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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本而重商与
“

价格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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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 世纪
,

一

西欧的物价上涨幅度十分惊人
f

、

据估计
,一
西斑牙的

.

物价平均上涨四倍多
,

「

法

国
、

英国和德国平均上涨两倍到两倍半①
。

物价飞涨成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
:

的河题之神
。 一

在

这个时期的记录中
,

充满了对粮食之缺乏和价格之高昂的抱怨②
。

相对于中世纪长期较为稳定

的低价格水平
,

一

人们将这 , 现象称之为
“

价格革命勺 :你价上涨所引起的广泛反应 和 社
一

会
,

震

动
,

孕含蓉 ` 个裤其重要的历史事实畜 在发生华价格革命
”

的西欧社会
,

市场调节已成为实现

社会产品和便整个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的主要手段妙白给合足的经沸彝制已逐渐让位于

商品
`

经济的市场机制
。

但长期以来
,
有关

“

价格革命
”

的研究
,

次多忽略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

对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酉欧社会之深刻变化缺乏应有的重视
。。本文试图就这山

一

变 化 与
“

价格革命
”

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 以期有助于说明由农本而重育是如何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西

欧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 _ I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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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引起
“

价格革命
”

的原因
,

人们曾攀出各种不同的看法
,

纂史以养洲鑫锌拉入说影响
较大

。

拓钾年就有人认为
,

美洲金银大鼻镶入引起货雨贬值⑧
·

准邱召年
`二

法国政 治
·

号想 家

让
·

波丹又指出
,

·

金银过多地通过酉班牙流入欧洲
,

异黔物价上涨上升国
·

对这种观点进行

了较为精熟的阐述的是美国经济史家 E
·

卜 汉密尔顿
、
他旅货币数量说的角琢研究了大晕统

计资料
,

认为场世绍金银榆入量的增大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
美洲金银是西

班牙
“

价格革扩的主要原因⑥
。 .

一
_

,
`

其实
,

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有重内咏路
。

货币数量说计为商品价格的高烬是由货币数量的

多少决定的
。

但是
,

商品价格决不是由爽品量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髯金属量之何的单纯数量比
例关系所决定

,

它归根到底是由商品析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半决定厂 并受供求关系等因

素的影响
。

况且
,
在以金属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条件下

,

货币布邪当贮藏手段的职雄
,

它可

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货币流通量
。

当货币数鼻超出流通过程的需要时
,

多余的金属货币会自发地

退出流通领城贮藏起来
,

使物价保持相对稳定
。

因邺
,

不能认为货币数量可左右一切
。

12
、

1 3世纪的日本
,

曾大量输入中 国的宋钱
,

据考古发娜
,

宋钱占当时日本所用货币的种 , a0 %以

上⑥
,

货币的大量增加却并未引解当时日本物价的全薄飞涨
。 ,

由些可见
,

仅仅由于货币的增

多
,

并不会必然引起物价上涨
。 .

.
一

:
卜

一
由于西班牙物价上涨水平最高

,

我们先看看西班牙的情况 , ;汉密多顿的结论虽雏是建立
在塞维利亚港的登记薄上所记载的整个

1乒世纪拘入西姆界的金银熬鼻之上的
,

但是他对运达

西班牙的贵金属的所有权及其谏用过程缺乏分析 ; 输入西典牙的金属大抵可分为王室所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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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所有两个部分
,

而王室占有的部分基本上投有进入西班牙的市场
。

西班牙封建专制政府

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宫廷的奢侈需耗费大量财富
,

16 至 17 世纪
,

它又无止境地介入了欧洲所有

的大型战争
,

致使军费开支剧增⑦
,

政府的支出远远超过正常收入
。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王

室 以税收和美洲金银为抵押
,

大量向德国
、

热那亚
、

佛兰德尔等地的外国银 行 家 借 贷
。

因

此
,

王室占有的金银往往作为

银行家
,

而他们又立即从西班牙把
彝抵贾璨考黔咚卿幸悠渡料甲熟

有债务关系的外国

良送往外国畜
`

所以
,

这些贵金属实际上并未参与西班牙国

内经济流通领域
。

而且
,

这些贵金属还不仅仅是王室所有的部分
,

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查理五

世在位期间 ( 1 5 16 一 155 6)
,

就曾九次没收私人所有的美洲金银⑧
。

王室还责成每个从美洲回

来的西班牙人将他们在那里得到的黄金的五分之二和其余财产的十分之一献给国库⑨
。

这些

措施大大增旗了王室占有的
、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汐卜国银行家占有的金银份额
。

在运进西班牙塞

维利亚港的金银中
,

占较大比例的是礼人所有的金银
,
其中大部分聂用输往美洲的商品换来

的
。

我们知道
,

直接的暴力掠夺只是一种恨然的和不可靠的收入
,

不能充分满足殖民者的贪

欲
,

.

