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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的统一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恢复和发展一国分离部分

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重建统一的民族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扩大主张

统一的阵营 、增强拥护统一的力量;经济关系的发展能够促进政治关系的密切和民族认同感的

增强 ,进而有利于遏制内部分离势力和抗衡外部的干涉势力;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是促进各部

分之间经济关系良性发展 、带动全民族经济增长 、为国家的最终统一准备经济前提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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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并不陌生 ,但至今还没有见到研究这一问

题的文章 。该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都十分重要 。探讨该问题 ,总结世界历史上民族国家

统一的经验和教训 ,对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不无补益。因此 ,笔者谈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

发展经济关系是重建统一民族市场的一个重要步骤。

何为民族国家? 《韦伯斯特英语词典》里的定义是:“民族国家 ,即一个稳定的 、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共

有同一领土 、经济生活 、特有文化和语言的人类社会 。” [ 1](第 1196 页)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与此大致相

同 ,只不过其中多了一个“共同心理素质” 。这说明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 ,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 ,对

民族国家的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民族国家的各部分是靠地缘 、政治 、经济 、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联在一起的 。而经济关系是其中的一

条最基本的纽带 。然而 ,在历史的进程中 ,由于内力或者外力作用的结果 ,原先统一的国家可能分裂为

几部分。它们之间的具有民族国家性质的经济 、政治纽带暂时中断了(有时这个“暂时”可能长达数个世

纪),共同的经济 、政治生活就不存在了。例如 ,意大利自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就陷入分裂 ,“意大利”

这个词 ,1860年之前只是一个半岛而非一个国家的名称 ,尽管其各部分在血缘 、宗教和语言方面都是共

同的。梅特涅曾以贬低的笔调将“意大利”描述为“地理概念”[ 2](第 1 页),民族国家性质的经济纽带荡然

无存 ,到 19世纪三四十年代 ,仅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沿岸就有 22道贸易关卡[ 3]
(第 552 页);在帕尔马

到莫德纳一条短短的道路上要征税 6次 。从都灵运谷物到热拉亚 ,运费比从黑海海岸的敖德萨运往热

拉亚的还高
[ 4]
(第 304 页)。德意志于 1525年农民战争后陷入分裂 , 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又将它

分为 360余个邦国 ,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 ,则为 39 个邦国。德意志境内关卡林立 ,币制各异 ,税则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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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1895年至 1945年和冷战时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也不存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统一的民族市场 。

欲使分裂之国重归一统 ,该国自己得有一种足以克服阻止统一的内外障碍的强大力量。在此力量

形成之前 ,必须首先将经济关系这条处于中断状态的最基本的纽带联结起来 。经济关系的建立首先从

贸易开始 ,接着是取消关税 、统一货币 、度量衡等 ,于是统一的民族市场得到了重建 ,分裂的各部分遂有

了共同的经济生活。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 、铁路的修建(1835年始)等就起到了这种作用 。正

如意大利经济史家卡洛·M.波拉指出的: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而产生的自由贸易区占整个德意志土

地的五分之四 ,境内人口约有 3 300万 。关税联(同)盟促进地区之间的流通 、竞争和分工 , ……成为国

家创立市场的典范 ,大大鼓励私人工业的发展”
[ 5]
(第 271 页)。19世纪四五十年代 ,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

席卷意大利 ,经济的发展有力地冲击着意大利的分裂局面 ,贸易关系穿透政治阻力开始联结诸邦。自

1839年意大利逐步有了铁路 ,到 1861年超过 2 000公里 ,75%在北部 ,19.5%在中部 ,5.5%在南部[ 6]

(第 164 页)。内外贸易总额从 19世纪 30年代初的 2.2亿马克增至 1850年的 5.5亿马克 ,再增至 1870

年的 14.8亿马克。在统一完成前夕 ,经济关系在各邦之间已初步建立起来 。

经济关系在美国的作用则呈现出另一番情景 。起初 ,经济关系将英属 13个殖民地联系起来 ,逐渐

形成了美利坚民族国家。然而 ,由于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使得北部和南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

