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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外经济联系的加强 

明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官手工业的演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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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从明代官手工业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上篇《明代官手工业研究》 
 
 

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外经济联系的加强 

 
从嘉靖到万历(1522—1619年)，正是十六世纪初叶到十七世纪初叶的时代。从世

界范围来说，这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还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佛罗伦萨和意
大利某些中世纪城邦就已出现了第一批手工业工场。到了十六七世纪，各种生产部
门如呢绒、亚麻、丝绸、钟表、武器、玻璃等的手工业工场已遍布于欧洲所有国
家。这些国家正在运用种种掠夺方法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一世界范围的伟大变
革，对于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十六世纪最初二十年中，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先遣队——葡萄牙人把印度洋最重
要的贸易紧握在自己的手中。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供职于葡萄牙舰队的意大利
人裴斯特罗乘满剌加商舰来中国；第二年，葡使比勒斯来广州。从此以后，葡萄牙
人来中国的日多。继葡人之后，于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人也有自马尼拉到中
国来的；万历、天启年间(1573—1627年)，荷兰人也在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走私活动
了。至于日本则早已和中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在国内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加上东西洋交通贸易的发达，明代的对外贸易也
空前繁荣起来了。明代的对外贸易，在正德以前，基本上是采取贡市的制度。所为
贡市，即朝贡和贸易结合起来。凡属外国之人要来贸易，必先朝贡；不行朝贡，不
得贸易。当时主要的贡市国家是南洋群岛和日本、琉球等东方国家。到了正德年
间，特别是嘉靖以后，欧洲殖民者相继到中国来了，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和雄厚的
资本，在中国沿海强求互市，或勾引中国奸人作内应，进行走私、掠夺。明王朝一
方面因为感到根绝贸易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财政上的需要，便逐渐推行抽分的办
法。所谓抽分，是当外国船只进口，或本国商船下番博易回帆时，由地方官会同市
舶司前往验货，然后无偿地抽出十分之二或三的货物以为官有。这种抽货的办法，
到了万历初年，适应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改为银币。正嘉之际虽然实行了抽
分，但因葡萄牙人常和倭寇勾结，侵扰沿海地区，所以明王朝对于葡人前来贸易仍
有严格的限制。    到了隆庆时代(1567～1572年)，倭寇已经平息了，明政府准开
洋禁。从此以后，明代的对外贸易大大发展起来了。周起元《东西洋考·序》云：
“我穆庙(穆宗)时除贩夷之律(废除对外贸易的禁令)，于是五方之贾，熙熙(和乐
也)水国，刳赊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
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重心，已逐渐转向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了。 

    广州是明代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当时的情况是“阿峩大舶映云日，贾客
千家万家室”；“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①。至于
葡人盘踞的澳门，则“商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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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仇巨川：《羊城古钞》卷七。 

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宁波在嘉靖时一度有外国商人、传教士达万余人，商业的繁盛可想而知。漳州的

月港，到嘉靖时，因为通海舶也繁荣起来。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建海澄县。万历
年问，开洋市，“一年得税二万有余两”，①也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福建的大商人，大都经营海外贸易。王胜时云：“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
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崎，每舶至则钱货充初。先朝禁通日
本，然东之利倍蓰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
②
    由于对外贸易发达，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成为国际商品。正德以后贩卖中国瓷
器是欧洲人最发财的生意。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一艘从爪哇巴达姆港(Badam)开
出的名叫克尔德兰号(Kerderland)的商船，从中国载去了碗、碟、盘、皿等瓷器计
六万九千余件。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只从福州出发到日本去的小海船，载了二万
七千件的瓷器，另有驶入长崎的大小海船九十七艘，也运载了三万件③。暹罗、柬
埔、吕宋，“皆好中国绫罗、杂缯……是以中国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价二
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④。日本的丝完全仰给中
国，“若番船不通，(日本)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⑤。茶自明末开始由荷兰人运往伦敦，为欧洲上层阶级所嗜用。此外如漆器、细木
器、金属品，都是重要的出口商品。欧洲商人运来的大都是地主阶级所享用的毛织
品、玻璃、钟表、葡萄酒、香料、宝石和鸦片(当时系作药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五》。 

②王胜时：《漫游纪略》卷一《闽游》。按王系明末清初人。 

③中山文四郎：《史学及东洋史研究》第211～219页。 

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五》。 

⑤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四《丝》。 

 
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明朝政府的财政和两广人民的生活，部分依靠于“市舶”

了。嘉靖时，两广巡抚林富上疏，以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市舶商税；番舶不至，则公
私皆困，疏陈四个理由：一、抽分足供御用；二、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借抽
分足以羡充而备不虞；三、番舶来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两数万；
四、广东旧称富庶，由于市舶①。从这疏内，可以看出市舶的收入，不但影响国
计，而且是两广民生攸关；上引周起元的话，也说当时税收数十万两，“公私并
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其重要程度，由此可见，所以顾炎武说：当时“军需国
库，半取于市舶”。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明代后期不但国内经济联系加强了，而且和国外的经济
联系也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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