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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殖民地时期 ,海外贸易对英属北美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围绕

海外贸易为中心 ,英属北美殖民地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多样化经济。此种经济发展模式使

北美殖民地具备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并在 18世纪中后期发展为大西洋地区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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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是近代早期在大西洋地区兴起的一股重要力量 ,对世界历史未来的走向产生过重

要影响。北美殖民地以面积广阔 、移民众多著称。但在早期阶段 ,北美殖民地的发展也经历了艰苦的生

存与发展过程。北美殖民地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多样化经济 ,海外贸

易的发展对北美殖民地的生存和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当时的角度看 ,哪个地区的海外贸易

规模更大 ,哪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就越高 。在经历了最初的投资以后 ,殖民地必须发展海外贸易以便吸引

欧洲的投资 、移民以及交换制成品 ,这样才能形成持续性发展 。北方 、中部和南部殖民地围绕着这一原

则 ,以各自的自然资源为依托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

一 、北方殖民地

北方殖民地主要以新英格兰为代表 。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 ,山石嶙峋 ,气候恶劣 。由

于无法种植能向英国或欧洲大陆大量出口的经济作物 ,新英格兰的对外出口和富裕程度到独立战争前

一直落后于南方殖民地和后来居上的中部殖民地 。但北方经济也有自己的优势 ,即均衡发展和经济独

立。北方虽然没有南方的大种植园 ,却发展了以中小土地占有制为主的家庭农业生产 ,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手工制造业和商业。同时 ,不同产业间的交换将地区经济进行整合 ,形成了农业 、畜牧业 、捕鱼业 、

商业和制造业并举的多样性经济格局。由于出口规模不大 ,北方殖民地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没有南方强

烈 ,而且商业和航运也大部分控制在本地商人手中 ,经济发展更具独立性。

新英格兰没有可供出口的大宗作物 ,又要进口大量商品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新英格兰人想出各种

办法更充分地利用土地 、劳动力和资本等各项资源 ,以便在收支平衡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殖民地时期 ,

新英格兰采用了两种策略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并形成了一种新英格兰模式。首先 ,在殖民地建立了农

业 、畜牧业 、捕鱼业 、商业和制造业并存的多样化经济结构 ,拥有较完善的本地市场和商业机制 ,以及独

立的商人群体。其次 ,新英格兰人认识到虽然英国不需要他们的出口产品 ,但别的地方需要 ,特别是西

印度 。扬基商人努力推销这些商品 ,通常是将它们卖给英国以外的第三方 ,获得可以在伦敦流通的货物

或现金 ,然后再从英国购买所需商品。起初新英格兰与纽芬兰 、长岛和切萨皮克地区进行沿海贸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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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打入西印度市场 ,有时甚至进入欧洲市场。

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为新英格兰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持续性动力。在农业方面 ,新英格兰的男女比

例大致相当 ,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 。男性负责耕种 、采集和饲养;女性则对原材料或产品进行再加

工 ,成品可以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新英格兰的农业条件并不理想 ,产品不可能大量出口 ,但多样化的农

业为其它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石。制造业 ,如糖提炼业 、朗姆酒加工业 、面粉加工业等 ,大部分面向本地

市场 ,可以实现部分的进口替代 ,而造船业和制鞋业则可以实现向海外出口。当然 ,欧洲制成品的质量

在总体上比殖民地高出很多 ,殖民地对其需求仍然很大。新英格兰的商业发展在北美殖民地中出类拔

萃。本地市场中 ,各个行业之间的整合和交换为商人提供了大量赚取利润的机会。在立足本地市场的

基础上 ,新英格兰商人还逐渐控制了海外贸易 ,成为殖民地最富有的群体之一。捕鱼业的发展成为新英

格兰商业繁荣的重要推动因素 。新英格兰海岸的鱼类资源丰富 ,而且靠近海岸 ,容易操作。17世纪 30

年代之前捕鱼业并没有大的发展 ,移民经常向在附近海域捕鱼的英国渔船购买海产品 。30年代末 40

年代初 ,一批经常光顾北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渔民出了事故 ,新英格兰的渔业供应减少。加之 ,英国内战

