民營為原則」（第八條），藉以

掌控水產品的買賣。這是自明清以來的水產交易領域中，首次出現將市場統

一納入政府控制範圍的統攝式做法。〈辦法〉規定，市場內售賣的魚貨「其定價

不得超過當地同等營業市價百分之九十，不敷之數得作正開支，每年年終專

案列報主管機關備查」（第七條）。此舉的目的，顯然是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增強

魚市場對於消費者的吸引力。政府在「賣」的一端使用行政命令，在「買」的一

端則依靠市場規則，試圖在買與賣兩端入手，建立起對魚市場較全面的控制。 

政府建立魚市場的用意，乃是旨在強化對水產流通領域的控制。從〈辦法〉所

見，在收入方面，魚市場的主要營利來自營業佣金（第四條）。支出項中，除

固定資產以及維持日常運行的各項開支外，有關「漁貸」、「漁民福利」等開支

的說明（第十四條），反映出它們取代原有魚行所承擔之「商業銀行」角色的意

圖。若依此執行，政府將剪斷魚行與漁民、魚客之間的情感紐帶，在城市中

以其控制下的魚市場，替代明清以來民間自主運行的魚行。

其次，〈辦法〉對城市與鄉村進行了區別對待。在魚市場的出資方面，〈辦

法〉規定：「一等魚市場資金由中央政府（官股）漁業從業人（商股）各佔百分之

五十」、「二等魚市場資金由省政府（官股）漁業從業人（商股）各佔百分之

五十」，與之相對，「三等魚市場資金由漁業從業人依組織合作社方式籌集之」

（第十四條）。魚市場設置為三等，其中特別市為一等魚市場；設於省會、普

通市區或漁業繁盛區域者為二等魚市場；設於縣城漁港或漁村者為三等魚市

場；並指明各級魚市場對應的政府管理部門（第二條）。對於城市與鄉村，國

民政府採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在城市內，由政府直接參股，與漁業從業人聯

合組成的魚市場，被定義為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類經濟組織；貼近漁

村與漁民的三等魚市場，以「合作社」的方式進行組織，交由民眾自我管理（第

九條）。但是，「漁民赴場集市並無魚市場之組織形式者不在此列」的規定（第

十二條），則顯示出〈辦法〉專注於城市的管理，政府並沒有與漁民直接打交道

的意願。

接到農林部的公函後，湖北省政府開始着手魚市場的設置。當省建設廳

召集有關法團商討設置武昌魚市場時，卻遭到「武漢兩市商會及武陽夏漁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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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會負責人」的抵制br。最終，國民政府的這一舉措在魚行、魚販等傳統市場力

