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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步入了电气时
代。1866年德国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到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
电器开始用于代替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能源。随
后，电灯、电车、电影放映机相继问世，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90年
代意大利人马可尼试验无线电报取得了成功，随着电器的相继诞生，人
们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方便，人们开始
使用电话和电报进行联系，联系更加紧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7%81%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8%B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9D%E5%B0%94/30483


背 景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
诞生，90年代柴油机创制成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
具的发动机问题。80年代德国人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等
人成功地制造出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汽车、远洋轮船、
飞机等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
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生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5%B0%94%C2%B7%E5%BC%97%E9%87%8C%E7%89%B9%E7%AB%8B%E5%A5%87%C2%B7%E6%9C%AC%E8%8C%A8


背 景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资本
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加强，推动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促进生产和资本的
集中，少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挤垮大量技术落后的企业。生产和资本的集
中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垄断。在竞争中壮大起来的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之
间，就产量，产品价格和市场范围达成协议，形成垄断组织。卡特尔、辛
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是四种垄断组织形式。垄断产生后，企业的规模
进一步扩大，这自然会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它也使技
术发明和改进的过程社会化了。资金雄厚的垄断组织能够提供条件，使科
学技术研究能够更大规模和更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科技研究取得的新成
果，也能够较快地运用于生产。托拉斯等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出现，更有
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切都为生
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垄断的出现，实际上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644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443778&ss_c=ssc.citiao.link


背 景

资本主义世界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主义阶段，随着垄断组
织的不断壮大，许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吞并和破产，到20世纪初，机
械大工业高速发展，生产资料掌握在垄断组织手中。此时的美国，工
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大机器生产成为基本的生产模式。由于生产资
料只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中工人只能在资本家的剥削中艰难
地经营自己的生活。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极度的压榨工人，当时工
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16小时，连在厕所抽支烟的时间都成了一种奢
侈！



背 景

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工人不知疲倦的工作着，小孩和妇女因为机
器的进步也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资本家的剥削对象由个人转换到
家庭，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工人阶级没有过多的反抗，只是麻木的重复
着自己的工作。在这样一个资本家剥削工人，工人麻木地接受剥削的
环境下，社会表面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充满了暴风雨的前兆。





时代进步 带来机遇

• 我是一名汽车制造厂的老板。

•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被迅速运用到生产领域，大大推动了
生产发展，使得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

• 尤其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与使用，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汽车制造业前
景可观，于是我把全部资产拿来投资工厂建设，生产设备购买以及工人招
募。

• 随着生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得复杂，再由于需要大型的生产设备，只
有大批量生产才能更大程度地盈利。所以我采取了产品批量生产的新模式
来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流水作业的生产线，我的企业规模不断扩
大，同时需要更多大量廉价劳动力。



机遇与挑战

• 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我身边许多中小企业的同行被排挤，被兼并，甚至
遭遇破产。

• 资本和生产集中在少数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中。

•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我深感压力的巨大。

• 于是我不断想办法让工人为我创造更大的价值。

• 同时，随着获利的增加，我利用积累的资金购买更先进的设备，提高生
产效率，扩大企业规模，甚至收购合并一些小型企业。同时我从亚非拉
等地购买原材料，在工厂里进行加工制造后再卖到欧洲，我从中获取高
额利润，贸易的范围和规模也迅速扩大。



资 本 家

• 于是我不断改进管理体制，采取严格的工作制度，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他们的
工作强度，尽量压低工人工资，凭着自己随意定的罚规随意罚款，公开克扣。并且我
招募一些少年儿童做工，在学徒和帮忙期间，不能随便离开厂子。生了病，我不管，
因工伤亡，我也不负责。像上次我招的一个童工学徒黑兹，每天的大小活都吩咐他做，
不断提高工作强度，其实儿童也是可以为我创造很大价值的。他们的工资我打算先欠
着，等他们做满后再付他们三分之一的工资，反正很多同行都是这么做的，同时我发
现招募一些女工也可以付出更少的成本。在物价上涨的时候，我就月初定好工资，到
月底发钱，这样其实我还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为了使工厂制度更完善有效，我规定工
人上工要早到，不准停工换厂，工人跟工人不准随便来往，男工不准留头发，女工不
准生孩子，不准带婴儿上工，上工放工要经过门房搜身等等，如果工人违背了规定，
就会被扣工资甚至被辞退，工人害怕被扣钱，更害怕失业，于是更努力地工作，生产
效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



资 本 家

充分利用工人创造价值

1 •延长劳动时间

•提高工作强度

2 压低工资，随意罚款，公开克扣
招募妇女和童工，白占学徒的钱
利用物价上涨，名义上价钱，实际上减钱

3 改进工厂管理体制
采取严格的工作制度



未来何去何从

• 比起工人生活的好坏，我向来只关心自己利润的多少，是否能提高利润率。
但是工人对我的不满也越来越明显，上次居然集体罢工，我为了不耽误汽
车订单的按时完成，不得不妥协，适当减少一点他们的工作时间。但是这
样下去也让我更加担忧，工人若是团结一致对抗我，那我还怎么获得更多
的利润呢？在一些资本雄厚的大企业面前，我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
足呢？