爆发影响到英国渔业 ,欧洲天主教地区的渔业供应也出现短缺 ,新英格兰人抓住了这次机会 ,并很快得

到回报。1645年 ,新英格兰地区的鱼类出口值达到 1万英镑。在随后数十年里 ,本地消费和海外出口

都增长了数倍。马萨诸塞湾出口的鳕鱼从 1716年的 1.2万吨上升到 1765—1775 年的年均 3.5万吨。

鲸鱼业的年产量从 1715年的 600桶上涨到 1772—1775年的 3万桶 。独立战争前的 50年时间里 ,捕鱼

业的生产率可能平均提高 0.5%到 1.0%[ 1]
(第 99 页) 。捕渔业的扩张对新英格兰商业产生了重要而持

久的影响 ,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 ,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还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商人。

多样化的经济结构推动了新英格兰海外贸易的发展 ,而且本地发展起来的造船业 、渔业和酿酒业也

成为海外贸易的必要补充 。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的最初阶段 ,与当地印第安人之间的毛皮贸易发挥

了重要作用。据说荷兰商人每年要从新英格兰收购 1万张到 1.5万张海狸皮[ 2]
(第 131 页) 。但是大量

捕杀造成海狸数量严重下降 ,毛皮贸易变得越来越困难 。17 世纪 40年代 ,英国内战爆发 ,海外移民减

少 ,新英格兰地区的财富来源也相应减少 ,这成为北方殖民地开发海外市场的直接原因。北方殖民地的

海外贸易涉及的商品包括海产品 、肉类 、马匹 、面粉和做桶用的木板 ,同时还对英国的制成品和加勒比地

区的蔗糖进行再出口 。直到 18世纪 ,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外贸易规模并不算大 ,但已相当成熟 ,波士顿在

半个世纪时间里发展为综合性的贸易集散地 。波士顿有着良好的地理条件 ,运输服务业成为其发展优

势 ,从波士顿可以便利地通往纽芬兰 、新罕布什尔 、中部殖民地以及巴巴多斯 。这些地区的产品都直接

或间接地在欧洲寻找市场 。波士顿进行海外贸易的船只吨位从 1714—1717年的20 957吨扩大到 1772

年的 42 506吨 ,同时塞伦等次要港口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3](第 232 页) 。西印度群岛和酒岛(西班牙和葡

萄牙所拥有的马德拉群岛 、亚速尔群岛 、加那利群岛)是新英格兰重要的贸易对象。这两个地区都需要

北美的食品和木材 ,而北美则需要酒岛的酒 、水果和盐 ,西印度群岛的蔗糖 、糖蜜 、朗姆酒 、棉花 、染料等

商品 。用装满货物的小船进行这种贸易十分获利 。出售货物的收入 ,以及运输 、保险和短期贷款等商业

服务带来的隐形收入 ,使新英格兰的收支平衡情况得到改善 。为了顺利进行此类贸易 ,新英格兰商人沿

北美海岸寻找并交换他们所需的商品:用制成品交换费城的小麦;食品交换北卡罗来纳的柏油和松脂;

用朗姆酒交换其它所需商品。新英格兰商人很快成长为新大陆商业的主人 。

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北方殖民地虽然没有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 ,但通过多样化的经济和独立 、发达

的商业仍然在北美占有一席之地。控制商品交换和提供商业服务为北方殖民地带来了财富 ,并成为其

生存之道 。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北方殖民地对后来的北美历史将产生重要影响 。

二 、中部殖民地

北美的中部殖民地包括宾西法尼亚 、纽约 、新泽西和特拉华 。中部殖民地土地肥沃 ,林木茂密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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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 ,无论是发展农业还是商业都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中部殖民地的农业发展在北美殖民地中首屈