两个经济体系。到内战前夕 ,南部与北部的经济关系出现深刻的裂痕:一是在内部整合问题上 ,北部竭

力支持将东北部的工业与西北部的农业相结合的工程。南部认为该工程不利于南部的发展 ,妒忌之并

加以抵制 。二是关于中央银行的问题 ,既是资本中心又是银行股东中心的东北部 ,因致力于商业而深知

牢牢控制货币体系的好处而支持中央银行。作为农业和债务者地位的南部敌视为北部股东利益服务的

中央银行 。三是在开放西部土地的问题上 ,东部工业利益集团反对将公有土地出售 ,以免工人受吸引而

离开工厂 。南部则极力支持尽快地出售西部土地以刺激南部农业的扩张 。四是关税问题 ,北部认为保

护性关税是工业发展 、国家经济独立的关键。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棉花的南部则憎恨保护性关税 ,认为它

阻止了自己购物于世界市场 ,迫使自己资助北部经济:由于南部不能在国外购物而被迫出卖两次———首

先出售棉花换取外汇 ,然后在北部货币市场卖掉外汇 。南部由于在两次出售的过程中接连蒙受损失而

反对保护性关税[ 3]
(第 614-615 页)。与此相反 ,南部与英国———北部的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越来越

密切 ,工业革命“将美国南部变成了大不列颠的经济伙伴。南部成了供应南开夏工厂的世界原棉的主要

生产者。”
[ 7]
(第 537 页)不断发展的英国棉纺织业 ,原棉的 75%—80%依靠美国南部。到 1860年 ,英国

1 050万雇用劳力中近 50万被直接雇用于棉纺织业 ,在与棉纺织业的相关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共达 150

万[ 8]
(第 170 页)。由于南部与北部在经济关系上矛盾重重 ,统一的民族市场受到严重损害 ,再加上政治

上的冲突 ,最后导致美国的一度分裂。这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重要作用。

二

发展经济关系使主张统一的阵营扩大 、拥护统一的力量增强 。

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使各方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 ,而且市场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和发财

致富的机会。这些新受益于经济关系发展的人群和势力自然与赞成统一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与分裂势

力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从而扩大了主张统一的阵营 ,增强拥护统一的力量 。

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开展使德意志各邦的资产阶级有了共同的利益 ,因此资产阶级

成为主张建立统一的德国的天然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关税同盟 、工业革命 、再加上农奴制改革这些因素使大部分容克地主采用资本主义方

式经营 ,经济活动超出了本邦的范围 ,卷入了整个德意志的市场甚至国际市场。这部分人原本对德意志

的统一漠不关心 ,有的甚至是坚持德意志分裂的顽固势力。切身经济利益 、崭新的经济关系使德意志民

族意识觉醒 ,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漠不关心或坚持分裂转变为拥护统一的中坚力量。以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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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麦为代表的一批容克地主就是这样一股力量。俾斯麦的邻居 、与俾斯麦之父和俾斯麦本人关系异常

密切的恩斯特·冯·比洛 ———库莫洛夫是位颇具影响的容克大地主 、农业政治家和政论家。1848 年革

命期间 ,为了维护容克地主的共同利益 ,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容克地主。然而 ,正是这位比洛“通过农

业的近代化和通过发展农村工业 、信贷事业和交通事业 ,而促进了使庄园经济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一

切”
[ 9]
(第 154 页)。在此基础上 ,他在其著作《普鲁士 ,它的宪法 ,它的行政管理 ,它对德国的关系》中最先

提出了小德意志的主张。按照这一“方向的思考是与关税协会(即关税同盟—笔者注)结合在一起的观

念的逻辑结果:德意志各邦内部的障碍应当拆除” 。

俾斯麦曾经是个不关心甚至反对德意志统一的“宫廷党”人 , 1848年革命期间 ,他在普鲁士议会中

公开宣扬:“德国的统一是一种妄想 。”俾斯麦传记《俾斯麦》的作者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恩斯特 · 恩格尔

