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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都铎王朝时期 ,英国商业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 ,促进了商业的迅速发展:经

济条件的质变是其社会前提;上层建筑的理性化为其提供制度条件;阶级架构的转变为其提供

社会基础;文化观念的转变为其提供了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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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开始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商业 ,在英国商业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

的发展和成长推动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鉴于商业在英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 ,本文力图从经济 、政治 、阶级 、文化四个层面对都铎时期英国商业发展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以揭示当

时英国商业发展状况和趋势。

一 、经济条件的质变是商业发展的物质前提

(一)都铎时期的英国处于社会整体转型与变革中 ,经济发展出现了质的变化 ,农业文明逐渐转向商

业文明 ,形成了促进商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都铎时期英国的经济 16世纪开始逐步摆脱 14 、15世纪的衰退而走向复苏和发展。15 、16世纪农

村地区运营的企业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1](第 62 页)。这有利于加速经济的商业化进程 。到 16世纪

中后期 ,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攫取剩余的来源”
[ 2]
(第 13 页)推动了英国经济发展 。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实力逐步增强 ,社会日趋稳定 ,劳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生产技术也实现了某

种程度的改善。农业方面 ,新的农业工具的运用 ,耕作方式的变革 ,施肥技术的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

农民有可能脱离土地的束缚而去从事其它行业 ,包括商业 ,从而为商人阶层的兴起提供了人力资源 。乡

村工业也迅速兴起。“从资本家的观点看 ,乡村工业具有避免城市行会强加的高工资的好处 ,其缩呢漂

洗机作坊还有利用廉价水力的优越性 ,这些乡村工业生产出的纺织品 ,虽然不具备最高的质量 ,但价格

较为低廉 ,所以其价格在贫困化了的贵族和其他较不富裕的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之内 。”[ 3](第 373 页)这极

大地扩大了市场 。同时 ,英格兰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长期保持国内和平 ,也意味着对税收的需要较

小 ,有利于英国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

随着商路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 ,欧洲经济发展中心逐渐转到大西洋沿岸国家。同时 ,由于西 、葡

从美洲输入大量硬通货 ,引发了西欧国家的通货膨胀 。价格水平的差异鼓励了商人在各个市场之间进

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 , “在近代世界的记录中 ,对产业者 、投机者和商人来说 ,绝不存在这样一个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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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的机会。”
[ 4]
(第 109 页)这些刺激了商业企业的投资兴趣 ,加速了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利润膨胀。

随着商业资本逐渐壮大 ,商业资本逐渐融化手工业资本 ,进而控制手工行业[ 5]
(第 6 页)。商业资本逐渐

加强对手工业的支配和控制 ,为商人取得经济上的主导权创造了条件 ,使他们有可能利用自身的经济实

力在各个方面施展社会影响。

(二)都铎时期英国商业的深度发展和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加速进行 ,全国性商品集散地和商业中

心的逐渐形成 ,对英国商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经济环境

中世纪晚期 ,英国旧城镇不断衰落 ,新城镇不断成长 ,部分手工业和商业逐渐集中到大中城市和一

些中小城镇 ,从而形成了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商业中心 ,伦敦甚至成为国际性商业和工业中心 ,一个强

大的商业社会由此形成 ,并逐步走向强大的商业体 。财富的集中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随着消费品范

围的扩大 ,批发销售的发展以及货币使用的普及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

(三)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 ,新的经商手段的应用 ,商业经营方式的改变 ,是商业发展的技术基础

都铎时期的英国 ,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水上 ,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障已得到很大改善 ,道路已较为

通畅 。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 、航海设备 、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发展 ,极大提高了运输能力

和效率。在国家的组织下 ,商业有了“船只 、人员 、冒险考察和开发新空间所需的手段” [ 2](第 122 页),加

快了英国走向世界市场的进程 。16世纪时 ,英国商业的赢利技巧也得到了改进 ,市场的连接方式发生

了改变。商人之间做生意的方式更为直接 ,进行批发贸易尤其是食物批发贸易 ,开始由露天的市集转入

室内的市场 ,这种市场包括货栈 、谷物交易所或旅店。为了销售某些特殊的商品 ,各地纷纷建立了专业

化的商品交易所 。在对外贸易方面为了处理货物采用了拍卖的销售方法
[ 6]
(第 88 页)。商品流通工具 、

技术设施 、组织制度 、商业网络 、多种经营方式和科学管理方法的运用 ,推动了商业发展。

(四)信用制度的发展 、完善 ,金融市场新的运营机制 ,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信用制度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 。股票交易 、债券交易兴起 ,伦敦于 1571年建立了交易所 。1600年

左右 ,伦敦的金融市场包含一个业已活跃的商业票据市场和可以满足非商业信贷要求的一系列工具。

汇票和本票在短期信贷商业领域占有特殊的位置 ,它们非常适合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商业生活模式 。早

