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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商主义到工业主义

周 友 光

6 1世纪起
,

欧洲各国都在重新寻求富国强邦之 路
。

作为传 统农本经济对立面的

重商主义
,

提倡 以商立国
,

对各 国商品经 济的发展起过推波助澜的历 史性作用
,

但重

商主义没有把发展物质 生产力摆在经济活动的中心 地位上
,

尤其是对农业生产 的漠

视
,

终于导致大多数重商主义国家的由盛转衰
。

作为重商主义对立面 的重农主义
,

重

新唤起 了人们对农业 的关注
,

表达 了对农业变革的企盼
,

但它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带有

很大的片面性
,

也未能形成广泛和有影响的实际运动
。

英国成功地综合 了两 者之 长而

避其所短
,

在商业革命 尤其是农业革命 的墓础上
,

通过工 业 革命 而成为最富强的国

家
。

一个国家真正 富强的根基在于实现工 业化
。

举起工 业主义的旗帜
,

走英国的道路
,

是近代历史经过二 三 百年的探索之后得 出的结论
。

近代早期重商主义
、

重农主义和工业主义在欧洲的相继兴起
,

从一个重要的层面展示了该

地区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演进的曲折轨道
,

颇值得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
,

对其实

践的过程作些 回顾
。

重商主义是作为传统农本经济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

16 世纪是欧洲近代首次的人 口增长

期
,

中世纪传统的人口停滞模式
,

这时已开始被人 口上扬的趋势所突破
。

但农业生产的增长却

仍然疲软
,

这表明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
,

基本上还维持着原型
。

据可信的经济史著作估计
,

在人

口 的增长方面
.

到这个世纪结束时
,

全欧人 口 已经超过 1 亿
,

即人 口在 10 0 年中大约增长了

2 5%
;
在农业生产方面

,

可以肯定的是其剩余率还远远低于 50 %
,

即仍然处在饥饿风险线之

下
。

以英国为例
,

这里的农业生产只能为每一居民提供每天 1 4 0 0卡的植物热量
,

较最低的必需

热消耗量还少 50 0 卡
;
在 17 世纪前

,

平均每 1 00 年要发生饥荒 12 次
① 。

如果说
,

欧洲人 口增长

与农业生产滞留的反差一时还不易被觉察到的话
,

那么
,

与之密切相关的财政上的左支右细
,

则已经成为经常困扰着各 国政府的棘手难题
。

既然传统农业只是一神勉强维持生计的低标准

自给经济
,

能使国家富强
、

财库充盈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 由于自中世纪后期以来
,

欧洲较先进

国家的商业
,

尤其是东地中海的国际贸易
,

已呈十分活跃的景象
,

各国政府得 自商业的捐税
,

在

岁入中的地位也 日见重要
。

因此
,

一旦人们的 目光从农业上移开之后
,

便自然转投到了商业上
。

重商的思想也随之而兴
。

到 16 世纪
,

当率先登上新大陆的西班 牙转眼问录发成为富甲天下的

殖民大帝国时
,

其他各 国政府便立即认定西班牙是 自己的榜样
。

走西班牙的道路
,

这就是他们

的结论
。

正如后来约翰
·

洛克所说
,

对于缺少金银矿藏的国家来说
, “
通向财富的道路只有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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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

即掠夺和贸易吻
。

随着各国纷纷举起重商的旗帜
,

欧洲终于开始了一个被亚 当
·

斯密称为

重商主义 (亦称商业资本主义 ) 的经济发展新时期
。

大家知道
,

重商主义是一种以商立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

它在实践 中的具体化
,

因国因时

而各具特色
。

一般而言
,

重商主义者奉
“
财富即金银货币

”

为基本信条
,

视对外贸易为一国财富

的源泉
,

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看作是在国际商战中取胜的后盾
。

在近代资本主义成长初期
,

必

然会经历一个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和积累创业资本的阶段
。

重商主义的产生
,

正好适应这

一历史阶段的需要
.