所以从哥伦布时代起式西班牙人旋开始伺新大陆的雄第安人进行贸易
, l

尽管交易极不平

等
,

但不能否认大多数金银室少在形式上是通过交换获取的L
。 `

即使殖民者役使印第安人无

偿地开采金银
,

也要以消耗来自欺洲的生活必需品为代价
.

西班牙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光法满足

美浙市场的需求
,

提不出用以换取金银的大量商品
,

不得不依赖西欧其它生产更为发达的地

区
。

尤其是在 16 世纪后半期
,

运往美洲的货物中
,

外国商品占很大比例
。

西班牙的欧洲贸易

始终是入翅的
。

因此
,

大部分物入塞维利亚港的金银登记获不过是其所有者把金银迅速送往

国外购买外国商品之前所履行的形式上的手续
, 15 8 0年到 1 6 2 6年运入塞维利亚的金银中

,

除

去流往近东
、

远东
、

北欧
、

意大利等地的部分
,

西班牙所得到的不足五 分 之 一 @
。

所以
,

输入西班牙的金银总量与真正投入西班牙市场流通的金银数量不是相等的
,

它们之间有很大

差异
,

这可从当时西班牙所出现的奇怪现象得到证实
,

即西班牙 比任何国家得到的贵金属都

多
,
而在国内商业流通方面却缺少黄金

,

二直苦于货市木足。
。

-

后来 , 苏联学者从努动价值裕的角度对金银输入引起价格革命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
,

指出在美洲获得的大量廉价金银流入欧洲
,

「
一`

使贵金属货市贬值
,

改变了与这些本身价值降低

的金属兑换的商乱的价格
。

这种解释弥杯宁仅仅强调金属货币数量增多的观点在窿论上的缺
陷

,

担拘渔的关键楚
, 它对美洲金银进入茜欧市场的影响禅了过高的估计

。

许多透象表明
,

将美洲金银的流入看作 16 世纪西欧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

一

首先应该看到
,

当时各类商品价格钓上傀袖食有格当大的差异
。

如某说是货币贬值导致物

价暴涨的错
,

那丢
,
价格上升的比例在各类商韶中应火体接近

,

但实际上在金属
、

纺织品
、

工业

品
、

燃料、 灯
、

栖
、

各物等商命中
,

肠价上旅的趋势各弟相何 ; 在农业地区和至血地区之间
,

价格

也有显著会异0 公在农产品和土亚命这两夭葵商扁年
,

1。世纪价格的运动始终对农产品有利
。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 : 5 90 一 1” ,年衷产命价格洲

5 4。` 1 0 4 9年上涨拓: %
,

而向期土亚品价格
上升才钟%L

。

工业品价格的上升不仅选低于食品价格的上升
,

’

而且低于工业燎料价格的上

升
。

英国在 1 5 0。一 1 5宫3年间
,

羊毛价格上井38 究; 而呢绒价格仅上升 6 %L
。

如果把英国在
1 45 1一 1 5 00 年的物价指数定为 1 00

、

郁么1 5 51一 1 56 。年
,

未加工农产品上涨 1内
,

工业制品为

1 16 ; 15 8 3一 1 5 9 2年
,

未加工农产品为26 2 ,

工业制品为 1 50 L
。

这种价格上涨相差悬殊 的 状

况 , ’

用货币贬值说是无法解释的
。

其次
,

物价的涨落与金银输入的时间和数量并不一致
。

在西班牙
,

一

1 5 0 1一 1 5 6 2年物价的年

平均上升率为 2
.

台% ; 1 5 6 2一 1 60 0年为 1
.