贝格指出:“俾斯麦不参与某些像拉多维茨一类的保守派怀有的那种`德意志幻想' ,尽管在必要时也装

出一些被视为热爱德意志的保证 ,但基本上在革命的岁月里他只关心普鲁士 。” [ 9](第 266 页)中国的德国

史专家丁建弘认为俾斯麦早期的“政治主张是亲奥 、亲俄 、亲法 , ……亲那些保持德国分裂的势力。”[ 10]

(第 160 页)

可是 ,正是俾斯麦却成了实现德国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政治态度为何会发生 180度的大转

变呢 !归根到底得从当时德意志经济关系的发展中找原因 。俾斯麦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自己的农

场 ,筹建庄园工厂 ,从事木材交易 ,其产品已越出本地范围 ,而同国内外市场联系在一起
[ 10]

(第 157 页)。

到 19世纪 50年代初 ,俾斯麦主张普鲁士必须及早同德国发展着的“物质关系”打交道 , “采取主动” 。

当时德意志的“物质关系”又是谁发展起来的呢? 是关税同盟 。恩斯特 · 恩格尔贝格指出:“站在

经济 —社会发展新时代开端的是由普鲁士倡导的关税协会(关税同盟),它参与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例

如在生铁生产 、一批正在运转的蒸汽机 、输入棉花和几乎轰动一时的扩建铁路等方面。”
[ 9]
(第 158 页)同

时 ,与这些“物质关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型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也对俾斯麦产生重要影响 。在俾

斯麦经营庄园期间与他经常交往的许多重要人物中间 ,有一位阿尔布雷希特·冯·阿尔文斯勒伯爵 ,是

1835 —1842年普鲁士财政大臣 ,在任期间为促进德意志关税同盟做出了许多贡献[ 9](第 201页)。此人关

税同盟的理念和行为不可能不对俾斯麦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

另一位就是冯·比洛 ———库莫洛夫 。俾斯麦基本上读完了比洛的著作《普鲁士 ,它的宪法 ,它的行

政管理 ,它对德国的关系》 ,继承和发展了该书中提出的小德意志的思想[ 9]
(第 155-156 页)。德意志各邦

间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使俾斯麦由坚持德意志分裂的铁杆人物转变成实现德意志统一的铁血宰相的极重

要的因素 。在德意志各邦中 ,从对统一漠不关心或坚持分裂转变为拥护统一的人 ,远不只比洛和俾斯麦

两人 ,而是一大批人 ,一股强大的势力。

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 。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起初并没有立即改变意大利现状的迫切愿望 ,可

是 ,随着诸邦经济和经济关系的发展 ,他们逐步转向主张统一的立场 ,开始谋求符合自己利益的统一全

岛的方案。加富尔就是这部分势力的典型代表。19世纪 30年代 ,他周游整个欧洲 ,英国的经济状况和

政治制度对他产生重大影响。为撒丁王国的富强而鼓吹贸易自由 、修筑铁路 、建立议会制等 。但他只

“赞成皮蒙特的扩张而从不相信意大利半岛统一的主张” [ 11](第 111 页)。然而 ,由于皮蒙特的经济和它与

诸邦经济关系的发展将萨丁王国推上了实行意大利统一的中心地位 ,随之 ,加富尔也由只赞成皮蒙特扩

张的本位主义者转变为策划意大利统一大业的重要人物。经济关系的发展对西西里岛的政治态度也产

生重要影响。由于历史上种种复杂的原因和其地理位置孤悬于海上 ,岛上的上层人士曾有相当强烈的

“分立主义”情绪 。但海岛与大陆日益增强的经济关系表明:岛上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需要大陆这块广

阔的市场 ,而大陆也需要西西里岛这块原料产地。岛上的资产阶级不管是民主派还是自由派都认识到

只有与大陆统一才有出路 。于是 ,他们的“分立主义”情绪转变为与撒丁王国合并的意愿。加里波第的

“红衫军”一解放西西里岛 ,新的地方政权就采取了取消或降低多种关税 ,宣布贸易自由和航海自由等改

革措施[ 12]
(第 266 页)。于是 , “西西里所有各镇 ,除了一些偏僻小镇之外 ,都已声称赞成与战无不胜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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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多 ———埃曼努伊尔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合并 。”
[ 12]

(第 267 页)

