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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唐文基 

 
《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内容提要：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其表现是国内大
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其时
世界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是：一导致中
国城市化新进程，二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三诱发资本主义萌芽。但这是
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不能完成的原因是：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二封建势力
的阻挠，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四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萌芽
和近代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谓“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只
是中、英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途径。 

关键词：16至18世纪  中国  商业革命  资本主义萌芽 
 
16至18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

也几乎成为定说。然而，这一定说如今却遇到挑战。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理
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1．反对以五种社会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从而否认中国资
本主义萌芽；2．认为英国产业革命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不适用中国，明清时期中国
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而走向近代化，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存在；3．以往中国资
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存在着缺陷，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特别是从雇佣
劳动的变化，来验证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被讥为：从战国至清代的两千年历史，
各家各派都可以从中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史证。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同时，
立即就产生另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吗?是
什么变化?这是需要回答的。 

 
一、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我们以为，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
命。 
    这场商业革命的体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张。 

“商业革命”这一概念马克思用过。他所指的商业革命是，“商业的突然扩大和
新世界市场的形成”①。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商业革命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前。法国
史学家保尔。芒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 
 
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说：“贸易和生产的相互依赖。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
并决定工业的进步。”①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也说，155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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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荷兰和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②。 
    马克思所说的“商业的突然扩大”，在16至18世纪的中国国内，就是大宗商品
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中国远距离贸易古已有之。唐宋远距离贸易格局是以盐为主，
粮食次之。16至18世纪这一格局有所变化，布代替盐，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工
业品，而丝绸的长途贩运量也很大。手工业产品中棉布或丝织品，特别是棉纺织品
在长距离贸易中取代盐而成为主要商品，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远非盐所能比拟的。
盐虽然也是手工业产品，但在当时主要用于食用，其经济链有限。棉、丝织品大量
卷入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却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大
约从明后期起，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和土特产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
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③ 
    还应当指出，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
商、江西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
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 
    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
不同的经贸区。④ 
    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
的。江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
的丝、棉纺织品。而江南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
豆、蓝靛、木材、纸张等等。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除对外贸易外，国内的长途贩运有二条线
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与广西贸易；二是通过北江、东江和韩江开展与江西、湖
广、福建以及江南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来，首先，四川商业中心从成都移至重庆，踞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
进出西南以及西南沟通长江中下游的商品集散地。其次，长江中游汉口崛起，成为
沟通长江全线与大江南北的贸易中心点，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因而形成。除重庆、汉
口之外，该经贸区重要的贸易中心还有沙市、芜湖、九江等。这一个经贸区的特
点，是以过境贸易为主，商品以粮食为大宗。 

华北经贸区是以水陆交通联接而成，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包括京师和北直隶、
山东、河南和山西在内的经贸区。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城中聚集大批达官贵
人、士兵及商人。因此，进入北京市场的主要是生活消费品、粮食和煤，形成了以
生活资料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荣的商业
都会是临清。临清不同于北京，它位于会通河和卫河交汇处的山东西北部，水陆交
通两便，是作为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的枢纽而出现的，是华北经贸区最重要的商品
转运中心。临清过境的远距离贸易商品最大宗的是粮食。 

—————————————— 
    ①  [法]保尔·芒图著，杨人、陈希秦、吴绪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
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页。 
    ②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贝昱、张菁译：《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
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 
    ③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  见朱大为《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福建
论坛》2003年第6期。 
 
    西北经贸区指的是，东起北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直到
新疆巴里坤等地，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在这广袤的土
地，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的驱使
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商。明代中后期，西北贸易区具有明显的军事贸
易的特征，是以商人与边塞驻军的贸易为主，辅以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形
成于明中叶的西北经贸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
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王朝陆续在沿着长城的军事要地设置九大军事防区，通称
“九边”，亦即九镇。除了辽东镇，其他八镇均在西北经贸区范围内。降至明后
期，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征兵制，年例银即军饷补贴取代屯粮供给，
从而导致军士手中有了更多的饷银可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边镇巨额军饷对
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是货币投放量增加，从而促进
了西北经贸区的发展。清代西北贸易区中军事贸易呈临时性特点。这迫使商人作贸



易战略的转移，一部分转向内地，离开西北贸易区；另一部分则依然留在西北，向
着边蒙或与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发展。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
区，其产品也大量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在经贸区的市场大显身手。如福建，
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是，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
输往江南。福建作为缺粮区，每年都要从广东、浙江以及台湾输入大量粮食。湖南
也在长江上中游经贸区边缘，但它与该经贸区以及其他经贸区关系也十分密切。尤
其是湖南米，销往江南各地。湖南是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乾隆强调“湖南
熟，天下足”①。江西也是处于五大经贸区之外，但江西大米大量输往江南、广东
和福建。景德镇瓷器更是各经贸区的畅销商品。江西广信府所产的纸贩之四方。万
历《铅书》卷一“食货”记载表明，明中叶在江西的铅山市场上，几乎可以见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种种商品。降至清前期，东北与关内各个经贸区特别是华北经贸区经
贸关系加强。东北盛产大豆、高粱以及棉花，每年都大量海运至华北与江南销售。
此外，台湾与内地粮食、糖和手工业品交换；云南、贵州与内地之间铜、铅等矿产
与手工业品交换，也频繁发生。五个经贸区之间，五个经贸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大
宗商品远距离贸易，使全国范围内各层次的市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网络。商
品流通的规模，无论是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均前所未有。全国性大市场从而形
成。 

—————————————————— 
    ①  王先谦：《乾隆东华续录》卷二，光绪十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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