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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侯建新先生认为，15、16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相对于13、14世纪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增

长，户均产量增加130％，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事实上，黑死病前夕，由于人均农地

面积减少，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开发出来，单位面积产量上升，直到17世纪才被超过。

但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均产出减少。黑死病之后直到16世纪初，人
口压力减轻，人均耕地面积增加，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抛弃，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但是

人均产出增加，劳动生产率回升。从152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的恢复与增长，英国再次经

历过密型增长，并在17世纪中叶陷入马尔萨斯危机。18世纪之前，英国农业总体上尚未出
现单位面积产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长。  

中古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于西欧也同样如此。但是18世纪中期以后，
由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并向西欧、北美扩展，中国从此落后于西方，并且遭受西

方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为什么中英会在18世纪大分岔，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
也是国外史学界所探讨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
种各样的解释。其中，天津师大历史系教授侯建新先生从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角度来论述
中古晚期英国社会变革的动力，认为中古以来中英两国农民私有产权与劳动生产率发展变
化的巨大差异是两国近代历史发展大分岔的基本原因，给人以不少启发。侯先生在考察中
古晚期英国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表现中，着重考察了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它
是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重要指标与衡量标准，也是农民交换能力增长的基础。侯先生的这

种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笔者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侯先生对15、16世纪英国
农业劳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考察，以及对英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间的判断，与笔者所了
解的英国经济史有很大的出入。另外，笔者还发现侯先生在引用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中亦有
不少地方与作者原意有较大出入。由于侯先生的论述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其他国内学者对
这一时期英国农业产量变动以及宏观经济变动的叙述也比较模糊，笔者愿意借此机会对此
问题进行比较具体的探讨。  

一、13－17世纪英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动考察  

侯先生一直认为，英国15、16世纪的单个一般农户生产率比13至14世纪末令人震惊地提高

了大约130％。根据侯先生在《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中的推算，13世纪英国混合粮食

（小麦、大麦和燕麦）每英亩产量10.3蒲式耳，按每户播种面积10英亩计算，每户年产粮

食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15、16世纪粮食单产为16蒲式耳每英亩，播种面积为15英
亩，户均劳动生产率为则达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大大高于中国明代中期的户均年产

2173公斤与清代中叶的1941公斤。侯先生然后又以此为基础去估算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农民
的生活水平、剩余商品率、商品交换率以及剩余积累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从而找出

英国率先突破到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1]最近侯先生的估算稍有差异，他认为英国混合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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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每英亩的产量，从13、14世纪的11.5蒲式耳增长到15、16世纪的16蒲式耳（并且这还

只是小麦的产量，混合作物的产量就更高了）。每户的播种面积由10英亩上升到15英亩。
由于侯先生对每蒲式耳粮食重量的估算较以前有所降低，因而英国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从每

年大约产粮115蒲式耳或2280公斤增长到240蒲式耳或4800公斤。  

由侯先生的估算方法可知，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关键是单位面积产量以及播种面积的变动，

由于15、16世纪户均播种面积的材料极少，在这里笔者只能首先考察单位面积产出的变动
趋势，然后结合英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动来考察户均产出的变动趋势。  

以上侯先生所说的15、16世纪粮食每英亩产量16蒲式耳是怎么得来的呢？侯先生引用的是

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部分），说是“据波梁斯基估算，到16世纪下半

叶，小麦每英亩至少达到16蒲式耳，最高达35.4蒲式耳。”[2 ]但是笔者在波梁斯基的著

作中并没有找到这样的叙述。相反，笔者看到的是：“从1466年到1612年每英亩的平均小

麦产量从8－8.5蒲式耳增加为11蒲式耳。”“据计算在17世纪期间，小麦每英亩产量从11
蒲式耳增加到16蒲式耳。”[3]波梁斯基的估算与当代英国学者坎贝尔（Campbell）和欧弗

顿(Overton)的估算很接近。根据欧弗顿前几年的综合估算，如果以1700年英国小麦每英亩

年产量（约16.2蒲式耳）为100的话，那么1300年的指数为79（约12.4蒲式耳），1550年
为57（约9.0蒲式耳），1600年为72（约11.5蒲式耳），1650年为91（约14.8蒲式耳）。

[4] 
由于受以科斯敏斯基、波梁斯基为代表的前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在不少人眼里，中古以来
的英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科斯敏斯基强烈批评了英国剑桥史学家

把15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5]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也把都铎王朝时
期的经济发展划入资本主义时代，并对这一时期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过于乐观的