三

经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政治关系的密切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 ,有利于遏制内部顽固的分离势力和

对支持分裂的外部势力造成威慑。这一点在意大利的统一和德国统一的过程中都有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统一之前的意大利 ,“许多商人都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民族市场 ,取消内部贸易关卡;在他们看出

来 ,这个新的铁路时代要求使交通互联形成系统和使不同的度量衡和货币标准化 , ……进步的土地所有

者 、商人和制造商为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的主张和全部采用公制的想法所吸引。”牛津大学资深研究员

麦克·史密斯(D.Mack Smith)指出:“所有这许多倾向变革的激情都对伴随意大利的统一而进行的行

政 、政治 、社会和经济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 [ 3](第 552-553 页)史实正是如此 。经济上统一的要求加速了意

大利第二次反奥独立战争的到来 。1859年 ,反奥战争打响 ,加里波第的“阿尔卑斯山猎兵”开进敌占区

伦巴底。他们四处散发文告:“伦巴底人:现在你们被号召过一种新的生活 , ……你们在各省的弟兄们已

经宣誓与你们同胜利或共牺牲 。我们的任务是……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不被任何外国兵玷污

的遗产。 ……如果意大利的儿女们团结起来摆脱外国的压迫 ,意大利就会重新恢复上苍分派给她在各

国当中所应占有的地位!”
[ 12]

(第 243-244 页)。尽管奥地利当局三令五申:“如果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协

助革命……该地必须受到火与剑的严惩” ,但伦巴底人民不惧此禁令 ,热烈拥护和千方百计地支援加里

波第的部队 ,使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绩[ 12](第 244-245 页)。撒丁王国的政府军与法军一起浴血奋

战 ,最后击败了奥军 。同年 ,中部诸邦爆发革命 ,坚持分裂的反动政权被推翻 ,翌年 ,与撒丁王国合并。

由来自意大利各地的爱国者自愿组成的“红衫军”开赴西西里岛 ,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推翻了西班牙的

统治 ,解放了西西里 。在意大利 ,经济关系的发展与爱国主义的高涨之相互作用表现得特别突出。

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后 ,在经济关系的带动下 ,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诸邦之间的政治关系日

益加强。一方面 ,普鲁士认识到关税同盟是它用来扩大对同盟成员邦的政治影响的有用工具。另一方

面 ,18个成员邦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自愿限制自己的主权 ,这种情况在德意志邦联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到 19世纪 30年代结束的时候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已将关税同盟视为迈向更大的政治同盟的第一

步
[ 13]

(第 24 页)。德意志诗人法莱尔斯莱本(Fallersleben)在 1840年写诗表达了这种情感 ,其大意是:

“由于你们已经将一条纽带缠绕在德意志祖国的身上 ,那么这条纽带将我们的心缠在一起的作用比德意

志邦联的作用大得多 。”[ 13](第 24页)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 。在 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北德意志诸邦同仇

敌忾一举击败了奥地利 ,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 。可是 ,南德几个邦在普奥战争中居然站在奥地利一边与

普鲁士为敌。为了早日实现德国的统一 ,俾斯麦充分发挥了关税同盟的作用 。他以解散关税同盟相威

胁要求改革关税同盟的机构 ,迫使南德诸邦的民选代表与北德的民选代表平等地坐在一起共商大事 ,以

便将关税同盟变成全德的代议制机构。尽管会议上南德的代表反对这一企图 ,但这种使双方代表已经

坐在一起的事实对德国的统一的确起到了作用:“使分立主义者现在所强调的是对全德的忠诚而非对地

区的忠诚 。”
[ 14]

(第 35 页)这尽管是俾斯麦为了实现德意志的政治统一而耍的一种瞒天过海的手段 ,但说

明关税同盟的极端重要性:即使独立意识很强的南德诸邦须臾也离不开它 。这种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

“在 1871年 7月已变成席卷德意志所有部分的爱国洪流 ,分立主义和对普鲁士的不信任暂时被一扫而

光” 。德国政论家阿诺德 ·卢格(A rno ld Ruge ,1802—1880)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任何一个德意志人 ,无