工 人

我是一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美国工人，自第二次工业
革命后， 美国处于工业发展的高速时期，大机器生产已经
成为基本的生产模式。并且那些资本家在工业革命后掌握了
更多的生产资料。我只能在这些资本家的力度更大的剥削下
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基本生活，甚至我的孩子和老婆都要出来
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资本家的魔掌已经从个人转向了家
庭，可以说我们家甚至整个无产阶级工人家庭每天都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工 人

在美国，你可能会看见很小的孩子在工厂里从事着工作，不必太过惊讶，
这在我们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像我这样的工人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六个小时，
只有仅少数的时间吃饭和休息，甚至去厕所抽根烟都成为了奢侈，更何况是好好的
睡眠呢？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大多都像我这样，每天在工厂里麻木地重复着同样繁
重的工作。并且如果我们做的不好，还会有人来鞭打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
这样的情况和大工厂实在是不少，可是我们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已经对资本家的压
迫与剥削麻木了，甚至连反抗的心都没有，因为怕自己反抗过后，生活会比现在过
得更惨，因为我们改变不了的是，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而我们只有劳
动。随着这场工业和社会变革洪流到来的是，我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沦为机器工
业文明附庸，在技术革命的旋涡中迷惑，然后成为这个机器社会生产线上的螺丝钉，
微不足道，随时可以被无情抛弃。所以不难理解的是面对工厂老板的不断严苛要求
我们加快生产速度，我们只能忍气吞声，硬着头皮不断的干活。甚至有时候我们工
人会被机器卷进卷出，还有在自己的鼻子、纽扣上拧紧螺母的时候。



工 人

在这样一个黑暗、残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无休止的压榨已经使很
多人无法生存，流浪街头、沿街乞讨，所以我能在工厂里工作已经算是幸运的
了，但是可以说也是不幸的，因为资本家想要更多的剩余价值，连我们工人的
吃饭时间也剥夺了，发明出来了吃饭机器，让我们能一边在吃饭的同时，一边
劳动，因此我每天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为工厂老板生产更多的商品。我虽然表
面上获得了自由，可是却是在更大的牢笼中。虽然我每天工作这么久我还是只
能够生活在一间小破木屋里，但是还是憧憬着理想中的天堂，跟家人一起过着
温馨闲适的生活，这对于我来说能这样静静地幻想着这些已然成为奢侈，虽然
我深深的明白那只能是梦想，这个社会里，像我这样的工人是永远不可能实现
的，那只能是那些工厂老板们和那些资本家的当前的生活。



工 人

面对机器时代的来临，像我这样无产阶级的工
人只能在资本家面前妥协，我无力抵抗，我的老婆
和孩子更是没有。并且我已预示到了自己的命运，
终究会在这繁重和无休止的工作中不断消耗自己的
寿命，然后逐渐死去，或许在我这个时代，大多数
工人都会这样吧。





儿 童

“黑兹，一起出去玩吗？”笑容明朗的

男孩背着书包向这个方向奔来。我一如往常
苦笑着摇头。



儿 童

他是我父亲汽修厂老板的儿子布兰，我们今年同

岁，但我们的生活却大不相同。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后，教育普及化被提出，各种颜色鲜艳的画报
也在各处张贴出来了。在看到布兰背上他的小书
包后，我也曾问过父亲，什么时候我也能去上学，
可父亲却苦涩的说，只有那些资本家的小孩才能
去上学。



但不久之后，我被父亲和几个陌生男人带去了一个陌生的
地方，那里也有很多和我一般大，甚至比我还小不少的孩
子们，我们在那里被教会了操作简单机器的方法。一开始，
我们很兴奋，就像是在学堂里学了新东西，但是随着日复
一日的重复操作，我们的手上出现了老茧，脑子也逐渐麻
木，不再希求什么。



我眼中的光芒还在，但父亲母亲的眼中却早已失了

神。父亲回来的越来越晚了，早上出门的也越来越早，
身上每天都会多出许多或大或小的烫伤的痕迹，甚至有
时我还能在父亲的身上找到鞭痕，我无法想象父亲那具
日渐瘦弱的身躯每天在承受着多大的压榨。我本想关心
父亲的身体，但母亲每日看着父亲的健康的恶化，也只
是从眼底的关心，变成麻木，仿佛没有看见，我也只得
默不作声。



儿 童

母亲还能有时间照顾我的饮食，但她也有着繁重的工
作，每日在工厂中手不停歇。几个月前她的小指无情
地被机器绞入，但工厂主没有赔偿，也没有对她的每
日完成量做些许宽容，只有因为她的操作不便，减少
的月资，与肉眼可见的，盘中变少的面包屑。母亲对
此从未有过挣扎，我的不平也无人会在乎，她说，厂
里女工发生意外事故是每日都不少见的情况，冷血的
资本家才不会关心每个工人的生活，他们的眼中只有
每人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多少，他们脑子不停算计着的，
是还能从工人身上剥削多少。