量的抗爭下，在省政府所在地及最大的魚市場所在地漢口便已擱淺，宣告着

政府干預水產市場舉動的失敗，對水產市場的全面干預，則是在新中國成立

後才得以實現的。

三　中共建政後漁民產銷合作社與水產市場的設置

中共建政後，先期在廣大鄉村中忙於土地改革及對農民的動員與組織，

對漁民群體尚無暇立刻顧及。1952年初，湖北省水產局（前身為湖業管理局）

副局長孫俠夫回顧建國初期的情形時即稱：「行政上因為要抓緊土改，對於湖

改就放下了，因此漁民沒有組織，也沒有教育，以致漁民長期得在封建剝削

之下，得不到提前的翻身，因此工作者失掉漁民群眾的依靠，孤軍作戰，勞

而無功。」bs土改開始後，湖北省政府很快意識到此問題，開始試圖改變漁民

的這一狀況，作為漁民與湖區水域管理的重要一環，水產市場設置的問題提

上工作日程。

（一）側重基層管理的漁民產銷合作社

建設水產市場的開端，着眼點是在管理漁民的層面。1950年2月20日，湖 

北省政府通過〈某某縣某某湖湖業產銷合作社章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bt， 

兩個月後的4月26日，武漢市工商管理局才頒行〈武漢市水產市場服務部交易

暫行辦法〉，開始介入水產流通領域ck。建國初期，在鄉村建立起對廣大民眾

的直接統治與管理，是中共政權主要施政理念之一，處於以往政權統治邊緣

的漁民群體，此時亦被納入到統治序列當中cl。由於漁民主要是面向市場而

生產，政權若要實施管控，對其銷售的管理便與生產管理同等重要。〈草案〉

稱，漁民產銷合作社由漁民自願入股參加，它將產與銷結合起來，幾乎涵蓋

漁民整個經濟活動，並且為漁民購買日用必需品，承擔起以往魚行的義務，

顯示出政府主導設置合作社，希望以之替代原有的魚行。〈草案〉明確指出，

漁民產銷合作社以「免除剝削⋯⋯促進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為目的」，日後這

一「消除封建剝削」的宗旨為湖北省領導層反覆強調。所稱之「封建剝削」，不

僅指「湖主」、「湖霸」，而且包括明清至民國時期承擔起漁民與市場聯結作用

的魚行、魚客等所有窒礙新政權直接統治的中間層（下詳）。

1950年6月19日，在湖北省政府第一次湖業聯席會議上，省政府副主席

王任重在大會報告中進一步申明建立漁民產銷合作社的目的及具體方式等。

他站在水產流通領域的角度談合作社，反映出省政府試圖在管理漁民層面用

力，從「產」的一端入手，延伸至「銷」的一端。針對流通領域，省政府規定漁

民產銷合作社「只收1%到3%的手續費」，準備採用市場競爭的方式取代魚行， 

而非行政命令cm。如前所述，正是在魚行等傳統市場力量的抵制下，國民政

府干預魚市場的企圖才沒有實現。相比之下，新政權從一開始便拿這些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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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開刀，剪除歷史上所形成的魚行、魚客與漁民的情感紐帶，進一步在流

通領域內建立起對漁民的直接管理。在上述國民政府〈辦法〉中，同樣有着基

層魚市交由漁民合作社自行經營的規定，新政權延續這一精神，所不同的是

該項〈草案〉配合漁民的編組，以及成立漁民協會、設置湖業管理局這一專管

部門等措施，構築管理漁民的整套體系。由此，黨國將統治的觸角推至廣大

湖區。

如果說王任重的講話偏重於漁民一方，那麼在該次會議上中南局輕工業

部水產管理處（以下簡稱「中南水產處」）幹部楊汝梅的報告則直接指向水產 

流通領域的銷售環節。他在報告中說：「為了取消中間剝削，我們要創立水產

市場，它可以調劑供求，平衡物價。又為了提高生產量，提高魚價，要實行

冷藏加工，發展運銷。這就是要建立水庫與醃魚廠的問題，例如重慶、北

京、天津、西安市面上是很缺乏魚的，假使我們能運到那些地方去，就可以

做到調劑有無，刺激生產。」cn他的報告與王任重的講話在本質上並沒有區

別，兩人分別強調的是水產流通中的生產與銷售兩個環節，在某種程度上 

形成互補。就漁民而言，無論在哪裏捕魚，總歸是要拿去市場上銷售；政府

以水產市場為據點，「控制魚的銷售」co，能夠更為有效地掌控整個流通領

域。湖北省的漁民以半農半漁者居多，作業有着較強的流動性，他們大多是

前往外地湖區作業cp，因而以純漁民為主的合作社很難做到同時有效地掌控

半農半漁者與純漁民，以及本地漁民與外地漁民，更何況產與銷的實際狀況， 

仍需借助湖區宗族所控制的魚行cq，來承擔水產品的流通與銷售環節。這種

狀況下，在湖區進一步建設水產市場，意在貼近於生產源頭的湖區基層，以

其為節點，再與漁民產銷合作社相配合，在水產流通領域中形成管理漁民的

「兩隻手」。

不過，中南局的考慮明顯表現出兩點不同，其一是着眼於全國，其二是

偏向於城市。前者是希望克服以往水產銷售範圍的限制，將本地水產輸往外

省，以供應更大的全國市場，這就使得「發展水產」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

為政府追求的目標。後者對城市消費端的強調，表明政府高層已經開始將關

注的目光從鄉村轉移至城市，鄉村的定位轉換成為城市服務的角色。質言之， 

雖然目前的工作重點放在鄉村，但着眼點卻是為了日後城市的需要。楊汝梅

報告中有關冷藏、加工等「發展水產」的指示，一方面顯示出政府高層對於水

產業有着涵蓋生產、供應與分配的通盤考慮，意圖將其統一納入政府的管制

範圍；另一方面也是在內陸湖區中首次出現政府推動水產業發展的嘗試cr。

湖北省政府與中南局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反映出政府在水產流通領域中，面

臨具體人群與經濟運行領域的雙重管理目標。

（二）具有行政與營利雙重性質的水產市場

1950年10月，湖北省農林廳「依照中南區國營水產市場組織通則草案精

神並結合本省湖區實際情況」，擬定〈湖北省水產市場組織規程草案〉（以下簡

稱〈規程草案〉）cs，試圖建立一套新的水產市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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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首先，在水產市場的性質上，〈規程草案〉強調水產市場乃「國營」屬性，