论他是谁 ,如果现在不站在他的民族一边 ,就是一个叛徒 。” [ 15](第 27 页)在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的两 、三天

前 ,巴伐利亚 、巴登和符腾堡就开始动员 ,其军队加入了普鲁士皇太子指挥的“第三军” [ 15](第 27 页)。北

德 、南德同心协力彻底击败了阻碍德意志统一的法国。尽管战争初期南德民族激情高涨 ,但德国的统一

仍有阻力 。色当之战后 ,南德的主要邦巴伐利亚虽然同意加入北德意志联邦 ,但交换条件是获取特权 ,

而这些特权将会弱化该联邦亲和力 。对此 ,俾斯麦毫不犹豫以使巴伐利亚在经济 、政治上孤立相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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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暗示:将单方面废除关税同盟条约和邀请南德其它邦到凡尔赛商讨统一问题。最终迫使巴伐利亚就

范
[ 14]

(第 41 页)。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了经济关系在增强民族情感 、遏制分离势力和击败支持分裂的外部势力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关税同盟内的自由贸易和铁路网将工业中心与分布在不同邦的铁 、煤等资源紧紧联在一

起 ,从而将整个德意志联在了一起 。因此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血

和铁上 ,倒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更为真实 。”
[ 16]

(第 81 页)卡洛 ·M ·波拉也认为:“德国政治制度的

统一是以市场制度的统一为基础的 。” [ 5](第 272 页)意大利史学家说铁路是缝好意大利这只大皮靴的丝

线[ 17]
(第 88 页)。其实 ,应该说包括铁路在内的整个经济关系才是缝好意大利这件“百衲衣”的丝线 。

四

国家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是促进各部分之间经济关系良性发展 、带动全民族经济增长 、为国家的最

终统一准备经济前提的关键。

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快 ,其它部分的向心力则强 ,经济关系就能持续 、甚至加强 。主体部分的经济

发展滞后 ,其它部分的向心力则会减弱 ,甚至会转变为离心力。德国统一中的普鲁士和意大利统一中的

撒丁王国是前者的典型例子。苏联解体之前的俄罗斯则是后者典型例子。

众所周知 ,普鲁士是小德意志中间最大的邦 ,其农奴制改革和工业革命都走在其它邦的前面 ,又是

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组织者和控制者 ,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经济实力最强 。其它邦的经济发展都少不了

它 ,都有赖于它 。也就是说 ,普鲁士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雄厚而对其它邦产生了强大的吸

引力 ,反过来其它邦则对普鲁士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向心力。实际上 ,在德国实行政治统一之前 ,德意志

已经实行了经济上的统一[ 18]
(第 217页),其核心就是普鲁士 。

撒丁王国原本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邦 ,但加富尔在任商业 、农业部长和首相期间 ,推行一系列的经

济和政治改革(1850-1855年),诸如殖产兴业 ,修筑铁路 ,创建银行 ,大幅度削减关税 ,开凿运河 ,建立军

事工业 ,等等
[ 2]
(第 21-22 页),使撒丁王国成为意大利诸邦中经济发展最快 、经济实力最强的实体 。美国

的意大利史专家查尔斯·L ·基林杰认为:“正是在渐变的自由宪政体制下的皮蒙特的经济近代化将该

王国推上了致力于半岛统一的中心舞台。”[ 11] (第 111 页)因此 ,其它邦对它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在

1848 —1849年反奥战争中 ,其它邦并没有积极参加皮蒙特的行动 ,而 1859 —1860年的情况则恰恰相

反[ 2]
(第 21 页)。反奥战争胜利后 ,诸邦则纷纷合并于它 。加里波第之所以打着撒丁王国国王“埃曼努伊

尔万岁”的旗帜率“红衫军”远征西西里 ,最后将南部半壁河山合并于撒丁王国 ,除了将意大利的统一奉

为至上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认识到了撒丁王国的实力和在国家统一中的地位 。

从 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摆脱蒙古的统治获得独立到 1991 年苏联解体 ,俄国的历史长达 511年。

经过 5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国居然一朝分崩离析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错综复杂的 ,但其主要的原因之