3努
,

其申 1 52 1一 1 53 。年这十年间的上涨幅度最大
,

而

1 1 0



在这一世纪的最后 3心年妥物价上涨趋于缓和舀
: l 右世纪前半期

,
物价上涨率最高价而金银流入西

班牙是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才迅速扩大
,

16 世纪 90 年代到 17 世纪初期形成高潮L
。

显然 J物价上

涨趋势与金银输入西班牙在时间上不相吻合
`

英国的情况也表明
,

价格上涨先于金银的大量输

入
。
1 5 4 9~ 飞封73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年平均谷物价格已忱

一

1乒分7州 1肠4尽年上涨了加 4肠L奋细把

英国在1 3。〕
一

“ 131 0年的生活费用综合数咬根据十二项食品的价格编制 )作为幼好
,

则似肚附姊加

年为 1忍7
, 主5 3 1二 115 4 0年为 2 2 0

,
1 541` 场 60年为幽 7

,

工肠51一 1 5 6今年猛涨到4石丈吟、而大摄金银输

入英国
,

最早也要到场世纪后期
。

众所周知
,

16 世纪西欧与新大陆的贸易为西班牙所垄断兮而美

洲金银流入西班牙开始于 16 世纪 20 年代对墨西哥的征服
,

30 年代侵 占秘鲁后
,

输入量有所增

加L
。

对白银输入急剧扩大具有决定性作甩的因素是 1 5 4 3年在秘鲁发现丰富的波托西银矿
。

德

国人发明的先进的汞合金提取法
,

在 1 5 5 6年后传到墨西哥
, 1 5 6 2年后才真正生效

; 1 5 7 2年后传

到秘鲁
,

在” 吕O年才实施@ 石因此 ,西欧无论如何要到 16 世纪后期才可能获得大量美姗直银
。

英

国在拓世纪前半期与西班牙无大量外贸关系副作为英国主要外贸品的毛炽物厂在输幽最盛的

15 4 3一 1 5.45 年卖根据安特卫普市文书的记物乡也是动%猪往德国
,

·

4不 5%抽往意大利@ 石梦可见
,

向西班牙及转口向新大防的输出 , 即使膏也只古很小的蜷氮从这些猜祝来看
, 1戮世纪煎半期

,

英国不可能得到大量的
,

美洲金银
。
因此技狠难把这介时期英国物价的上涨归周骨康洲贵金月韵

流入
。

还有研究者认为
,

l6J 世纪后半期也无白银大量优水噪国的迹象拼用为当时英国的输出并

不繁装 不能认为其对外收支可以大奴度地转为顺差@ 、
,

角藕不难看水
,
用金银的输入来解释

“

价格革命
”

的原因缺乏史实的根据
。 一
我们还发现 `

~

尽管玲屯铭世纪美洲魔妞扔饭褥不断地输往

西欧
,

但这个时期西欧的物价却并未髓之持续上赚
。

不但咖北 f在西班乐金银抽入量最大助郑

世纪末和 17世纪初
,
物价反而稳定飞南函 `; 这些事实说朋

,

金银愉入酉欧呼致华仇格革命尹的观

点是站不住脚的
。

一

决定当时物价上涨或下释拍因素不能简单地妇之于贵盘属的描多戒撼少`
-

一

还应看到场 16 世纪的西欧还存在着十些对美洲金根的流入可以起资定抵蔡作用的因素
。

一是在中世纪后期
,

西欧金属货币极其厦泛
,

爪的货币
、

流通额已无法容铂新韵商晶赚通量少

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

寻找新航路的重要劝力之分就是对黄金的揭来
1

所级 ` : 偌大

的西欧市场对贵金属理应有较大的吸收能力
。

廉价金银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
, ,

也府 可 能获
.

得较高的狗买方
。

二是根据斯特里德的估汁
,

在 1压世纪 6邺年代到知世纪前期
,
南德意志银矿

的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半数
.