又規定：「水產市場是水產機構之一部分」，「由省湖葉〔業，下同〕局統一領

導，惟在辦理初期為使葉務便利，得委託當地湖葉局領導」（第三條）。省內水

產市場由湖業管理局領導，體現出行政機構的色彩，其組織架構即以行政機

構的方式進行設置。市場中還專門設立「水產評價委員會」，以執行上述中南

局所要求的「平衡物價」的職能。調節魚價而不是交由市場自行定價，體現出

政府對於經濟運行領域的干預，對於這一國民政府試圖用力卻又無功而返的

領域，新政權再次嘗試，以推進現代國家建設的步伐。

水產市場負有管理漁民的銷售環節、改造魚行、制定市場價格等行政職

責，這是水產市場定位為行政機構的內在原因。同時，它又要取代傳統魚行

角色，為漁民銷售提供中介服務，具營利組織性質，因而水產市場實際上集

行政機構與營利組織於一身，具有雙重性質。根據〈規程草案〉，作為行政機

構，水產市場沒有獨立的財權，服務費等收入歸上級行政部門掌握，各項開

支等亦須得到批准（第五、六條）；並且，工作人員屬於財政編制，從政府行

政開支中領取工資（第七條）。這些規定說明，水產市場的性質正是以行政機

構的方式辦理經濟事務。

其次，在具體規定方面，新政權基本延續國民政府建立魚市場的方案，

但執行力更強，準備直接在湖區設立水產市場。為落實這一設想，〈規程草

案〉指明：選擇「本省洪湖、汈汊湖兩個重點湖區先行籌設水產市場」，作為試

點，「創造經驗、逐步推廣」（第八條）。在〈規程草案〉設想的業務範圍中，「水

產品第一次交易必須由市場行之」，與國民政府的規定相同，均是以國家權力

為後盾，對市場進行監管，但具體目的的表述則從「平準市價」，轉變為「集中

交易，掌握市場」、「調節產銷，掌握價格」（第四條），明顯地表露出政府在國

家經濟運行中的角色從監督者強化為全面的掌控者。「調節產銷，掌握價格」

是為建立起「城鄉關係之紐帶作用」（第四條），亦是為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南局

強調城市消費端的意圖。

在〈規程草案〉規定的交易方式中，第一種「代售拍賣」，是以國營水產市

場取代傳統魚行角色；第二種「經許可後貨主自行出售」的交易方式中，「貨

主」包括普通漁民、某些保留下來的魚行，以及政府主導設置的漁民產銷合作

社等。第一種方式便於直接控制交易環節，政府當更屬意於此，只是在現實

狀況下，短時間內難以完全消除魚行等力量，遂不得不保留自行交易的內容。 

如同傳統魚行一樣，水產市場代客交易時要收取服務費。關於服務費的標準， 

〈規程草案〉中沒有填寫，在上報給省政府時將之暫定為7%ct。

此外，國民政府在〈辦法〉中強調各方出資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置辦冰藏設

施（第五條），雖然在上述中南區報告中也提到要置辦各種設施，但在〈規程草

案〉中卻沒有這方面的明文規定。這種安排應當有其現實的考慮。一方面，並

不是所有水產市場有能力和有必要置辦這些設施；另一方面，政府還準備建

設醃魚加工廠等（下詳），以弱化水產市場的保藏等職能。在政府的通盤計劃

中，水產市場只是作為政府管理水產流通領域之一環，而不再像民國時期的

魚市場那樣是政府管制水產流通的唯一着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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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踐中的統制：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的興革