在 15世纪 、16世纪 ,附有持票人条款的汇票和本票就已经在英国商人之间经常性地转让[ 3](第 321 页)。

商业信用体系的出现为交易者减少交易风险 ,克服资金困难和进行长距离贸易提供了便利 ,极大的降低

了社会交易成本 。金融机制也发生了变革:当时英国的利息率相当的低。卡洛·奇波拉认为 , “在中世

纪晚期 ,利息率大约是 4%-5%,在1570年和1620年间跌到平均为2%。”[ 2](第 89页)在商业资本的收益

率方面 ,托马斯 ·卡拉姆的资本收益率是 11.4%-15.3%,1634 年克里斯多芬 ·楼斯的资本收益率是

20%
[ 7]
(第 327 页)。较低利息率和较高的收益率对于商业的成长十分有利。

(五)消费型社会出现 ,使商业发展大有市场前景

生产决定消费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的产品日益丰富 ,人们可以使自己的消费达到一个

新的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步提升 ,城镇消费者消费规模剧增。城市规模扩大 ,城市建设速度加快 ,由

于城市建设本身也是一种消费 ,即消耗大量物质材料 ,这样也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农村 ,16世纪农民也

比13世纪更加自由和富裕[ 8]
(第 64 页)。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持续增长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加快了

市场化 、商业化进程。这一时期商业税收大幅度增加 ,伊丽莎白时代末期 ,英国在商业上的税收为每年 5

万英镑
[ 9]
(第 457页)。商业税收的大幅度增加表明消费相当的活跃 ,消费型的社会逐步形成。

二 、上层建筑的理性化为商业发展提供制度条件

(一)都铎王朝致力于保持国家的稳定 ,为商业发展提供安全保证

国内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 ,国家职能的强化 ,新的法律 、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制

观念的普及 ,司法独立的逐渐形成 ,财政 、税收和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健全等等有利于商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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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主导力量是商业资产阶级 ,经商在英国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 。国家

在帮助商业资产阶级施展才干 、获取利润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16世纪习惯法或契约如被破坏 ,国家

常加以干预 ,如禁止提高工资 。那时许多工人一年的工资一次发清 ,这在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意味着实

际工资减少。王室还是国内市场的最大购买者
[ 10]

(第 94 页)。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 ,英国基本上没有海

外属地 ,这种相对隔绝的自然地理状况 ,比大陆其它国家更有利于君主权力的集中。同时玫瑰战争和宗

教改革打击了旧贵族势力 ,促进了具有商业精神的新土地所有者产生 。而享有政治特权的英国贵族 ,却

不享有财政免税特权 ,这迫使他们重视经济活动 ,他们中很多人致力于商业经营 。

(二)政府对商业发展的支持 , “全民经商”的商业氛围的形成 ,新型商业意识和商业理念的确立 ,商

业模式的改变 ,贸易独占权的发展 ,促使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商业中心

为防止外国竞争 ,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英国政府禁止意大利商人到各地去搜购呢绒和

羊毛 。英国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方面也很出色 ,它只有一种国币 ,而且除兰开斯特外 ,它只有一种度量

衡制度[ 11]
(第677 页)。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机制都向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件转移。反映商人利益的意

见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诸种意见中占居优势并以政策的形式获得政府认可 ,这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

商人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客观导向是一致的[ 12](第 120 页)。商人阶层的实力状况 ,商人势力增长的结

果 ,改变了它与王室以及王室与外商的关系。商人阶层并不固定 ,因而所有阶层的人都可能成为商人 ,

商人的力量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 ,商业意识便因此而具有无限渗透的力量[ 13]
(第 1 页)。政府的

政策向商人倾斜 。上层人士转变对商业的态度 ,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商业确实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 ,

商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国家的利益。因此 ,当时的商人也十分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时 ,商界发明了一些新

的联合 、缔约和交流的形式 ,以确保投资安全和付款方便 。在这几个世纪内 ,一套全新的商业文书得到

采用 ,商业规范得以制定和实施……这场商业革命几乎全部来自商界人士……大大增进了经营安全 ,显

著降低了经商成本[ 14](第 56 页)。全国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气氛 ,推动了商业的迅速发展。

(三)与时俱进地重视商业发展的外交政策 ,促进了国际资本向英国转移

在对外关系方面 ,政府极力维护本国的利益。都铎王朝 1552年取消了汉萨同盟商人在英国的关税

特权 ,力求使英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最大利益 。特许公司发挥了领事馆和海关的作用 ,通过对贷款

和税收的控制 ,甚至取代海军成为英国国际商业的保护力量 。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在国际商

业竞争中保护本国商业利益的航海政策 ,1532年和 1540年先后采取了禁止雇佣外国船只运输货物的

措施 。在都铎时期 ,政府坚持使用英国船 ,这使得英国商人获得了很多好处 。英国极力创造条件吸引外

来移民和资本。如 16世纪 ,在国际资本转移中 ,由于英国政府卓有成效的政策 ,佛兰德尔的资本家逃往

英国 。这些政策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四)商业人才的培养 ,为英国商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载体

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量复合型商业人才 ,使知识能够得到更迅速 、更广泛的传播 ,

从而提高了英国商人的文化水平。知识的增多更有利于他们在商界施展他们的才能 。富裕的商人也十

分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同时中世纪后期的绅士不只讲究风度 ,他们也重视阅读和写作 ,重视教育的作