。

但它们从 1 6世纪 30 年代起产量减少犷 60 年代以后急剧衰退
,

到 1 7世纪初则完全没落吼 这显然会对迅速扩大的西欧贵金属市场起升定滞缓作用 `
、

三是新

航路开辟后
,

随着西欧与东方的商业交拄的扩丸
」

西欧金银的输出也迅速增加罗因为对东方

的贸易与对美洲的贸易不同
,

欧洲商人用于交换东方产品的主要是金银项不是工业品
。 新航

路开辟前
,

意大利各城市的近东贸易就一直是入超
,
欧洲大量黄金流入东方

、
这种蜻况在直

通印度的海路发现后
,
更为严重

。 ,

例如
:

以前通过威尼斯商人在亚历 山大里亚收购并转运到

欧洲的朝椒数量
,
每年不过 21 0吨

,

但新航路开通后城 每年运往里斯本的香料就黔
、

增 到 7 千

吨L
。

这表明
,

亚洲香料的输入
,

己有了飞速增长、 贫易规模的陡然扩大必然使欧洲贵金属

的输出也大大增加
。

1 6世纪晚期和 1夕世纪早期
,

葡萄牙人每年从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在 仔千

室 3 万公斤之间
。

此外
,

还有大量白银直接从新大估运往远东和南洋
。

1 6。 2年
,

墨西哥当局

通知马德里
,

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数通常为卯。万比索 ( 1理3扩了50 公斤 )
,

1 5 9 7年总数为 1约仑万比索 ( 3 4 5
,

000 公斤儿
一

而从 16史一 15 邻年
, ,

秘餐波托酉矿的银产量每年

不过 2 1 8 , 5 06 公斤
,

所以有人认为波托西银矿的最大受益者是冲国明朝。
p
沂远东犷南 洋

一

地区

所吸收的巨额的美洲金银在整个新大陆的白银产量中
,

无疑是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石
,

上
1

面 这

1 江l



些因素如果得到应有重视的话
,

自然就不宜过高地估计美洲金银的输入在西欧物价暴涨 中所

起的作用
。

综上所述
,

把
“

价格革命
”
看作是美洲金属输入的直接后果是缺乏说服力的

。

大量廉价贵

金属流入西欧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物价
J

,
’

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

它只可能在一定条件

下加剧物价上涨过程
,

不能把它看作是乡价格革命
,

的主要的
、

更不是唯一的原 因
。

本 文 认

为
,

脱离当时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过渡这个基本的历史前提
,

是难以正确地解释
“

价 格 革

命
”

的成因的
。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

农业社会
, 以农为本的

、

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体制曾经长久地占据

着统治地位
。

只是到了 15
、 .

1 6世纪 ,
历史的发展才首先在西欧出现了真正的转机

。

农业和手

工业的生产
、

经营组织之变化
,

农奴翻之崩演
,
耕织结合之分解

,

商品经济之发展
,

社会经

济结构之改变
,

无不表明由农本而重商
’

已逐渐成为不可执拒的历史趋势
。

它对社会各个领域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

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衰落和变化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

15
、

16世纪是西欧社会经济剧锹变动的时期
。

在农村
,

封建关系发生了深刘变化
。

从 13

到15 世纪
,

西欧农奴就不断获得解放
,

封建庄园逐渐没落
,

租佃关系有了发展
。

1 4
、

15 世纪
,

货币地租在西歌各地都已成为领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
。

地租的货币折算进一步松懈了

农奴对顿主的依附关系
,

农奴由此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

这就为工商业

的发展准备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力量
。 、

货币租的流行还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

有力地促进了

商命货币炙系的发展
。

上述变化
,
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

在纺织
、

采矿
、

印刷等各个部门
,

都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
。 1 5 4 6年

,

法国仅都尔一城
,

就有织机匆的架 , 在里昂
,

有丝织工人 1加 00 名L 忿在英国
,

16 世纪初就出现了上千人的手工工

场 `
「

1 3耽年英国也口的宽幅毛呢仅 4 5 0 0匹
,

到16 世绝月心年代
,

则每年达1 2 2 3 54 匹
,

增加近 30

倍⑧
。

在德国
,

采矿业中韵手工工场特别发达
。

16 世纪护 在拥有先进的开采和冶炼技术的德

国采矿业和冶金业中
,

就雇佣了 l七万工人L
。

西斑牙在 16 世纪初就拥有 1 0 0 0艘商船
。 1右世

纪20 年代未至勃年代
、

,

塞
产

维利亚作为呢绒工业的巨大中心奋拥有 1 60 0 0家纺织作坊
、

13 万 工

人
。 16 世纪中叶

, 在托列多有劫的家生产丝织品的作坊
,

从业工人达 3 万 人⑧
。

16 世 纪 西

欧的海外市场也大大扩展了
,

:

贸易规模空前扩大 , 批发贸易和商业金恐活动迅速发展
,

证券

文易所和金融中心法续产生
。

商品经济的高涨
,

、

推动了城市的兴起
。

当时城市发展的一个显

著特征是大量新兴城镇在乡村桶现
、

这一规象在英国最为突出
,

出现了城市商品货币关系深

入农村奋城市劳动者和城市资本向农就转移
、

乡村工商业中心蓬勃兴起的 局面
。

1 5肚 年 至

儿 62 年
,

伦敦的呢布出区统针表列举了 2 2个郡的1片个呢布生产中心
,

其中仅约 2 0个城市是旧

的呢布生产中心
。

格洛斯特郡到入了舫个中心
,

其中只有极少数 (格洛斯特
、

伯克 利
、

西 伦

斯特等 ) 是老城市
,

肯特郡财难说有一个以前霉是呢布生产中心的城市L
。

与此同时
,

一些城

市的规模迅速扩大
,

出现了二批巨大城市
。

在 1卜的年的西欧
,

10 万居民以上的城市只有 4个
,

到16 的年
,

人口超过 1 0万的已达 1 1个
,

其中 5个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都是在这个世纪发展

起来的L
。

城市作为资本
、

商品生产
、

交换
、

消费的集中点
,

既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
,

反

过来又可以促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更大发展
。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云 这一变动的结果与 16 世纪物价上涨具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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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关系
。

首先是农产 品的商品化深化了社会各阶层与市场的联系
,

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梢

费资料更多地依靠交换来获取
,

闭塞的自然经济体制
一

随之突破
,

社会经挤日益通过市场机制

进行调节
。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庄翻经济下
,

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局限于满足生产单位珍
`

身的消

费
,
只有少量的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剩余农产品被零星的

、

偶然的投入市场
。

社会需求很小
,

销售十分有限
,

交换极不发达
,

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往往是大大低于价值
J

当封闭的庄园经济

被突破
,

人 口的职业构成发生变化乡
.

农产品的交易就成为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

环节
。

农业生产通过市场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
价值规律和

供求关系也迅速地在农产品价格上反映出来 ` 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
,

它生产周姐长
,
受自然

条件限制大
,

生产效率低
,
经臂方式和技术手段都难有重要突破

。

所以
,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
,

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降低生产成本十分不易
,

农产品的价值难以迅速下降
。

而在
一

自由
、

开放的市场机制调节下
, 由于价值规稗的作用

,

商品价格总会逐渐向价值接近
,

农产品价格长

期低下的状况也会逐步获得调整
。

耕地向牧场的转化
,

粮食价格的上升
,

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

了市场调节的作用
。

所以
,

随着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

农产品价格多呈现出上升趋势
。

其次是社会经挤的发展使人 口迅速增加
, 王4 5。一 1 60。年欧洲人口增加约 3。。 0万

。

如每人

每年按最低定量分配三公石粮食
,

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人口数字
,

欧洲一年也需要 2 亿 5千 5 百

万公石粮食
,

这显然是当时欧洲无法保证嘴足的必
。

更为重要的是工商业的发展引起了西欧

人口构成的变动 , 出现了农村向城市移 民和农民向工商业者转化的局面
。

非农业人口和亦工

亦农人 口增加
,
农业人 口减少

。
1 4 1石一 1 6 2石年

,

英国商人的数量大约增加 5 倍L ` 乡村人 口

出现大量流动
,

不少人转而从事工商业
。 1 3 5 0一 1 4 5 0年

,

英国诺丁汉那因人 口流动而度弃的

村庄占全郡村庄的 17 %
,

·

莱斯特郡为 12 %
,

牛津郡为 30 %石 1 4 50 一 1 7 0 0年
,

诺丁
一

汉郡和莱斯

特郡废弃村庄的百分比已上升到 6 0%
,

牛津郡上升到 45 %L
。

到1 7世纪
,

整个英
一

国从事羊毛

纺织工业的全部人 口约在百万 以上 0
0

.