1950年11月，〈規程草案〉在報送批准後，湖北省政府決定「擬先在汈汊

湖、洪湖兩重點湖區先成立上項市場，以作典型實驗，並在各湖區設立水產

站，次第推行」dk。1951年1月14日，新堤（即洪湖）水產市場成立；2月1日， 

黃石市水產市場成立；4月14日，沙市水產市場成立。不僅如此，截至5月底

的不完全統計，各專縣還陸續建成水產管理站九十六個dl。

（一）設置水產管理站與取消魚行

水產管理站的設置是水產市場的進一步延伸，組織架構與水產市場基本

相同。在1951年3月舉行的湖北省第三次湖業會議上，湖北省水產局明確「在

水產品重要產銷地區設立水產市場（必要時將設分場），次要城鄉設立水產管

理站統一管理水產品交易，發展水產事業」的方針dm。水產管理站的設置，實

質上打破了基層魚市由漁民產銷合作社自行辦理的最初設想，合作社就成為

單純的漁民自行管理組織。水產管理站對應着明清至民國時期位於湖區的基

層魚市，水產市場則相當於建國前的中級魚市。新政權以政府設置的各級市

場覆蓋原有的市場體系，再結合漁民產銷合作社的設置，以及漢口等中心城

市水產市場的改造，基本上便可掌控水產品流通的各主要節點。

根據1950年湖北省湖業管理局的〈工作總結〉，與水產市場相同，水產管

理站的設置首先是為了「取消封建魚行剝削，減輕漁民負擔」，而且「我們也可

藉此了解各地漁產的確實產量及魚的種類統計，這是研究水產改進魚種的最

要緊的材料。復可在交易中代徵湖稅，避免偷漏，也省得我們的幹部成天的

為稅收而影響到生產工作的進行與漁民組織教育工作」dn。言下之意，政府可

以依靠水產市場與管理站掌握漁業生產的整體狀況，還可以有效完成湖區徵

稅任務，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由此更成為徵稅機構。

作為取消魚行的先聲，省政府在1950年展開魚行、魚販的普查工作，統

計出全省魚行數421個，魚販數3,209戶。在調查中，他們發現「造成了生產者

與消費者的中間剝削」的魚行與魚販是有區別的。因其「剝削方式」不同，魚行

又分為都會城鎮的魚行以及各湖區的魚行，前者「以代客買賣，換取佣金，多

半尚有任客投行的活動，不能額外的壓榨與剝削」，後者「大半為惡霸湖主所

獨攬，有□人的大秤，和任意支配的價格，並且壟斷湖區，使漁民不敢自賣一

斤一尾」；魚販絕大多數則為農村貧民或城市貧民do。在鎮壓少數「罪惡嚴重，

民憤很大的魚行行霸」後，政府決定對一般的魚行行主以及魚販採取利用、限

制、改造的政策dp。

在前述1950年的湖北省政府第一次湖業聯席會議上，王任重明確了要以

市場的方式逐漸取消魚行，從而允許魚行短時間內繼續存在。在全省第三次

湖業會議上，他重申此點，並詳細闡明採用市場手段的原因及具體做法 dq。

首先，王任重仍然站在管理漁民的角度，指出當前漁民面臨兩大問題，一是

「湖主的封建剝削」，這在湖泊收歸國有後得到解決；二是「魚行的剝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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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表現為「漁民賣魚時，要受到魚行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的中間剝削」，解

決方法是保持水產銷路和取消魚行雙管齊下。針對具體工作中，「我們同志多

數是考慮第二個問題，以為當前主要的問題是取消魚行」，他指出，「我們取

消魚行的事容易辦，可是我們沒有把銷路問題解決，漁民的魚都臭了。那是

雖然封建的剝削取消了，漁民因為魚無處賣，他們還是要痛駡我們的」，因

而，「魚行的剝削是要取消的，但是一下子不可能取消」。他認識到流通領域

對於漁民的重要性，由此點出允許魚行暫時存在的原因。

那麼，如何用市場手段取消魚行呢？王任重指出這一工作分為兩個步

驟，首先是領導、改造魚行，涉及對具體人群的管理；其次是建立水產市場

與管理站等「我們的交易所」，亦即對商業流通領域的管控。關於應該怎麼領

導、改造魚行，他強調要對魚行佣金、所使用的秤，以及水產品的價格進行

限制。這是因為在前期的調查中，政府發現收取較高佣金、收魚時使用「大

秤」和壓低收購價格，是魚行剝削漁民的三種主要手段，對此加以限制，可以

有效保護漁民的利益，同時提高政府在漁民中的威信。在魚行改造後，從業

者可以「慢慢的轉業到加工販運上來」，從而達到對具體人群的社會主義改造

目的。不過，這些方法仍非完全意義上的市場手段，而是以國家力量為後盾

的溫和措施。這種對市場進行的限制與規範，乃現代國家調控經濟時普遍採

用的手段，按照省水產局的說法，此乃「管制」手段，而非「統制」dr。

當說到如何以「我們的交易所」去取代魚行時，王任重主張採用較低的佣

金這種較為純粹的市場競爭方式。關於佣金的具體數額，前文提到湖業管理

局曾暫定服務費的標準為7%。在第三次湖業會議上，省農林廳進一步明確，

「水產市場或水產管理站對水產品交易得收取管理費（賣方），其費率最高不得

超過3%-5%，根據為漁民服務的原則，管理費爭取逐漸減低，以減輕漁民負

擔」ds。表面上，「管理費」或「服務費」應當都是「佣金」的不同說法而已，所

收比例亦是規定最高的收費額度。相比而言，國家制定的佣金比例的確在形

式上讓漁民獲得一定的好處，如省水產局指出，「這樣一般漁民反映，我們水

產市場與水產管理站確實減輕了他們的負擔」dt。

（二）具體實施中的弊端

然而，這些看起來充分考慮漁民利益的規定，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產

生了事與願違的後果，從而引發民眾的不滿，並以管理費的收取為矛盾焦點

而展露出來。事實上，管理費並不等同於「佣金」，幾乎全省所有的水產市場

與管理站針對賣方（主要是漁民），分別以「管理費」與「服務費」兩種名目來徵

收「佣金」。服務費是在提供水產品交易的中介服務之後，分別由國營的水產

市場和管理站以及私人魚行各自按規定比例收取。管理費則不然。原本管理

費也應當在交易時按比例收取，現實狀況卻是只要進入市場，漁民就必須交

納，如1952年5月的一份檔案文件提到，「現在沙市是一律要繳百分之二的管

理費，才准到市場交易」ek。前已述及，湖北省位於湖區的基層、中級魚市主

要是滿足本地消費，大量的交易並不需要通過魚行等中介進行，而是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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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漁民與消費者自行完成，這意味着原本不需要交納佣金的漁民，被迫額