一指 ,除了自然条件外 ,英 、荷 、德和瑞典移民带来的农业经验在这里汇集 ,提供了很大优势。中部的农

业种植主要依靠家庭农场 ,奴隶劳动没有南方普遍。宾西法尼亚的移民种植蔬菜 、水果和小麦 ,尤其是

小麦 ,产量很大 ,出口到新英格兰和西印度。新泽西生产水果 ,到处遍布桃树和苹果树 。苹果可以用来

酿酒 ,销往西印度。纽约出产的牛奶 、面粉 、啤酒和牲口在市场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

中部殖民地的商业以费城和纽约为中心 ,到 18世纪中后期 ,这两个港口城市逐渐取代波士顿成为

北美的商业中心 。纽约是一个具有商业传统的城市 ,荷兰和英国商人云集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各种商业

技能 。纽约最初是荷兰的商业据点 ,成为英国殖民地后仍然保持着与荷属西印度的商业往来 ,为其提供

食品 ,此项贸易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纽约还与欧洲的商业金融中心保持着良好关系 ,特别是阿姆斯特

丹。纽约跨大西洋贸易的相对规模并不大(纽约港的大发展在 19世纪中后叶),但仍然是一个多样化的

综合性港口 ,能够提供物资集散服务和代理服务 ,并在与英国的贸易中保持顺差 。

费城作为一个港口的历史始于 1682年 ,比波士顿晚了半个世纪 ,但到了 18世纪中期以后 ,它的人

口 、船只吨位和出口值都超过了后者。费城拥有 3万名居民 ,是波士顿的两倍;到 1770年 ,费城的海外

贸易总值比波士顿高出 15%[ 4]
(第 94 页) 。费城作为商业中心拥有许多优势。首先 ,费城内陆地区土地

肥沃 ,高产出的农业为费城商人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向西印度出口的食品。到 18世纪初 ,中部殖民地的

小麦甚至可以打入欧洲市场 ,与欧洲本地农民竞争 。其次 ,宗教信仰也是费城商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宾

西法尼亚地区的移民普遍信仰贵格教 ,费城的贵格教商人以勤劳 、节俭 、诚实 、谨慎和友爱为美德 ,同时

又赋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 ,很快在商业贸易方面崭露头角。塞缪尔 ·卡彭特就是一位成功的例子 。塞

缪尔是一位巴巴多斯的贵格教商人 , 1683 年来到宾西法尼亚创业。他建立了城镇上的第一个码头 ,投

资了几家面粉厂 ,创办了一家石灰煅烧厂 ,并开展了与西印度的贸易。到 17世纪 90年代 ,塞缪尔成为

宾西法尼亚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

中部殖民地的商业活动最初只是与西印度之间简单的双边贸易 ,偶尔出口面粉和小麦到南欧 ,与英

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规模很小 ,通常是从新英格兰间接获得英国制成品 。到 18世纪中期以后 ,中部的贸

易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七年战争期间 ,中部殖民地需要为英国提供大量的军需物资 ,这为商人们带来

了大笔生意和来自伦敦的支票 ,这些收入可以支付与英国的直接贸易。同时 ,18世纪中期欧洲谷物价

格持续上涨 ,为中部殖民地的粮食出口提供了广阔市场 ,大量面粉和小麦销往地中海 、法国甚至英国。

据统计宾西法尼亚在 18 世纪 60 年代的年均出口值达到 70.5 万英镑 , 其中谷物出口占到 65%
[ 5]