作为经济学说
,

它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最早的理论探讨
,
作为经

济政策
,

它对欧洲日兴的商品经济大潮
,

起着引导和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

在重商主义时期

并稍上溯至中世纪后期
,

在欧洲海洋性国家中应运而生的历代商人
、

海盗和奴贩
,

跨海踏浪
,

走

向世界
,

积极地开拓世界市场和掠夺财富
,

充当了重商主义的先锋
。

据估计
,

16 世纪西欧金属

货币量约增加 3倍以上
。

随着世界性市场网络的 日益形成
,

商品流通具有了空前的规模和多样

性
,

大量金属货币作为媒介和催化剂
,

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总量和速度的增长
.

世界贸易

的发展
,

又牵动了工场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

强化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

为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的过渡准备了前提
。

欧洲尤其是它的先进部分
,

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经济前景最为

乐观的地区
。

在上指时期中
,

欧洲先后崛起了在东地中海商业世界长期独领风骚并被誉为
“

第

一个资本主义民族
”

的意大利
、

曾经控制欧陆一半贸易的汉萨同盟时代的北德意志
、

财富和威

势显赫于世的西班牙帝国
、

盛极一时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和排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
、

u1 7

世纪标准资本主义
”

的商业强国荷兰
、

特别是第一个启动世界工业化巨轮并以
“

世界工场
”

著称

的大英帝国
。

然而
,

当我们审视重商主义凯歌进军途中一幕幕壮观场面时
,

不难发现
,

上举的富国强邦
,

大多在辉煌一段岁月之后
,

都逐个地衰微了
,

而能够从重商主义直接脱颖而出成为实力持久的

工业化强国的
,

则唯有英国而无其他
。

这个历史事实表明
,

重商主义虽然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资

本主义成长的大环境
,

但具体来说
,

重商主义并不能使每个 国家都久盛不衰
,

更不能保证每个

国家都能直接地和工业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

那么
,

导致大多数重商主义国家最终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

重商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的
“

财富即金银货币
”
这一命题

,

实际上是他们凭直感而作出的

片面结论
,

是对
“

财富
”

的历史性误解
.

大家知道
,

社会财富是 由满足人们生产
、

生活需要的劳动

生产物 (包括参与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 )所构成的
。

作为商品流通手段的货币
,

虽然被当成财富

的标志
,

但它却并不能代表社会财富的全部或主体
。

既然社会财富是由生产劳动所创造的
,

重

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唯一财富源泉的观点
,

显然也同样是不正确的
。

重商主义者在

理论上的错误
,

只有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中才能找到产生的根源
。

正如 马克思所分析

的
,

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
,

商品流通成为当时主要的经济领域
,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

重商主义

之所以必然从
“

表面现象出发
”
和

“

只是抓住了假象
” , “

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

最早的 自由存在方式
,

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的时期
,

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

期
,

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
’ ,
③

。

重商主义者以片
、

面的认识和过渡性的历史现象为依据
,

无限地

夸大 了货币及商业的作用
,

因而他们也就不可能在经济实践中
,

给予创造社会财富的物质生产

部门以应有的重视
。

固然
,

重商主义国家曾不同程度地对工业生产采取支持
、

扶植和保护的政策
,

但其 目的仅

仅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
“
少买多卖

” 、 “
贱买贵卖

”

以吸收更多外国的货币流入本国
。

实际上
,

工

业生产只服从于短期的商业利益
。

比如
,

在法国
.

工业着重发展的是奢侈品生产
,

在柯尔柏主义



盛行的年代 ( 1 6 6 1一 1 6 8 3)
,

政府强化了行会对工业的管制
,

强制性的法规达 20 0种
。

这样的工

业
,

可谓是戴着镣铐且跋脚而行的工业
。

不止如此
,

政府出于 自私的财政动机
,

还往往以重税扼

杀工业甚至商业本身
。

比如
,

西班牙在 16 世纪末的交易税课率
,

便高达商品价格的 30 %
,

甚至

4 0一 6 0 %
。

即便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
,

当权的商人寡头也只关心与已有关的商业部 门 (如鲜

鱼贸易 )
,

他们拒绝采取其他国家已实行的工业保护政策和补助金制度
,

同时又把繁重捐税强

加在沿海 省份身上
。

按政府规定
,

每一英亩地应征的筑堤费
、

排洪费
、

维修费总共达 90 便士
.