外付出。檔案中並沒有說明「百分之二」是以甚麼作為基數，但不難想像應為

漁民當天攜帶進入市場的水產品總量，而非實際交易量，無形中又增加了漁

民的負擔。如此，「管制」成為實質上的「統制」。

省水產局在1951年11月的工作報告中稱：「水產場站交易制度與交易種

類有些混亂。交易制度方面，有通過管理在站買賣的，有的通過管理自由買

賣的，也有不加管理聽任經紀人買賣的」，可見他們事後認識到實際交易狀況

的複雜性，而且還發現，不僅僅是魚貨，凡是進入市場內的所有水產品，大

到野鴨藕蛋，小到蘆花湖草，均須交納管理費，「使漁民反映我們將稅改為

費，影響政府威信。沙市的漁民及商販前段都提水產市場意見，這是一個嚴

重教訓」el。

這種狀況的形成，出自政府對水產交易場所的壟斷。前述政府規定了 

第一次水產交易必須在水產市場或管理站中完成，使得漁民沒有其他合法渠

道出售魚貨。由於水產市場與管理站具有行政機構的性質，憑藉行政權力收

取管理費，變成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甚至在省政府準備取消管理費時，「水

產局有些幹部不同意，他們唯一的理由，就是用收管理費來養活自己」em。關

於籌建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的設想，王任重保持務實的穩健態度，他曾經強

調：「建立水產市場（站）的步驟先從大的市場去辦，一開始不要辦的太多，一

個縣先辦一個，一個辦好了，辦兩個，兩個辦好了再辦第三個，這樣的逐步擴

展。」en現實狀況卻是「因為幹部對市場及管理站的認識不夠，以為是爭取收

益，普遍建立」，正是在利益驅使下，水產管理站在湖區迅速鋪開，從1951年

5月底的96個，至年底達到116個eo，再至1952年初，「水產管理站直接站（沒

有牙行在內）66個，間接站（有與牙行合辦的）159個」ep，共計225個。

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發展過快，不僅增加漁民的負擔，也給政府帶來管理

上的困難。第一個問題便是如何明確水產管理站的管轄權。省以下的湖業管

理部門一般設置到縣一級，受「上級湖業局之行政業務」與「當地黨政機關之政

治群□〔群體〕」雙重領導，在當地處於一個相對獨立的位置eq。對於設在重要

產銷地區的水產市場來說，由於它們數量有限，大多位於主要市鎮，並且具

有一定規模，在行政成本及人員配置方面尚能做到有效應付；但在廣大貼近

於湖區且人員配置較少的水產管理站，面對大量而分散的漁民，若沒有更基

層政府的協助，則難免有應接不暇之感。為加強對水產管理站的領導，1951年 

6至8月間，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兩度簽發政府令，確定了水產管理站

接受縣以下所在的區政府領導er。區政府更為貼近基層民眾，對水產交易可

進行相對實時的監管。與此同時，水產管理站亦正式定位為行政單位，為「當

時水產行政部門下屬的主要業務管理單位」es。

對政府而言，更為關鍵的是，水產市場與管理站「普遍建立，結果控制不

了，而假手舊魚行經紀人經營，使這些人繼續騎在漁民頭上。這種現象現在

各地間接經營的水產管理站普遍存在」。本來為取代傳統魚行而設的水產市場

與管理站，實際上卻使傳統魚行的存在更加合理，顯然有違政府初衷。另外， 

各地水產部門為了爭利，競相設站，強令流動作業的漁民到本站交易，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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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引起不同地區基於本地及本部門利益而產生的行政管理混亂，有檔案即稱，