如马克思所说
, 1 6世纪英国已出

`

现了
“

一个新的小农阶

级
,

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
,

而以工业劳动
一

为主业
” L

。

城镇人 口的增长也很显著
,

从 1 5 3 0一

1 5 9 4年
,

西斑牙 20 个城市的人 口统计都反映出城市人 口的增加
。

塞维利亚在 1 5 0 0年有 6 至 7

万居民
,

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急剧增多
,

到1 58 8年达 15 万人函
。 ’

在 l书世纪
,

欧洲城镇人口的增

长速度远高于农村L
。

城镇的迅速发展
,

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
,

对粮食的需求形成了巨大

压力
。

我们知道
,

商品的价格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

供需不一致常常导致商品价格发生变动
。

脱离农业生产
,

但又必须依孩农业产品的城镇人口的增加
,

使商品粮的总需要量扩大
。

而农

业由于劳动力的缩减
,

经营方式的落后
,

生产率的低下
,

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当时迅

速扩大的市场的需要
。
这一矛盾必然导致 1 6世纪西欧农产品价格

、

尤其是粮食价格迅速上涨
。

第三是工场甲工业的蓬勃兴起刺激了工业原料生产的发展
。

工业原料生产在农业中的比

重迅速上升
,

`

改变了厉来的农业内部结构和农产品构成
。

毛织业的发达大大增加了对羊毛的

需求六促进 了养羊业的麟荣
。
由于加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 20 英亩耕地的收入

,

对高额利润的

追求驭便人们大规模地变耕她为牧场
,

’

圈地运动由此产生
。

养羊业授
一

占了大量农地
,

改变了

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比重` 粮食经营的规模被缩减 `
「’

1 6世纪中叶
,

西班牙境内就有近 宁百万只

绵羊 , : 优质的美利努羊毛驰名欧洲
,
每年要出 口 3吻如到 40 0佣捆羊毛@

。

西班牙伪养羊业文

采用原始的
、

粗放的
、

游牧的形式经营
。

每年冬天
,

,

羊群由北往南
,

,

夏天由南往北蓄随季节

的变化而移动
。

在羊群经过的广大地区
,

农田定期地遭到践踏` 这更是给粮食种植业带来了

灾难性的影响
,

以致农民宁可加入国王的雇佣者屯僧侣
、

仆役
、

流浪汉的行列啥 而不愿
.

从事

没有保障的农业生产
。

对粮食种植的排挤导致粮食供给的紧张程度加剧
,

使粮食价格上涨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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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严重
。

事实上
,

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和社会经挤结构洞整而引起的农产品价格飞涨
,
并 非 西欧

特有的社会现象
。

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地区
,

都存在着大体相似的现象
。

日本从 17 世

纪后期以来
,

工商业逐渐发展
,

基层市场和城镇不断涌现
,

商品货币关系开始成为极其重要

的社会经挤关系
。

幕府为维护封建经济体制
,

从始世纪以来实行了多次幕政改革
,

每次改革

都包含有抑制商品经济
、

整顿金傲
、

稳定物价的措施
。

可见
,

从静态的自足经济向动态的商品

经济过渡
,

物价上涨总是一个突出的间题`
_

到德川幕府未期
,

由于商品经济进一步高涨
,

工

场手工业的兴起和 19 世纪中叶日本被西方列强强制开港通商后丫封建经济迅速解体
,

封建农

业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
,

又形成了严重的物价飞涨咖
。 一

这种状况清楚反映出
,

社会经济结

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物价的稳定
。

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还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改变
、

商业不再被认为是贱业
,

商

人的地位也逐步提高
。

他们要求国家执行维护其利益的经济政策
,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应

运而生
。

拓世纪西欧各国普遍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

以扩犬有业利润为已任
,

求富娘代了求足
,

农本向重商过渡
。

在国家政权的庇护下
,
工商业迅建繁荣

。

重商主义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基

本形式
,

认为增加金银货币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首要途径
。

特别是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货币平

衡论
,

力求将金银限制在国内
。

西欧各国政俯纷份采取禁止货币输出
,

增抓金银输入的方针
。

西斑牙就规定
,

对携带金银到国外者补处以死刑曲矛英王爱德华四世在 1 4 7 8年把输出金银定

为大罪
。

英
、

西等国政府还通过法令视定外国商人必须将出售货物所得的全部货币用丰购买

当地商品色` 由此可见
,

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
,

不仅是推动了商业砧
`

工业的空前发展
,

加速

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 而且还人

`

为地扩大了 国内的货币储量奋从而影响到物价水卒
。

;

在
“

价格革命
,

中
,

各类商品价格上涨幅度钧差异是如柯形成的呢 ? 这种差异是与在社会

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社会生产各部协配置的变化和发展 的快慢大致吻合的
。

在工业品
、

工业原

料 (主要指羊毛 )
、

农产品这三类中
,

工业生产对启然条件的依赖较少
, 不象后两者那样

,
·

要
.