描述。这也是少数象布伦纳（Brenner）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

大都多少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英国圈地运动描述的影响，认为15、16世纪的英

国农业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黑死病后的14世纪下半叶以及大半个15世纪西欧
处于农业衰退的观点，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与马克思的论述有较大差别，
因而难以为前苏联史学界所迅速接受也是正常的。侯先生大约也是受了前苏联和少数西方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因而对15、16世纪的英国农业生产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当

然，在英国也有克里基（Kerridge）这样的极个别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英国的农业革命发生

在16、17世纪，而不是在18、19世纪，因为1560－1673年间，英国的农业技术与农业生

产力获得了显著进步。[6]但是这种观点毕竟不为英国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所接受，[7]即便
是克里基所描述的英国农业生产巨大进步的时间也比侯建新先生所描述的要晚得多。  

另一方面，以往，以波斯坦(Postan)、蒂托(J.Z.Titow)、米勒(Edward Miller)、哈切尔(John 
Hatcher)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家，根据李嘉图的理论认为，黑死病前夕由于人口增长，导致
草地的开垦，从而减少了牲畜的数量，减少了牲畜肥料的来源，最终导致地力下降，导致
单位产量下降；由于人口压力，导致劣等地的开垦，从而导致平均单位产量下降。而黑死
病后由于人口下降，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劣等地退出耕种；同时草场面积增加，牲畜数量
增加，粪肥增多，因而单位面积产量上升。这是一种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式。毫无疑问，
他们这种观点是有许多事实根据的。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坎贝尔和欧弗顿为代
表的一批经济史学家，对于这种观点提出了全面质疑，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周期模式——

马尔萨斯－博塞卢普（Boserup）模式。他们认为，在许多地方，也许更为普遍的是，黑死
病前夕英国农业生产出现了过密化增长——由于人口压力增大，人均土地减少，单位面积
劳动投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但是人均产出减少，人们营养不良，导致黑死病的爆
发。黑死病以后，由于人口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减少，产量

下降，但是人均产出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改善。随着16世纪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口重新

增长，历史又重现了13世纪下半叶、14世纪上半叶黑死病前的一幕：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但是人均产出减少，物价上涨，实际工资降低，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在17世纪中期以后几

十年，人口陷于停滞状态，单位面积产量也处于徘徊之中，没有显著增长。[8]  

根据他们的综合研究，黑死病以后的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初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不仅

没有上升，而且还下降了，只是随着16世纪以后人口的回升，单位面积产量才逐步回升，

一直到17世纪才超过黑死病发生前夕的平均产量。例如在Winchester主教庄园上，显示出

了1230－1300年间单位耕地上的劳动日增加了40％，与此相伴随的是单位劳动产量下降

37％。相反在1300年到1375年间，单位面积劳动投入下降22％，相伴随的是谷物产量下

降37％，单位劳动产出量恢复了19％。在Rimpton这个地方，14世纪伴随人口下降而来的
耕地面积缩小与畜群密度增大，粪肥增多，也没有导致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相反由于劳



动投入的减少，产量下降了[9]。在诺福克和肯特北部、东部的许多地方，低产量并没有随

中世纪一同结束，从谷物产出来看，许多17世纪的农夫耕种土地也好不到那里去，只有到

了18世纪中叶谷物产量平均数与最高数才被决定性地超过。[10]就全国水平而言，直到17
世纪中叶，单位面积产量才赶超14世纪初的水平。[11]黑死病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并非
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而是由于人均耕地、草场面积的扩大，从而在单位面积产出减
少的同时，人均产量与收入却得到提高。  
15、16世纪的英国农业生产相对于荷兰而言，绝大多数的当代英国学者都认为，直到1600
年为止，英国是落后的。[12]17世纪是英国农业赶超荷兰的关键时期。“在1485年亨利七
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与法国相比，英
国人口稀少，发展缓慢，社会闭塞，它治愈黑死病的侵害的速度比法国、德国、瑞典和一
些意大利城市国家慢些。前工业社会经济复兴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人口的重新增长过程。”

就英国人口的变动而言，“1348年黑死病前夕，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在四、五百万之

间，1377年前下降到250万，1525年时英格兰总人口（不包括威尔士）仍然不足226万，
这显然表明从黑死病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口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口增长停滞

不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20年代。”[13]由此可见，15、16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并
非兴旺发达。  

由于侯先生对英国15、16世纪的农业生产先入为主的乐观印象，因而难免对他所看到的材

料感到迷惑。由于大量史料表明，13、14世纪的英国，尤其是东南部等较发达地区，农民
的生产技能及其耕作方式足以同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先进地区并驾齐驱。正如经济史家坎贝
尔根据大量史实所做的最新估计：“在那些情况下，领主自用地和农民持有地都保持着持