「水產管理範圍不明確，整體觀念不強，彼此互爭設站引起糾紛。這在武湖及

新隄〔即新堤〕洪湖間爭執設站，強行收購魚貨情形可以證明」et。

除強收管理費外，水產市場與管理站還在另外兩個方面執行着行政職

權，同樣引發矛盾。其一，水產市場與管理站被賦予代徵湖稅的職能，據當

時文獻稱，「水產管理站在1951年上半年度的水產品交易中，協助稅務部門徵

收湖稅或代扣湖稅，曾引起漁民不滿，誤以為是多收管理、服務費」fk，似乎

存在着管理費與湖稅混為一談的情況，使得管理費的收取有了更加正當的理

由。其二，水產市場與管理站設有價格評議委員會，具有制定價格的職能，

然而水產局發現，「現在荊州專區是水產站定價，不准賣高賣低，是脫離群眾

的」fl，質言之，這種規定價格的行為有違市場規律，破壞了正常的水產品交

易。1951年11月全省第四屆水產會議上，省水產局在工作報告中反映出民眾

的抗爭：「部分地區強調集中交易，掌握魚價，但由於條件不夠，商販罷市，

漁民叫苦，例如黃州團風發生過攤販不合作現象，監利使漁民站在空場賣魚， 

風吹雨打太陽曬，活魚曬成死魚，死魚曬成臭魚，均應該注意改進。」fm

除上面提及的幾個具體事例外，有關民眾不滿的記載往往只是泛泛而談， 

現實情況顯然要比檔案中的表述嚴重得多。1951年12月，王任重前往荊州、

沙市檢查工作，發覺到問題嚴重。8日，他還在考察途中，就將一份詳細的報

告從荊州發往省政府，內稱：「水產局以搞生產為主，但水產局又在各地設了

管理站、水產市場，收管理費者，一方面佔去了三分之二的幹部，對水產生

產上起的好作用不大，有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漁民負擔（變相稅收），引起群眾

不滿。」原本應該以發展水產經濟為主要任務的水產局，利藪所在，大部分的

幹部卻跑去水產市場與管理站收取管理費。為此，他質問道：「難道搞生產不

能養活（自己）嗎？」，隨即提出，「所有水產站水產市場應一律取消，管理費

一律取消，凡公營魚行則交工商科或當地區鎮政府領導，公私魚行只准收 

百分之三到五的佣金，允許漁民自由買賣，可不經過牙行」fn。

（三）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的撤銷

王任重的報告發出後，李先念核批：「任重同志對水產的意見完全正確，

只有這樣辦理，水產才能發展，否則勞而無功。」fo1952年初，省水產局決

定，原設立之水產市場與管理站自1952年1月起交由各當地工商部門領導經

營，其中，水產市場的業務由商業廳成立的水產交易所負責，各水產管理站的

業務交由漁民產銷合作社辦理；各水產市場與管理站不收管理費，只收百分

之三的服務費，個別地區私人魚行，佣金不准超過百分之五，爭取普遍取締私

行，減輕漁民剝削fp。這種狀況大致上回到王任重最初的設想，即以漁民產

銷合作社從基層入手，分別從基層產銷（合作社）和市場銷售（公行）入手，通

過相對市場化的「管制」手段，而不是將行政權力進行變現的「統制」行為，以完

成對水產流通領域的管控。水產市場與管理站褪去了行政機構的色彩，成為

單純的國營營利機構。相對而言，這一設想更為符合市場的運行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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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報中南軍政委員會財委和中央農業部時，這個決定卻遭到否

決。省水產局接到中央農業部水產處1月7日的電函，稱：「本部認為魚市場

是水產行政管理機構之一，且屬中央既定方針，該省不應自行變更，影響 

統一」，敦促湖北省加以改正fq。面對來自中央的壓力，李先念以湖北省人民

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名義，一方面將本省實際情況，以及貫徹水產系

統以生產為主的工作方針、取消水產管理站及管理費等意見，於24日以〈財經

計水字第二一〇號〉呈報中南軍政委員會財委鑒核，並抄致中南農林部；另一

方面仍依據中央農業部水產處函示精神，保留本省最大水產市場之新堤管理

站作為試點，試圖在本省現實狀況與中央政策之間尋求平衡fr。

由於一直沒有得到正式回覆，湖北省政府仍然按照李先念的指示，在停

辦所有水產市場與管理站之後，於8月13日重新開設新堤水產市場fs。新堤

水產市場的管理費與服務費由5%降到3%，但在8、9、10三個月的管理經營

中，漁民並沒有認可這一市場，因漁民的魚貨多在場外銷售，致使市場收入

甚微，三個月僅收入1,791元（人民幣，下同），而支出卻達到2,103元，經濟

上入不敷出ft。至當年11月，結合中央及中南局開放初級市場、活躍經濟的

決定，省政府藉機再次將新堤水產市場結束gk。自1952年新堤水產市場撤銷

後，至1957年，曾經作為「水產行政管理機構之一」的水產市場與管理站並沒

有得到恢復，這一時期各地的水產品集市移交給工商部門進行管理gl。

五　國營水產流通系統的運行

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的撤銷，並沒有妨礙中央政府對於水產業的整體性設

想。國家構築起一套管理水產業的整體性體系，涵蓋從捕撈生產，經運輸流

通，再到銷售與分配等各個環節，水產流通領域只是其中一環。流通領域中， 

水產市場與管理站亦只是當中的一環，便利

於政府在流通銷售的節點上進行管控。此

外，在該領域發揮作用者，還有漁民產銷合

作社、介於生產與流通之間的醃魚加工廠，

以及專職運銷的水產供銷公司等。這個體系

的實際執行者，正是專門設置的湖業管理部

門。當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移交後，商業部門

成立的水產交易所繼續履行「公行」的職責，

與此同時，醃魚加工廠、水產供銷公司開始

發揮更大的作用（圖2）。

按照省水產局的說法，「重點地區的水產

市場、加工廠、省水產公司等一系列的設置， 

在葉務上是有他的連貫性，只有這樣的配合， 

才能互相呼應，互相幫助，在偉大的經濟建

設中才能對水產工作發揮推動作用」gm。這

圖2　建國初期國營水產流通系统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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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本文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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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是政府所設想的理想狀態下系統良好配合運行的圖景。如同水產市場與管理站