受较长生产周期和所用土地扩大程度的限制
。

在重商政策的推动下
,

它的发展程度最高
,

速

度最快
,

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比例迅速扩大
。

「

16世纪工场手工业的空前兴盛
,

导致工业产品

大量增加
,

竞争加剧
。

而且分工
一

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

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又大大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
,

这些因素制约了工业品的价格水平
。

尽管它要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击
,

但其上

涨幅度仍低于农产品
。

在英国 , 食物制成品价格增长比例低于谷物就清楚表明
,

与农业相 比
,

加工业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
,

能有效地降低产品成本
。

在封建农本经济中
, “

耕的一面往往

变化小
、

变化慢
,

而织的一面则可以发生较大
、

,

较快的变化
。

法国南部普鲁旺斯的谷物产量
,

从 16 世纪到18 世纪
,

播种与收获量之比估计一般是 1 : 石
,

两个世纪几乎没有变化
。

英国的毛

织物产量
,

从 1 4 5 0一 1 6 4。年
,

也是两个世纪
,

把人口卷殖的因素估计在内
,

由于产量上升而为
.

每人提供的毛呢
,

平均增加约二至三倍
。
这类资料虽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意义

,

但由此也可

粗略看出
,

即使在生产技术未出现重大革新之前
,

只要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农本经济的渗透达

到某种深度
,

织物的商品化一般会在增长的辐度上大于谷物的商品化
”
L

。

谷物类农产品的生

产由于其经营方式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首先是斑现于养羊业 )
、

经济效益
、

产品的商品率

等方面都不如工业品生产和工业原料生产
,

而在社会需求上又受到最大的压力
,

因为农产品

作为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消费品
, 需求弹性小

,

消耗数量大
,

所以其价格上涨最早
、

最高
。

归根到底
,

物价的上涨及上涨辐度的差异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一系列新的比例关

系的建立
,

是由于旧的生产和供给机制不适应新钓经济模式所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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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子西欧各地在由农本而重商的转变过程中所更的神击不一致
,

商品经济的爱达程度存

在着差异
,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格度万人 口的构成都有很夭不同
,
所以在不同地玄之间

,

物

价上涨水平也呈现出高低不等
。

在社会经济永平较高
、

城市和主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

在社会

经济结构度动较大
、

旧有的平衡所受冲击较为剧烈的地区
,

物价上涨幅度较大
。

友之
,
在封建

农本经济体制继续维持或加强
、

农奴制{撼扔强化的她区
, `

;

在主商业发展变化不显著
、

社会经

济衰落的地区
, “

价格革命
”

的反应极小
。

以小麦价格为例
,

高于 1 5。。一 1 6。。年欧洲小麦价格

平均上涨水平的她区
, 主姿集中在法侧

凡

的色禁认利摩留
、

.

斯特拉斯堡
、

格勒诺希尔 f 英国的

埃克塞特
,

尼德兰的根特
、

乌得勒支、
’

西班牙
、

的色伦酋盆等地匆
。

、

这都是` 些工商业较为兴

盛
、

迅速发展的地区
。

意大利和德国可提供一些相反的例子
。

意大利的城市和商业在中世纪一

直较为发达
,

到 16 世纪
,

其社会经济结构并未出现重大变动
。

远距离贸易和中介加工对城市

周围农村的影响甚微
, 一 乡村锥然安于传统敛自足经济

、
`

加之商路的改变
,
打断了城镇和工商

业的持续繁荣
。

这种状况与产价格革命
”

在意大利的反响较小不无关系
。

16 世纪后期
,

德国的社

会经济明显衰退
,

:

农奴制在其东部得到强化 , 德国最童要的工业— 采矿业从 16 世纪中叶以
后就逐步走向停滞

、

衰落
。

.