续的高产，而技术与17世纪相比，只有在细节上不同，而本质上已无区别。”“例如，东

诺福克在1300年前后休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7％左右，其中一些庄园废止了休耕地，一些

地区的小麦每英亩产量晚期的水平。”按照侯先生的想法，既然英国在13、14世纪某些先

进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15、16世纪的英国怎么会落后于荷兰与法国呢，

17世纪的英国农民干嘛还要去向荷兰学习呢。因而令侯先生奇怪的是，作出上述描述的坎

贝尔竟然也认为17、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之前“与欧洲大陆相比，至少落后于低地国

家。”[14]  
包括坎贝尔在内的英国经济史家们并不否认13、14世纪英国某些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市

场发达、城镇化程度高的地区，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达到了17、18世纪的水

平。但他们同时也指出，中世纪农业生产技术的扩散能力很低，[15]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
差距很大，象东诺福克地区那样的生产水平是不多见的。而且，由于黑死病后英国人口的

恢复比西欧邻国迟缓得多，[16]因而英国农业生产的恢复也迟缓得多。正如前文所说的，

前工业社会经济复兴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人口的重新增长过程。许多在13、14世纪发展起来
的促进单位面积产量的劳动密集型技术，由于人口压力的减轻而被放弃，因为在人少地多
的情况不如粗放型经营带来的人均产量与收入更高。因而那些技术逐渐为人们所遗忘。相
反在低地国家，由于人口恢复增长较早、较快，工商业发达，人口压力大，粮食需求高，

导致了较早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恢复与发展，在16、17世纪处于西欧的领先地位，成为包括

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学习的榜样。[17]以诺福克地区农业生产变动的历程为例，就可
以清楚地表明英国农业生产变动的轨迹。  

诺福克地区土地肥沃，14世纪初的农业生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生产水平直到四个世纪
之后才被决定性地超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诺福克地区人口密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市
场发达，因而在产量方面与单位面积土地价格方面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处于引人注目的领
先地位。在接后的五个世纪中，这种领先地位日益被侵蚀，因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地

位转移了。在16世纪人口恢复增长中，土地单产也一直没有恢复到黑死病以前的水平，

1584－1640年间的增长本质上是中世纪生产水平的恢复。那时候土地更稀缺，劳动力更便

宜，粮食价格更高了，提供了密集耕作的刺激。中世纪产量的高点黑麦是在1660年代才被

超过，然后是燕麦在1680年代被超过，然而大麦和小麦直到1710年以后才被超过。[18]  

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时间的考察  

侯先生认为，到16世纪末叶，英国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人口与人均产

量同时增长，并且说是以诺思的有关论述为依据。[19]笔者认为，侯先生其实是误解了诺

思的意思。在诺思看来，由于18世纪初英国的实际工资相对于17世纪初，增长了35％，因

而17世纪的英国实现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收入也
上升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诺思同时也指出，这种转变主要是英国革命完善英国私有

产权的结果，是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的成果。英国农业和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6世纪伴



随人口的增长出现了大幅下降，1600年的指数大约相当于1500年的40％多一点。诺斯认
为，“十六世纪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上成功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十六世纪

人口的迅速增长，通过农业报酬递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标准。”[20]17世
纪上半叶，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英国陷入危机之中，实际工资在1600年已经较低的水平

上仍然有所下降。直到1650年代英国人口总数从17世纪的高峰停滞与回落的时候，实际工

资指数才获得了恢复。只有到1680年代英国人口恢复增长，实际工资也随同增长，这时候

的英国才真正开始显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以1700－1749年农业工人实际工资为

100，则1500年代为146，1600年代为72，1610－1640年代为64－71，1650－1690年代

为75－101。[21]同一时期英格兰人口变动为：1520年226万，1541年277万，1601年
410万，但仍然低于黑死病以前的人口高峰，1657年为17世纪最高528万，1686年回落到

486万多的新低，1700年回升到近503万，以后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22]  

大多数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在十八世纪以前，英国并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呈前
近代的周期性变动——马尔萨斯模式与博塞拉普模式同时起作用下的周期性变动。按照马
尔萨斯模式，近代以前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随着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人均土地减少，
人们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人口的停滞甚至黑死病那样的人口灾祸。另一方面，按照博塞拉
普模式，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压力的增大，人们会开发出更为集约地使用土地的方法，
促进技术的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两种效应同时起作用。在

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上半叶，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均土地减少，人们开发出了许
多劳动密集型技术，促进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但它是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因此