的國營性質所顯示，這個體系的基幹是國營單位或部門。這套國營系統是在傳

統市場體系之外重新建立的一個新系統，其建立與新政權的主要任務相關。

（一）國營醃魚加工廠與水產供銷公司的建立

作為後起的現代國家，快速發展國民經濟是當時檢驗政權合法性的一大

考題，在中央政府看來，傳統的經濟運行方式並不能達到這一目的。1951年

湖北省湖業管理局改名水產局，便是要以「發展水產」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

建設」作為主要工作內容。如前所述，水產品的市場流通具有較強的地方性，

要想突破這一局限，需要保鮮、加工與運輸等技術的提升，因而醃魚加工廠

開始在新的水產流通系統中佔據重要位置。在談到建立醃魚加工廠時，省水

產局稱，「為保持魚的價值，延長存放時間，本省民間醃魚散戶甚多，不過他

們的方法極為保守，不知道研究改良，同時分散經營，成本甚高，我們應選

擇魚市集散地區，設立加工廠，先吸取舊的經驗，逐步改進，並向中央請配

漁葉用鹽，以降低成本」gn。以相對工廠化的現代方式進行加工，比起各家各

戶自行加工，加工廠在生產效率方面顯要更勝一籌；由於鹽是專賣物資，政

府對醃魚用鹽的統一調配，使加工廠的生產更易得到保障。

在建立國營水產市場的同時，湖北省成立了專門的國營水產供銷公司，

肩負起取代魚客等傳統運輸商人的作用。王任重在全省第三次湖業會議上明

確指示，「我們水產局辦水產供銷公司、加工廠，但我們要側重辦運銷，供給

部分以後再辦。運銷公司辦起來後，就可以領導合作社把運銷業務辦好。過

去土產公司也兼辦部分水產，但是因為土產太多，對水產方面的收購運銷無

力兼顧，所以要來專辦水產運銷公司」。這一講話指示了水產供銷公司和加工

廠建設的側重順序。對於需要着重建設的供銷公司，王任重則強調要以企業

化的方式進行經營：「我們辦運銷公司與加工廠，一律採經濟核算制度，原則

是資金少，用人少，開支少，周轉快，賺錢多。公營的企業，大家往往不考

慮盈虧，大家是供給制，認為賺錢與賠本自己總是一一五斤米〔工資的收入固

定，不會因為增收或賠本而影響到工資〕，所以要求人員多排場大。私人的營

業就不同了，必定是精打細算，能不用人就不用人，一切自己去幹，如何使

經營多，開支小，賺錢多為原則。因此我們辦運銷公司與加工廠也要採經濟

核算制度，我們的資本不多，經營不好，很會失敗的。所以一定要求：用少

的錢少的人去辦多的事賺多的錢。真正的做到企業化，自給自足。」go顯然，

他從一開始便對國營企業可能存在的弊端有所警惕。

在會議上，中南水產處亦指出，「對漁民產品謀銷路也是一個主要問題。

因為魚是鮮的東西，保存上受有限制，不比紗布，所以過去貿易公司或土產公

司都不願意經營這項業務。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組織水產供銷公司，直接來替

漁民辦理水產供銷事宜，同時中央已籌撥了大量貸款協助我們經營」。與對待

水產市場的態度有所不同，在成立水產供銷公司方面，省政府與中南局的態度

頗為一致。不過，如同堅持建設水產市場一樣，中南局的着眼點仍是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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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有些甚麼水產品可以供銷外地」gp，希望水產供銷公司在運銷魚貨上能夠