这些变化与此后不久即出兹如
一

从 1。世纪呆到 ,畔纪
8
啤代

,

德

国粮食价格一直下跌@ 的局面恐难说是偶然的巧合
。

西班牙似乎是一个例外
,

它的社会经济

水平不甚高
,

但物价上涨剧烈
。

确实
, 、
西斑牙的封建制

.

较为顽固
,

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没

有对农村形成促仲其发半担产变化的影响
,

「

乡村商业不发达 , 国内市场狭小
,

农亚中没有产

生资本主义萌芽
。

因此
,

`

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没有取得决泉性进展
。

但不能忽

略的是
,

西班牙由
.

于执开辟新颇路的牛耳
,

首先享受了地理大发现的社会经济效益
。

因商路

向大西洋转变而兴起的商业及港口城镇极其繁荣
,

,

国陈贾易发达
,

商品流通迅速扩大了拓世
纪西班牙经济出现了短暂的

,
一

啤是空煎的紧盛
。

在声职济畸掣照翩蔺热冲击丫
,

西班牙

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到了较为剧烈的震动
,

同样被卷入 了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潮流
。

特别应该

指出的是
,

脸工商人口外
,

西班牙还拥有极为庞大的
、

不事生产的寄生人 口
,

使非农业人 口

的比例大大增加
。

在 16 至井世纪
,

查理五世就进行过 40 次远征
,

连年的征战使西班牙拥有欧

洲最庞大的军队
,

1 6世纪 36年代
,

军队己达此万人L
。

主国专制政府的官僚机构叉容纳了近

五分之一的卡斯提尔人
。

教会最西班牙国寒扒器中的再要组成部分
,

专制统治的需要积宗教

的狂热
, 。促使天主教会空前发展

,
.17 世纪全国人

:

口的几乎四分之一成为 白衣和黑衣僧倡的代

表L
。

寄食阶层的恶性膨胀成为西班牙经济的沉重负担
,

给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增添了巨大庄
力

。

加之西班牙商人为追隶高额利润往往不顾国内
一

需求而将商品输往美洲
,

如天量农产品就

用于对新大陆的贸易
,

认而秒
剧了国丙粗食俄骊紧张

。

以上史实表娜
,

在 16 世纪
,

西班

牙不仅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当显著
, 、

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动
,

而且受其特有的人 口构成

和政治体制的影响
,

其旧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孕含的矛盾极其尖锐
,

社会各方面的比例产重

失澳
,

t
_

铆价憋撇婀卿
迅猛

仁
-

· ·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 以认为
,

自然经济 向商品经济的过渡
,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
是形起

物价变动的基本因素
。

封建的农业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巨大变俗
卜

生产不足而需求增大导致

农产品价格飞速上涨
,

进而波及到其它领域
,

形成了物价的普遍上升
。

只是当社会经济结构

的调整大体完成 `或社会经济体制
廊

维持旧有畔粼
’ `

社会各生产却在新如郊的 ,基

础上重新趋于平衡之后
,

当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径营洱渐发展
,
农业生产能更为迅速和有效地

对市场和需求作出反应之后
,
才使物价的上涨在西欧逐渐平息下来

。

如果从全世界在经济上
日益联为一体的角度来看

,

由于整体性世界的逐步形成 、 “

价格革命
`

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立

1 1 5



的地区性现象
。

新大陆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
、

`

东欧的粮食生产与西欧的物价水平之间已建
立起某种形式的联系

。

羡洲之逐渐实现拚食自给
,

东欧农扭制之重新翠化
,

并大量向西取提

供农产品
,

16 世纪就有大量的小素积爵麦从波罗的海出口到低地国家和西班牙
、

葡萄牙娜
。

这

些因素也对西欧物价趋于稳定起了丫定作用
。

人们之所以将 l `世纪西欧物价的上涨视之为
“

革

命
” ,

是因为在相对静止的
、

商品交缺微不足道的封建次本绎挤体粼之下
,

价格的变化是极少见

的现象
。

而这种静止状态在由农本而重商的转折期间
,

不葬
1

继续存在了
。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
,

在
“

价格革命
”

的背后
,

是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唾的转变
,

是商品经济的发达、 是社会经济结

构的变动
。

这些变化是导致
“

价格革命
”

的最为深刻的根娜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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