一是俄国的主体 ———俄罗斯的经济在苏联的后期严重滞后 。

苏联长期实施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人为的 、中央政府

强加的 ,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那种自然形成的经济关系 ,一旦计划经济失灵 ,这种人为的经济关系

也就不存在了。由于国家的主体———俄罗斯的经济严重衰退 ,造成这一后果的计划经济也就推行不下

去了 ,戈尔巴乔夫企图“妙手回春”的经济改革也一败涂地 ,于是 ,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纽带就中断

了。同时 ,俄罗斯经济的严重滞后还导致了其它加盟共和国对俄罗斯的向心力减弱 ,离心力增强 ,认为

没有依赖俄罗斯的必要 ,乌克兰 、白俄罗斯等 14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

耐人寻味的是 ,俄罗斯不仅不阻止这种分裂国家的活动 ,反而乐见其成 ,认为这些加盟共和国拖了

俄罗斯的后腿 ,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负担。“许多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都认为保住苏联代价太

高” [ 19](第 138 页)。叶利钦则以“俄罗斯”来挑战“苏联”[ 20](第 587 页),主张“俄罗斯优先”[ 19](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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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 、政治危机之际 ,作为苏联主体部分的俄罗斯不是与其它加盟共和国同舟共济 ,而是视它们

为负担而不管 ,只顾自己 ,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整个苏联的利益之上 ,自然会导致非俄罗斯部分的脱离。

这是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使经济发展缓慢和苏美争霸消耗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所造成的悲剧。

这从反面说明了国家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对民族统一的极端重要性 。

由于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极端重要性 ,因此 ,凡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势力都积极推进分离部

分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 ,如俾斯麦和意大利的进步力量就是如此。与此相反 ,那些反对统一 、坚持分裂

的势力则竭力阻碍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 。普鲁士的唯一对手奥地利嫉恨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统一

方案 ,千方百计破坏之。其最恶劣的手段就是力图拆散德意志关税同盟 。为此 ,1853年 ,奥地利首相施

瓦尔岑伯格提出建立一个由奥地利主导的德意志中欧关税同盟 。许多中小邦诸侯表示“可以考虑” 。由

于各邦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和俾斯麦使尽全身解数与之斗争 ,最后终于挫败了施瓦尔岑伯格的阴谋 ,保

住了德意志关税同盟 。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讨论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时也估计到“奥地利必然顽

固地反对伦巴底 —威尼斯地区参加意大利关税同盟。”
[ 12]

(第 137 页)如今中国台湾的台独势力极力在台

湾海峡两岸的直接“三通”和经济交往上设置障碍 ,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

综上所述 ,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所起的作用是:恢复和发展一国分离部分之间的经济关系是

重建统一的民族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步骤;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扩大主张统一的阵营 、增强拥护统

一的力量;经济关系的发展能够促进政治关系的密切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 ,进而有利于遏制内部分离势

力和抗衡外部的干涉势力;国家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是促进各部分之间经济关系良性发展 、带动全民族

经济增长 、为国家的最终统一准备经济前提的关键 。如果说军事力量是一国统一必需的硬件 ,那么经济

关系和经济实力就是必需的软件。

我们强调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忽视或否定政治关系 、军事力量 、文化因素

和外交策略等的重要作用 。只是说经济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个基本前提 。而且经济关系的作用与

其它几种因素的作用是辩证统一的 、相互促进的。只有充分 、全面地发挥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一个

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才能最终完成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认真 、科学地总结和吸取世界史上其它国

家统一与分裂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完成统一进程之中的中华民族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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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c relations play the most impo rtant roles in the unification o f a nat ion-state:

Resuming and developing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separated parts of a nation-state is an

indispensable step of reconst ruct ing the uni fied national marke t.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lations can enlarge the bloc favouring the unifica tion and st reng then the fo rces suppo rting the

unification.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lations can promo te the clo seness of the polit ical relations

among the separated parts and enhance their national identif icat ion , the refore , can help contain the

internal separatist s and deter the foreign powe rs suppo rting the separat ist s.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par t of a nation is the key prerequisite to promote the virt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lat ions among the separated parts , to drive the w hole na tional economy to g row , and to

lay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uni fi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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