儿 童

人们都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人们的生活之光，布兰也总是如学校里老师教
的那样，口中唱着歌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赞歌。
但我很疑惑，为什么经过这次工业革命，我们一
家，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普通家庭的生活反而更
差了呢？父亲和母亲都不能给我答案，我能向谁
求得答案呢？



儿 童

许多时候，我也会想念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我们一
家简单幸福的生活。那时候，父亲做自己经营的维
修生意，母亲就在家里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起居，
我们的家庭就和其他万千个普通家庭一样，平淡却
也充实幸福。我们一家从不奢求更富裕的生活，但
我们现在被剥削被压榨至此，又是因为谁的贪婪无
餍呢？我明白以前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但是有力
量的大人们为何也从不反抗，去追求更好的未来呢？
难道就因为我们一家的姓是黑兹（Haze阴霾），我

们就被注定要永远生活在这片乌云之下了吗？会有
谁来给我们创造那一束冲破阴霾的光亮吗？我是该
心怀希望，还是像父母亲一样接受预示的命运呢......





现象一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步入了电气
时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生重大
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加强，推动企业间竞争的加剧，
促进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少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挤垮大量技术落
后的企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垄断。在竞争
中壮大起来的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之间，就产量，产品价格和市
场范围达成协议，形成垄断组织。



阐 述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
渡。19世纪最后3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化学、
钢铁、化工等新兴工业迅速发展，推动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
度进一步提高， 成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频频爆发，造成大批中小企业破产，或被大企业吞并。而大企业为了保
持竞争优势，纷纷联合和合并，这就加剧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所谓生产集
中是指社会生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企业的过程。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发展导
致了垄断的出现。所谓垄断是指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对某此部门的生产和市场实施独
占或控制。垄断的出现既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集中化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
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象二

产业结构越来越复杂，资本家逐渐开始产品批量生产，
利用资本购买先进设备，不断扩大企业规模。



阐 述

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企业是市场
的主体，资本家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不断扩大利润。



现象三

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许多中小企业的同行被排挤，被兼并，
甚至遭遇破产，资本和生产集中在少数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
中。



阐 述

市场机制是指在市场经济中通过供求和价格变动、市场竞争、
风险约束等途径，来调节经济运行和实现资源配置的作用过程。
主要包括供求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竞争机制在市场
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竞争是指各种市场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
目标而发生的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是市场经济的
内在动力。市场秩序是保证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和市场有序运行的
根本条件。兼并、破产等市场规则建立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促
进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现象四

资本家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支
付工人工资的同时压低工资，延
长工人工作时间，工人工作时间
极长，休息机会很少，工人在剥
削下只能维持基本家庭生活。工
人表面自由，但却在牢笼之中。



阐 述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它是价值的源泉而具有特殊性。
货币所有者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劳动者具有人身自
由，将劳动力使用权当做商品卖出，同时丧失了生产资料
和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
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的。资本家以此为
标准支付工人工资，对其进行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生产
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必
须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上，以此获得
绝对剩余价值。



现象五

在物价上涨的时候，部分资本家就月初定好工
资，到月底发钱，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阐 述

资本家利用通货膨胀的原理，在支付名义工资
时降低实际工资，从而获得更多利润。



现象六

工人对资本家的不满也越来
越明显，进行集体罢工，资本家
为了不耽误汽车订单的按时完成，
不得不妥协，适当减少一点他们
的工作时间。



阐 述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是资本对劳
动的雇佣和剥削。工人和资本家间的劳动力
买卖表面上是一种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但
这种平等自由交易是有限的。归根结底，作
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在事实上从属于作为整体
的资本家阶级，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是
不平等的。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交场分配和消费过
程都要服从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和剥削。这
也导致工人和资本家不断的冲突和妥协。



现象七

汽修厂老板儿子布兰和“我”的生活大不相同。“我”
看着父母因为工作身体恶化，自己也同父母逐渐丧失自我
与反抗能力。



阐 述

机器生产改变了社会劳动的组织和劳动协作的性质，使原来局部的工人协作
劳动变成了适应机器技术性质要求的直接社会化的共同劳动劳动方式的这种重大
变化，劳动方式的这种重大变化，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和劳动生产率得到
大幅度提高，从而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机器的使用还
加深了工人阶级对资本的依赖，或者说巩固和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由于机
器简化了劳动操作过程，许多劳动可由妇女和儿童来承担。这样，机器便把工人
家庭的全体成员，不分男女娃少统统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随着机器的广泛
使用，劳动者的手工技巧在生产中已不起决定作用，劳动者本身也成了机器体系
的简单器官和附属，机器成了统治劳动者的手段。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具有复
杂手工劳动技能的工匠离开了资本家也能够凭手艺独立谋生。在机器大工业条件
下，离开了作为资本的固定形式的机器体系，工人就根本无法从事生产活动。马
克思曾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的隶属”转变为“现实的隶属”来描述劳资关系的
这种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