用。从文化积淀来看 , 从事商业活动要求商人素质较高 , 学识渊博 , 善于审时度势 , 精于筹划。

托马斯·曼认为任何其它的职业都不如从商所需要的知识那么广泛[ 6](第 447 页)。

教育逐渐表现出世俗化倾向 ,推动了商业教育的发展 。商人用自己的钱财为自己和后代提供了教

育的机会 ,并为教育设定了一个新的方向。当时的大学组织和管理方式也主要是按照商业的模式建立

起来 ,大学的兴起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英国也建立了一些新学校。约克的学校由 14 世纪末的

15所增加到 1500年的 60所 ,1548年则达到了 96所
[ 15]

(第 350 页)。教育的发展使商人的知识水平得到

很大的提升 ,他们有能力应付商业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

·694·



　第 5 期 黄　虎:英国都铎王朝商业发展原因的历史解读

三 、英国的阶级构架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一)都铎王朝为了稳定社会 ,逐步完善了“社会福利”措施

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有助于保持社会秩序 ,并参与各种市场活动 ,使转型顺利进行。这时的英国已

逐渐走向市民社会 ,这就有助于激发人的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 ,也促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 ,造成了

大众嗜好的相近和价值取向的趋同 。它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结构 、社会利益和社会观念的多元化。所以 ,

英国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贵族 、绅士和商人 、农夫都可以和平杂处 。由此英国逐渐形成了新型

的三层式 ———两头小中间大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阶级结构 。

(二)城市中产阶级迅速崛起

中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 ,中产阶级正在崛起。在英国较为发达的地区 ,城市商业中产阶级与从事专

门职业的中产阶级队伍更为壮大 ,中间阶层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 ,城市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更加稳定。

中产阶级以他们平时的捐赠款项建立了大量实用的 、进步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为适应中等阶层的子弟到

各种职业和商业部门任职而设立的 。这样形成了一个特别重视实效的中产阶级文化 。同时 ,从 16世纪

起 ,随着毛纺业和采矿 、冶炼 、造船 、玻璃制造等工业的兴起 ,随着国内商业的发展 、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海

外殖民贸易的扩张 ,城市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并具有很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渗透力。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

富有 ,更具实力 。

四 、文化和观念的变革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一)商业意识的近代化 ,海洋意识的增强 ,扩张意识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都铎时期的社会存在浓厚的文化氛围 ,人生活在这种氛围里 ,既接受这种氛围的陶冶 ,也为这种氛

围增添新的内涵 。海洋意识是向海外扩展的意识 ,这是由英国特定的国家地理决定的 。由于国土面积

的相对狭小 ,英国很早就有向海外寻求领土的动机 。英国原本拥有法国北部的大片领土 ,由于与法国的

争斗中失败而丧失了 ,为维护其利益 ,英国积极向海外扩张 。再加上英国是一个岛国 ,四面环海 ,更加具

备好的条件发展海上实力 ,推动了英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当时西欧各国政府普遍都谋求在海外攫取利

益 ,海洋意识明显增强 ,英国自然不会例外。

(二)新型商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商业哲学的兴起

文化的原有积淀 、强势文明的标榜力 、文明征服中的交叠性渗透及潜在的影响 、规则体系的非封闭

性特征等等为英国商业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 。都铎时期欧洲商业精神的传播明显表现在土地市场的发

展上 ,农产品的商业出路不断增多 ,民众的精神面貌和知识方面不断进步。在当时 ,西欧商业利润丰厚 ,

远远的超过了同期的手工业和矿业以及农业 。在哲学领域 ,新的商业价值观的形成 ,商业模式处于改变

之中 。新型的商业哲学兴起 ,一批具有商业意识的哲学家纷纷著书立说 ,阐释商业哲学。在组织方面 ,

“合理的取消了禁止利息的法规” ,采用普通合伙契约以及不参与经营的隐名合伙人和储蓄货币的制度

作为基础 ,商人们有可能将商品贸易 、尤其是金属贸易与信贷交易结合起来 ,并借此打入采矿和其它一

些生产部门。笛福提及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当那么多高贵和富有的家庭……都是靠贸易起家;当……我

们贵族的那么多新支系 ,甚至贵族本身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发迹之地 ,即成为了商人 。贸易是人民积累

财富 、提升家庭地位的最便捷的途径[ 3]
(第 383 页)。新的商业文化的形成 ,有利于商业发展。

五 、结　语

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社会是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 ,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 ,很多人投身于商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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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商业的发展依赖于商人的经营与发展理念 ,商人的成长加速商业的发展 ,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的兴

起。在都铎王朝时期这样一个处于大变革的年代 ,英国商业的发展是时代的产物 ,是适应当时英国社会

经济发展情况的 。通过对英国都铎王朝商业发展原因的阐释 ,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商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以及英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社会 、政治 、经济 、文

化等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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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mercial realm s have taken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udo r Dynasty , They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Considering the impo rtance of commerce in Bri tish society , the article

t ried to discuss the reas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Tudor Dynasty , so that w e can describe

the trends and conditions o 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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