从

18 世纪起
,

荷兰工业
,

包括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均处于技术停滞
、

生产倒退的境地
,

当别的国

家 已生产坚实的平甲板船时
,

荷兰仍只能生产老式的齐腰平底船④
。

我们肯定过重商主义曾经

促进过工业的发展
,

但是
,

从长远的观点看
,

这种发展又不可能是全面
、

充分和持续的
。

至于农业
,

则完全受到了重商主义者的鄙薄和歧视
。

这是由于当时的农业
“

还处在封建形

式中
,

还是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为生产者本身服务
。

产品大部分并不转化为商品
,

因而也不转

化为货币雌
。

在重商主义国家
,

政府为了保护商业
,

往往不惜牺牲农业和损害农民利益
.

扶商

而伤农成为重商政策的一大特色
,

农业也因而 日益凋零
。

比如
,

在西班牙
, “
因梅斯塔 "( 贵族羊

群所有者组织 )可以随意把耕地变为牧场
,

其羊群在执法官陪护下享有啃食大路两旁庄稼的特

权
。

在法国
,

柯尔柏政府为了减低商品成本
,

下令禁止木国粮食出口而同时又允许外国粮食进

口
,

以强制性地压低本国粮食价格
。

在德国
,

随着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
,

容克地主的庄园经济

获得很大发展
,

但 由此却导致了 1 7
、

18 世纪
“

农奴制再版
”

的历史悲剧
。

意大利和荷兰的情况也

不例外
。

前者长期呈现先进的商义与落后的农业
、

富裕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并存的局面
,

在城

市经济衰败之后
,

意大利才发觉 自己原来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
; 后者的农村经济虽然

出现商品化的趋势
,

农业技术也曾居于欧洲前茅
,

但商业资产阶级只热衷于在农村购置地产以

获得地租
,

并且 为了城市利益
,

还竭力限制
、

阻挠农村商业
、

工业的发展
。

商业资本在荷兰经济

中起着主导作用
,

它的消极方面不能不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

使荷兰的农业逐渐失去

在欧洲的领先地位
。

重商主义对工业制约尤其对农业漠视的弊端
,

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显严重
。

我们知道
,

货

币及商业资本
,

在历史上均早 已有之
。

就其 自然属性来说
,

它们作为商品流通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要素
,

在不同的社会中都起着维持商品流通的功能
。

但 另一方面
,

货币和商业资本 自身又不

具有独立的社会属性
。

马克思说过
,

商业和世界贸易
“
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勃兴
,

产生过非常重大影响
” ,

这种情况
, “
是在 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

生的
’ ,⑥ 。

他还指出
: “

货币和商品
,

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
,

开始并不是资本
.

它们需要

转化为资本
’ ,⑦ 。

这就告诉我们
,

货币和商业资本必然要与一定的生产方式连在一起
,

其历史作

用与流向总受制约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
。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
,

由于物质生产部门的

引力微弱
,

作为重商政策实施主体的国家又没有或缺乏近代产业的意 识
,

加之货币本身十分活

跃的特性
,

因而
,

过量的货币便会游离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之外
,

或循环投向商品流通领域
,

或成

为生息资本
,

或投掷于当时无休止和大规模的战事
,

或消耗在上层社会奢侈淫逸的生活上
,

而

不论哪种情况
,

都只能进一步削弱物质生产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

西班牙在 16 世纪时曾

支配全世界贵金属开采量 的 85 %
,

15 03 一 1 6 6 0 年
,

仅 寨维 尔市就运进 18
.

5 万公斤黄金和

1 68 8
.

6 万公斤 白银
,

但国民收入的一半归 1刘 家显贵和 16 万 名天主教僧侣所有 ⑧
。

大量的金

属货币被统治阶级用于购买国外奢侈品和军需品
,

也就是说
.