人们生活水平下降。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情况则恰恰相反。16至17世纪中叶新的一
轮增长的模式与黑死病前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尽管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表明，英国农业并没有实现单位面积产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

加，而且1650年以后英国人口重新处于停滞与下降之中，表明英国还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
阱，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总而言之，在十八世纪之前，单位面积产出的增加往

往是以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为代价的。[23]当然，不可否认，英国农业在17世纪获得了巨大
进步，成为欧洲最发达的农业，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前半个世纪，单
位面积产量有巨大提高，尽管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而在后半个世纪，由于大批小农失去
土地，劳均土地面积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明显，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停滞不前。  

笔者在前文探讨15、16世纪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变化中，只是讨论了单位面积产量
的变化，而没有考察单个一般农户的总产出变化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户均播种面积的数目
更难准确估算。在此，借助于宏观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比较合适。没有疑问的是，黑死病

以后15世纪的一般农户年粮食总产量是增加了，但是不可能增加很多，因为粮食产量的大
幅增长必须以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为条件，否则农民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粮食。当

代英国经济史学界一般认为，15世纪的英国城市处于危机之中，城市化程度相对于黑死病
前夕有所下降。至于这一时期的原工业化发展也不可高估，按波斯坦的估计，即使呢绒业

最繁荣时，它所能雇佣的最高人口也只有5万人左右，即仅有5－7％乡村小土地持有者和

无地者（并非所有土地所有者）被雇佣于呢绒制造业中。[24]而侯先生推算出农户户均年

产增长130％，剩余商品率（除去种子、租税及足量的家庭粮食消费）从15％上升到

60％，由于当时英国并不出口粮食，这就意味着非农业人口比率翻了两番，是以前的四
倍。这与当时英国城市危机、工商业发展缓慢、非农人口比率增长停滞不前显然是极不相

符的。按照欧弗顿的说法，16世纪早期，英国大约80％的农民只能生产出足够他们自己家

庭消费需要的粮食，英国大约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25]而且，由于14世纪下半叶直

到16世纪初的英国农村是一个中农化的时代，[26]因而欧弗顿的说法就更有意义了。就16
世纪英国城市人口比重变化而言，1540年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镇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

5％，1600年增加到约8％，如果把城市的标准降低到2500人，那么约70％的城市人口生

活于10000人以上的城市，[27]由此可见当时英国中小城市不发达，城市化水平不高。当
然，由于当时英国农村工业有较大发展，采煤、制铁、造船与军火工业（这些工业位于城

市之外，但不属于原工业化所探讨的农村工业[28]）亦成就不斐，因而非农业人口比率会

更高。但是根据英国人口史专家里格利（Wrigley）的估计，英国非农业人口比率只是由

1520年的24％（笔者认为，根据前文的探讨，这个数据应该与英国13、14、15世纪的非

农人口比率相差不大。有英国学者估计，1300年英国居住于2000人及以上城镇的人口达

60万人，占总人口比率的10－15％。[29]）上升到1600年的30％。[30]即便在16世纪英

国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其农户生产率的增长，根据欧弗顿的估计，从1520年至

1600年农业劳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年产率）只提高了8％，这也仅仅是根据农业人口比

例变化而推算出来的，如果计入16世纪物价上涨，人们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因素，则肯定

没有这么多。[31]至于经济全面萧条的15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更加有限了。



因而，根本不可能出现15、16世纪户均农业生产比13、14世纪增长130％的情况。  

结束语  

总的来说，就整个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末的英国而言，黑死病后的14世纪下半叶粮食
单产下降，但由于农户土地面积增加，因而年产增加，劳动生产率相应也有一定的增加，

不过增加不多；15世纪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由于人口停滞，单位产出继续低于黑死病

前夕，但是由于土地仍然丰富，普通农民与工资劳动者生活水平相对较好；16世纪随着人
口的重新增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但主要是黑死病前夕生产水平的恢复，并且尚未超
过，同时由于户均土地面积重新减少，户均年产量增加很少，另外大批耕地不足农民与主

要靠工资生活的人生活水平恶化了。因而，15、16世纪英国农业年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有很

大的提高，与侯先生所估算的相对于13、14世纪增长130％相差甚远。一般认为，英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增长主要是在17、18世纪的农业革命时期。侯先生对15、16世纪英国
粮食生产的估算与历史实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不仅仅是误差而已。对此我们应当吸取
教训是，在估算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免得出一
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数据还长期不能发觉，十几年来一直沿用，并以此为基础去构造
自己的理论体系，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整个体系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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