突破以往的市場局限，覆蓋更多地區，從而超越傳統魚客的運輸能力。

此次湖業會議後，1951年4至8月間，湖北省內先後成立了荊州、孝感兩

個專區水產供銷公司，並同時在黃岡、孝感、荊州三個專區的重點產魚區設

立六個供銷站gq。開辦的經費來源是由省投資固定資金10億元，另由漁貸項

下調撥業務活動資金5.28億元，實行企業化gr。同年5月，湖北省與中南局的

水產管理處「為了集中人力財力，避免機構重疊，合組中南區的水產供銷公

司，地點暫設中南水產處」gs。

與此同時，建設醃魚加工廠的工作並沒有落下。早在1950年9月，為了

醃製乾魚運銷外地，省湖業管理局便「擬在洪湖設甲等醃魚場一個，在黃梅 

下□、大冶梁子湖、漢川汈汊湖、天門沉湖、黃陂武湖，等□□各設乙等醃魚

廠一個。另於武昌、鄂城、黃岡、浠水、蒲圻、沔陽、江陵、公安、荊門、

□□等□□□□當湖區，各設丙等廠一個」gt。1951年6月，省水產局在新堤設

立醃魚加工廠，專縣亦先後在魚貨集散地設置了十五個加工廠，1951年全省

共醃製乾魚13,030擔，同時發動並幫助群眾醃製了269,256擔乾魚，解決了

564,572擔鮮魚過剩問題hk。

（二）國營水產企業對傳統流通領域的替代

與受到限制、打壓的私人魚行、魚販相比，作為國營企業的醃魚加工廠、 

水產供銷公司，理所當然地獲得了政府資金與物質的支持。1951年，中央發

放漁貸200億元給中南局，其中「四十億漁貸給湖北，外省大批魚鹽⋯⋯魚鹽

將來主要是貸給國營加工廠，漁貸是通過供銷公司去進行，這樣可使那些貸

款實物獲得一些效果」hl。此消彼長之下，國營水產企業開始在水產流通領域

中佔據愈來愈重要的位置。雖然說水產市場與管理站的撤銷，使政府失去了

一個重要的控制節點，但得益於眾多國營企業的建立，國家逐漸強化對整個

水產流通領域的掌控。

1951年，江陵岺河口漁業從業者曾有過一次針對水產管理站的罷市活動， 

「在我們成立水產站時，封建魚行曾糾合魚販及醃魚散戶，在魚的過剩季節對

市上的鮮魚不運銷不收購，這樣他們堅持一個月的時間，因為荊州專區水產

局在經濟上支持當地加工廠，當地鄉長在行政上給水產站幫助，岺河口水產

工作得以順利的展開」hm。雖然檔案中並沒有說明「當地鄉長」採取哪些行政行

為，但這一狀況仍顯示，要達到預期的管控目的，絕不僅僅是單純依靠經濟

手段，對具體人群的社會管理同樣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實際上正是

利用兩者的相互配合來實施改造運動。

前已言明，湖北省政府建立漁業產銷合作社及水產市場，一個着眼點就

在於管理漁民，由於水產的收購需要與廣大漁民進行對接，在水產供銷公司的

工作範圍中亦承擔着該項任務。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專區水產供銷公司

組織通則草案〉規定，水產供銷公司的業務範圍包括：「一、供應漁民生產與

生活資料，減輕居間剝削；二、收購與推銷漁民生產品，在適當價格調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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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申請上級公司以聯營方式推銷水產品。」hn除了對接漁民以外，遵照

王任重的指示，水產供銷公司應吸收原有的魚客與魚行從業者，使之成為國

營水產企業職工ho。

另一方面，水產供銷公司並不是單純的運輸企業，其業務的開展涉及收

購、運輸及供應等多個環節。在收購方面，水產市場與管理站制定了具體價

格，「魚價由水產公司掛牌，魚賤則收魚，貴則賣，以調劑供求，但亦不能終

止買賣雙方自由議價」hp，當這些國營水產市場與管理站撤銷後，水產供銷公

司仍繼續履行着「價格調節」的職能，協助政府完成在水產流通領域中的管制。

1954年底，省水產局在總結建國五年來水產業的管理成效時認為，經過

幾年的努力，對於水產業的管理已經取得成效hq。1955年6月，省政府決定將

水產供銷公司併入土產公司，劃歸商業部門的名下管理。在湖區社會中，隨

着黨將統治的觸角推至廣大湖區以後，水產流通領域已經逐漸褪去了「特殊

性」的外衣，成為社會主義中國商業管理領域中的普通一員。

六　結論

有關社會主義改造的先行研究大多注意政府對產權關係的改造，卻忽略

產權關係改造過程中對傳統行業生態的改造。湖北水產流通領域改造的個案

表明，社會主義改造既是產權關係的變革，亦是原有行業生態的改易。新中

國成立後，國家強勢介入，取代了原本處於國家與漁民之間的市場力量，試

圖以國家控制的國營體系，建立起相對冰冷的「去人格化」統治關係。相對而

言，分散的人群更利於國家的統治。在蒂利（Charles Tilly）總結的「科層式」、

「合作式」與「信任網絡式」三種組織方式中，中共政權正是以「科層式」取代原

本的「信任網絡式」hr。湖北省水產流通領域的改造切斷了明清以來的歷史軌

迹，民國時期，國民政府雖然嘗試推行政府主導的魚市場，但計劃遭到擱

淺，新政權則以現代國家力量深入到湖區水域及流通領域的生產、銷售環

節。改造過程有着雙重意義：其一是民眾與國家的關係，呈現出類似於滕尼

斯（Ferdinand Tönnies）論述的，民眾從一個生活於社會倫理秩序中的「真實的

與有機的生命」，抽象為「想像的與機械的構造」hs；其二是以一種國有的現代

化系統取代傳統市場體系。前者對應於具體人群的管理，後者對應的則是商

業流通領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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