并不是在本国而是 在国外转化为

工业资本
。

时人拉蒙
·

卡兰多对此有过这样的描写
: “

西班 牙就象一张咀
,

填进食物
,

咀嚼食物
,

仅仅为了把它送进别的器官
,

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一点碎屑外
,

没有留下任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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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吻
。

统治阶级的腐败成为封建专制的西班牙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
。

本来就缺乏工

业传统的西班牙
,

由此而更加葬送了经济发展的前景
。

法国的情况人所熟知
,

可略之不及
。

在

荷兰
,

商业资产阶级在致富之后也往往沉醉于生活的安逸舒适
.

为窥其一斑
,

这里仅转述荷兰

史著作对其乡间生活的一段描述
: “

布罗克村离阿姆斯特丹只有 6英里
。

共和政体结束时
,

这里

大约有 100 座商贾的住宅
。

许多家的大门上饰有 17 世纪时期的木雕
,

记述着他们家族的发迹

史……村上的道路洗扫得干干净净
。

每座住宅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庭园
,

小径上面铺垫着 贝壳和

玻璃片
、

瓷片
,

灌木都经过精心的剪修
.

宅内的摆设则有法国的家俱
、

窗帘
,

英国的地毯和枝形

吊灯… …
” 。

。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
,

上述几个国家最后都落得一个财库囊空如洗的结局
。

柯尔柏

曾宜称重商政策将会使路易十四成为
“
全世界的主人

” ,

实际上在 1 7 1 5 年路易十四去世时
,

却

留下了 25 亿铿的财政亏空
,

而同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 7 0 0 0万铿
。

西班牙自 16 世纪后期起
,

政

府已不得不一次次地宣布财政破产
.

荷兰在 1 6 8 8一 1 7 13 年间
,

国债也增加了 5 倍
。

西方学者对重商主义失败的原因有过许多探讨
.

比如
,

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

希克斯写道
:

“

重商主义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 既有思想上的各种原因
,

也有 国内的政治压力… …很重

要 的一点
,

我认为以往的重商主义是一种行政方面的失败… …
” 。 。

但我们根据上文所作的分

析
,

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重商主义走向衰败的最重要原因和它的根本要害
,

就在于始终不

能把发展物质生产力摆在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上
。

其后果是
:

工业难以充分发展
,

农业 日益落

后
,

国内市场狭窄
,

工业化历史走向无法形成
。

不论是主要依靠过境贸易而兴旺的商业国
,

还是

主要依靠武力支撑的军事强国
,

由于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
,

最终都难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
.

农业是为全社会提供起码生活资料的敏感部门
。

当一个国家的农业备受摧残的时候
,

整个

社会便不仅失去支撑其发展的依托
,

而且连眼前的生存条件也受到了威胁
。

于是
,

人们的目光

又不得不回归到了农业上
.

法国是西欧重要的农业国家
,

也是农业受害极为深重的地方
,

故这

种情况表现得格外显著
。

伏尔泰当时曾这样写道
: “

把诗文
、

喜剧
、

小说
、

道德观念
、

神道学说等

问题谈厌了的民族
,

到头来
,

讨论面包间题了
” 。

在经过长时间理论上的酝酿之后
,

法 国一部分

出身贵族的
“
经济学家

”

和政界人物
,

终于在 18 世纪 50 一 70 年代形成了被奈木尔取名为
“
重农

主义
”

的新学派
。

重农主义也以重商主义的对立面出现
。

以魁奈 ( 1 6 9 4 一 1 7 7 4 )
、

杜阁 ( 1 7 2 7一

1 7 8 1) 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
,

从
“

纯产品
”
(指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

,

实质即剩余价值 )理

论出发
,

坚决认为只有农业才能提供纯产品从而增 加社会财富
,

因此
,

也只有农业才是唯一的

生产部门
,

商业
、

工业则都是不生产
、

不结果实的
。

既然农业是国家致富的根本
,

农业也就理所

当然地应居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并受到 国家的保护
。

魁奈屡次强调
:

农民贫穷
,

国家就贫穷
,

国王

也因而贫穷
。

在某种意义上说
,

重农主义是重农思想在新历史情景下的延伸和理论化
。

值得注

意的是
,

为了使农业能提供更多纯产品
,

重农主义者十分重视农业的规模效益
,

因而呼吁增加

农业投资和发展大农业
; 出于保护农业的利益

,

他们还提出了实行经济自由的主张
.