(第 80页) 。费城处于北美小麦主要产区的中心位置 ,这种优势使其超过波士顿 ,成为美洲最繁忙的港

口 ,中部殖民地与欧洲的直接贸易量大幅度增长 。18 世纪 60年代到 70年代早期 ,波士顿的出港船只

总吨位明显上升 ,但这些船只大都是前往其它的北美殖民地港口 。费城的贸易量也在增长 ,但与南欧和

英国的直接贸易比其它贸易增长更为迅速。这是一种可以追溯到 50 年代的长期趋势。1750—1754

年 ,费城有 20%的出港船只前往欧洲 ,到 70年代早期上升到 30%。与此相反 ,50年代早期到 70年代

早期 ,波士顿横跨大西洋出港船只的吨位比例实际上在下降 。此外 ,到 1770 年左右从费城出发进行跨

大西洋贸易的商船有 3/4是属于费城的 ,这也超过了以前的比例
[ 1]
(第 196 页) 。这两点表明 ,费城商人

基本上将本地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 ,并在开拓新的市场 。

中部殖民地的发展吸收了北部和南部殖民地的优点。中部像南部一样拥有出口海外市场的大宗产

品;同时也像北部一样拥有多样化的本地消费市场 ,参与和其它殖民地的商业活动 ,并通过提供运输服

务赚取大量利润 。

三 、南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包括 ,弗吉尼亚 、马里兰 、北卡罗来纳 、南卡罗来纳 、佐治亚和殖民地后期并入的东 、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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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里达。南部成功种植了用于向海外出口的大宗作物 ,并建立了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经济。南部殖

民地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源于大量出口的经济作物 ,主要是烟草 、稻米和靛蓝。在独立战争前夕 ,这三种

产品占到南部总出口的 3/4 ,整个英属北美出口总值的 40%。在人均水平上 ,独立前夕南部殖民地的年

平均出口值基本上是北方和中部的 2倍[ 3](第 256 页) 。

弗吉尼亚 、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构成了上南部地区 ,主要以生产烟草为主。弗吉尼亚殖民地在早期

的发展十分艰苦 ,殖民地在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 ,食物匮乏 ,死亡率居高不下 ,移民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紧

张。在发现烟草种植以后 ,弗吉尼亚的前途开始变得光明。烟草种植业十分符合英国的重商主义观念 ,

母国可以从殖民地而不是国际市场得到烟草 ,而且还发展了国内的烟草加工业 ,烟草成为十分获利的再

出口商品 。烟草贸易吸引了大量欧洲资本和劳动力跨越大西洋来到北美 。烟草种植业建立起来后 ,弗

吉尼亚开始迅速发展 ,并带动了整个上南部地区的繁荣 。1617—1623年 ,年均有 14 艘船只从英国开往

弗吉尼亚 ,带来了约 5000名新移民 ,投入的资金达到 10万英镑[ 1](第 118 页) 。

整个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贸易在殖民地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607—1637年 ,弗吉尼

亚和马里兰两个殖民地建立 ,大宗产品 ———烟草被发现 ,并迅速开发市场。第二阶段是 1638—1670年 ,

烟草出口量惊人增长 ,1668—1669年对英国的出口量达到 1千 5百万磅 。第三阶段为 1670 —1725年 ,

出口继续增长 ,但速度不断减缓。第四阶段是从 1726年到独立战争 ,出口增长恢复 , 1738—1742年达

到 5千万磅 , 1771 —1775年 1 亿磅
[ 6]
(第 435 页) 。如何解释这种下滑和增长呢? 土地的使用是第一个

原因。开始阶段 ,土壤肥沃单产量高 ,后来肥力下降产量随之下降 ,18世纪中后期由于使用新的未开发

土地 ,产量又开始上升。第二个原因是劳动力的供应。1630 —1670年左右 ,英格兰国内动荡 ,前往美洲

的移民增多。1670年后 ,国内局势稳定 ,移民减少 。切萨皮克地区开始必须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扩

大人口数量 ,到 17世纪 80 、90年代黑人奴隶开始成为烟草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到 1750年 ,切萨皮克