魁奈写道
:

“

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联合成由富裕的土地耕种者 (即资本家 )经营的大农场
,

因

为大农业企业与小农业企业相 比
,

建筑物
、

维修费较低
,

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
,

而纯产品多

得多峪
。

魁奈还提出了
“

任它做去
,

任它走去
”

的口 号
。

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
,

从总体上看
,

并不是科学的
,

他们对货币的鄙薄和对商业 (尤其是外

贸 )
、

工业的否定态度
,

都是错误的
。

但它的出现
,

在当时仍有着不能抹煞的积极意义
。

在理论

方面
,

重农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有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
。

在实践方面
,

重农主义重新唤

起了人们对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关注
,

重新肯定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再 生产过程中的

主导地位
,

及时表达了对农业进行资本主义性质变革的企盼
。

然而
,

农业要真正获得历史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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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

有赖于上层建筑
、

土地所有制度
、

农业经营体制
、

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变革
。

而这些显

然都是以重农主义者为代表的法国开明贵族所没有能力解决的
。

因此
,

在杜阁于 1 7 7 4一 1 7 7 6

年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时
,

重农主义的主张便只能弱化成一系列试图减轻农民负担的改

良措施
,

而这些措施又 由于来自贵族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的反对而流产
。

重农主义虽然在法国遭

到失败
,

但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
,

它在其他一些国家中
,

仍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回响
。

不过
,

要

形成象重商主义那样规模和影响的实际运动
,

则是不可能的
。

真正富国强邦的道路在哪里呢? 至此
,

仍然是摆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面前的一个课题
。

就
在欧陆国家重商主义

、

重表主义的实践最终相继失败时
,

英 国却凭借其历史的社会的优越条

件
,

独辟蹊径
,

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

对上述的历史课题作出了当时最佳的回

答
.

英国也是一个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
。

较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
,

英 国能够最大限度地持续发

挥重商主义的积极历史作用
,

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重商主义的消极影响
。

从理论上看
,

英

国的重商主义思想家是第一流的
,

其中最杰出者托马斯
·

孟 ( 1 5 7 1一 1 6 4 1 )的代表作 《英国得 自

对外贸易的财富 》 ,

被马克思称为
“
重商主义的圣经

” 。

在该书中
,

托马斯
·

孟把重商主义早期的
“

货币差额论
”

改造成更为积极
、

进取的
“

贸易差额论
” ,

提出了
“

货币产生贸易
,

贸易增多货币
”

的著名公式
,

并辟专章讨论其具体的途径和手段
。

在他的论述中有两点值得持别注意
。

一是
:

认为发展生产是发展贸易的必要条件和主张发展商品性农业
。

他写道
: “
而我们要注意的

,

乃是

小心谨慎和孜孜不倦地将我们的努力放在时间上
,

决不偷工减料
,

做好我们的纺织品和其他工

业品
,

使之获得更大的重视和使用
” 。

他还指出
,

英国如果能充分利用荒地
, “

便可以自行供应现

在还需要向别人去买的兰麻
、

亚麻
、

绳索和烟叶以及其他各种货物
” 。

二是
:

提倡厉行节约和实

施反浪费的法律
。

他写道
: “

如果我们认真节约
,

在饮食和服饰方面不要过多地 消费外国货
,

同

样地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进 口货
” , “

我们对于 自己的 自然财富的消费
,

如能加以节约
,

同样也能

增多我们每年对于外人的输出量
” 。

他批评说
: “

在这一方面
,

因为风 尚屡变
,

经常在改
,

庆以大

大增多了浪费和开支
,

这类恶习现在在我们之间确是骇人听闻
,

较先前的时代尤甚了
” 。

他认

为
,

如果实施防止过分浪费的良好法律
, “

这种恶习或许就可以很容易地纠正过来
” , “

勤劳努力

的生活所享有的荣誉与利益
,

远远超过 由于缺乏品德而把一份大遗产消耗净尽
’ , 。 。

托马斯
·

孟的见解
,

对于英国社会经济健康主流的发展
,

无疑起着积极的影响
。

从重商主义的实践看
,

下

述事实表明
,

英国也是最为成功的
。

在英国
,

与重商主义相伴出现的
,

首先是商品经济向广大农村的不停顿进军
。

13 一 14 世

纪
,

在西
、

北部崛起的畜牧地带
,

为这一进军铺垫了最初的出发点
。

1 4 8 5 年都铎王朝建立后
,

英

国开始长期系统地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

由养羊业带动起来的外向型毛纺织业
,

以农村为基地迅

速地发展起来
。

14 一 17 世纪
,

英国产毛羊由 45 0 万头增加到 1 2 0 0 万头
,

全国毛纺品的一半销

往国外
。

除毛纺织业外
,

采矿
、

炼铁
、

制皂
、

造船等乡村工业也均兴起
,

从而开始了美国学者门德

尔斯所谓的
“

原始工业化
”

的进程
。

与此同时
,

粮食生产也呈现较明显增势
。

这是因为
,

自 14 世

纪英国农奴制消亡以后
,

自耕农成为农村基本群众
,

自耕农一般每户拥有 30 英亩份地
,

且货币

地租 固定
,

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积极性均获得改善和提高
。

有的学者估算
,

其年净余率可达

20 %
,

当时粮价又持续上升
。

在托马斯
·

孟著作中
,

曾提及每夸特小麦国内价格为 25 先令
,

而

到 1 7 7 0一 1 7 7 9 年间
,

已上升到 45 先令
.

1 便士
。

手中有了余粮的农民
,

成为具有市场意识和一

定购买能力的市场参与者
,

农村商品经济因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在英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同

时
,

国内市场也 日益被开拓
,

这是其他重商主义国家难 以做到的
。

此外
,

英国政治和行政的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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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统一的货币
、

度量衡 (仅兰开斯特例外 )
、

关税制度
,

特别是政府一系列 出台的保护工业
、

航

运业
、

奖励出口的法令
,

对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商业霸权的确立
,

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保

证作用
。

英国用农村商品经济这根坚韧的纽带
,

把商业和农业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

有效地解决了其

他重商主义国家难以克服的矛盾
,

从而提供了商业
、

农业
、

工场工业同时并举和相互促进的成

功范例
,

这也是英国在近代经济发展道路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起步
。

法国重农主义在英国思想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

不过
,

显而易见
,

对英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

已经解冻并被卷入一场真正商业革命 中的国家来说
,

歧视商业的观 点
,

在实践中更 是行不通

的
。

然而
,

重农主义的积极方面
,

即重视农业的呼吁和他们在法国无力付诸行动的农业变革企

盼
,

英国却通过农业革命使之成为了事实
。

按巴黎大学保罗
·

贝罗奇教授的说法
,

英国农业革

命大约开端于 1 6 9 0一 1 7 0 0 年间
,

比低地国家外的欧陆国家早 60 一 70 年 。
.

英国农业革命
,

包括

生产规模
、

经营方式
、

生产技术三个主要方面
.

圈地运动
、

玫瑰战争 ( 1 4 5 5一 1 48 5 )
、

亨利八世

( 1 5 0 9一 1 5 4 7 在位 )的宗教改革
,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

为农业革命的前两个方面开辟了道路
,

使

新贵族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大农牧场经营者
。

据估计
,

5] 世纪末至 17 世纪
,

乡绅数

目约增加两倍
。

从 17 世纪末开始
,

英国又通过广泛应用一系列农艺学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新

成果
,

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技术革命
。

到 18 世纪中叶
,

英国已兴办起许多面积不少于 3 00 英亩

的农场
,

耕地面积从 1 6 8 8年至 1 7 9 5 年约扩大 4 00 万英亩
,

1 7 0 0一 18 0 0 年间
,

每一农业劳动者

从能够养活 1
.

7 人提高到 2
.

5 人
.

1 7 0 0 年
,

英国谷类开始大量 出口
,

在此后 60 多年间
,

出口量

约增加 1倍
。

1 7 5 0年达 20 万吨
,

占英国国内粮食消费量的 13 %
.

这说明
,

英国粮食生产 已稳

定地达到了自给有余的程度
,

英国开始以
“
欧洲的粮仓

’ ,

而著称
。

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超过了

过去的老师荷兰
。

英国农业技术革命的重要倡导者阿瑟
·

扬 ( 17 4 1一 1 8 2 0) 被公认为欧美首屈

一指的实践农业的权威
。

他所主编的《农业年鉴 》期刊
,

也被誉为农业百科全书
。 “

大约从 1 7 3 0

年到 19 世纪中叶
,

英国成为农业专家们的麦加
,

它的榜样成为欧洲其他部分以及美国的农业

革命的典型峪
.

众所周知
,

英国农业革命以牺牲农 民利益的圈地运动作为重要前提
,

也就是

说
,

是付出了极为痛苦代价的
。

然而
,

农业革命的开展
,

毕竟表明英国继农村商品经济起步之

后
,

又走上了对其工业化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途程
。

上文曾强调指出
,

能否有效地将资金纳入本国原始积累的轨道
,

也是关系一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
。

在商业革命
、

农业革命中诞生的英国新贵族
,

不同于西
、

法寄生性的封建贵族
,

也不同于

锐气 日丧的荷兰商业资产阶级
.

他们热衷实业
、

熟悉市场
、

精于理财
、

崇尚吝俭
、

乐意采用新技

术
。

16 世纪在英国兴起的清教
,

一方面鼓励人们为证明 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尽快发财
,

一方面

提倡禁欲主义
,

反对奢侈浪费
,

用宗教的语言进一步宣扬了原始积 累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价值

观和道德观
。

英国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因而能够在经济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

比

如
,

在农业技术革命中
,

阿瑟
·

扬和不少新技术的倡导者
,

如提倡四圃制的唐森德
、

《马耕法 》的

作者塔耳等
,

都 出身于乡绅
,

连国王乔治三世也亲 自兴办农牧场并以
“
农夫乔治

”
自称

。

随着农
、

工
、

商各业的发展
,

英国经济力量迅速增长
。

1 6 8 8 一 17 7 0 年
,

按不变价格估算
,

国

民收入从 5 0 0 0万英铸提高到 1
.

3 4亿英镑
,

对外贸易从 1 7 0 0 年至 17 0 9 年便增长 1 倍
,

政府关

税收入在 1 6 8 8 年至 1 7 5 5 年间也增多 l 倍
。

山于英国己经形成了资金
、

自由劳动力
、

商品粮供

应
、

国内外市场
、

企业家和技术工人队伍等工业革命必需具备的要素
,

工业革命的历史走向终

于成为定局
。

份 世纪 60 年代
,

世界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悄然崛起
。

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

亚当
·

斯密 ` 1 7 23 一 1 7 9 0) 于 1 7 7 G年发表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
。

在这部划时代著作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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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
·

斯密第一次系统地论述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
,

宜称任何劳动用在任何生产部门都是

价值的源泉
,

从而克服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在财富源泉上的狭隘成见
;
他还进一步指出

,

社

会财富的增长
,

主要取决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

而 自由竞争则是推动生产的动力
。

亚当
·

斯密

的理论
,

实际上肯定了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

因此
,

他不仅是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莫基人
,

而且也是近代工业主义的倡导者
。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

大约在 19 世纪 40 年代

左右
,

英国终于完成了近代历史上的首次工业革命
,

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

纵观数百年的历史
,

英国的成功在于它始终充分重视发展经济
,

使商业
、

农业
、

工业同时并

举与相互促进
,

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主要是 国际市场为导向
、

以农业为基础
、

以工业为主导的

经济运行格局
。

随着商业革命
、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相继发生
,

英国经济实力也相应登上了

一个历史性新台阶
。

英国经济上的辉煌成就
,

是经济实践
、

尤其是大工业实践的巨大胜利
.

历史证明
,

一个国家真正富强的根基在于实现工业化
。

举起工业主义的旗帜
,

走英国的道

路
,

这就是近代历史在经历长时间的探索后所得出的新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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