地区的奴隶数量达到 14.5万人 ,占到英属北美奴隶总数的 60%[ 7]
(第 43 页) 。第三个原因是海外市场。

早在 1669年就有 1 500万磅切萨皮克烟草销往英国 ,其中 800 万磅用于再出口 。这说明 ,一开始切萨

皮克烟草就依赖海外市场
[ 7]
(第 499页) 。后来在整个 18世纪 ,切萨皮克烟草都凭借自身的价格和质量

优势占据德国 、尼德兰和法国市场 。总之 ,上南部地区的财富与烟草息息相关 ,烟草贸易占据了这一地

区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

下南部主要包括南卡罗来纳 ,佐治亚和后期并入的东 、西佛罗里达 。起初 ,下南部并没有发现能够

大量出口英国的产品 ,因此必须通过间接交换的方式进口英国制成品。他们将食品和林木产品出口到

巴巴多斯 ,换取蔗糖 、汇票和欧洲产品。17世纪末 ,下南部终于发现了能向欧洲大量出口的产品———稻

米。经过一系列的尝试 , 17世纪 90年代 ,稻米在下南部成功种植 ,并用于商业出口。出口的快速增长

使稻米成为下南部的主要出口商品 ,并成为英属北美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18世纪 20年代 ,稻米占到

了下南部出口的首位 ,到 40年代末占到整个出口总值的 60%。到殖民地时期的中后期 ,稻米位于英属

北美出口商品的第三位 ,仅次于烟草和小麦 ,占到总出口值的 10%[ 1]
(第 176 页) 。

18世纪 40年代 ,下南部经济由于靛蓝的大量出口又更进一步。下南部在 17世纪就开始种植靛

蓝 ,但由于西印度的强大优势而放弃。英国起初是通过牙买加获得靛蓝 ,牙买加种植甘蔗后 ,改从法属

西印度进口。1739—1748年 ,爆发乔治王战争 ,运输费和保险费上涨 ,一些主要的欧洲市场关闭 ,稻米

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战争切断了英国从法国殖民地获得靛蓝的来源 ,靛蓝价格暴涨。在这些因素

的推动下 ,南卡罗来纳重新尝试种植靛蓝 ,并于 40年代中期获得成功 ,1757年达到年出口 90万磅的最

高值 。到 70年代 ,靛蓝年出口量维持在 50 万磅左右。独立战争前夕 ,佛罗里达也开始种植靛蓝 ,到

1775年出口超过 100万磅[ 1]
(第 187 页) 。此时 ,靛蓝已成为主要出口品 ,在下南部出口商品中排第二

位 ,仅次于稻米 ,占整个北美殖民地出口商品的第五位 。靛蓝的出口在 18世纪最后 25年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下南部的繁荣。

英属北美殖民地通过发展适宜向欧洲市场出口的农产品经济 ,确立了自身在大西洋地区中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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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据统计 , 1700年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直接贸易占到英国贸易总量的 1/6 ,到 1770年占到 1/

3
[ 8]
(第 69 页) 。这种出口型农业成为英属北美生存和进步的持续动力 ,而且促使北美殖民地的商业形

成一种海洋性的外向型商业 ,而不是大陆性的内向型商业[ 9]
(第 22页) 。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 ,英属北美

殖民地的面积巨大 ,移民众多 ,经济发展更具自主性 ,也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在西欧兴起的商业资本主义

精神 ,这些都使得北美殖民地从地理大发现以前的蛮荒之地 ,发展为18世纪大西洋地区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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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colonial pe riod , overseas t rade is impo rtant fo r Bri tish N orth America ' s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overseas t rade f rom three pa rts , including the

no rth colony , the middle colony , and the south colony.It analy ses the reasons and characters of

overseas t rade , show ing the ef fect of overseas t rade to colonial economy of No rth America.

S ur rounding the overseas t rade , Briti sh No rth America fo rmed export-leading diversif ied economy ,

which w as the lasting impulse of North American co lony ' s economy.And Brit ish North A merica

became a rising pow er in the A tlantic w o 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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