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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至十五世纪，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会成为首先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尽管在接下

来的三个世纪中，英国开始逐渐在西欧国家的角逐中崭露头角，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从

十八世纪开始，英国在商业、金融、农业甚至政治领域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被

我们以“工业革命”这个词所熟知。然而，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呢？是一种历史

发展的因果关系，还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呢？本文拟以混沌理论为基础，对工业革命的起因进

行另一个角度的分析。 

 

  

一、工业革命成因的传统解释 

 

  

除去理论界对于工业革命开始时间的争论，传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

并进而扩散到欧洲、美洲，是因为一系列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使得那个时代的英国具备了得天

独厚的社会条件，进而在一些关键因素的作用下，英国 终成为工业革命孕育的摇篮。 

 

下面笔者将对一些“决定因素”进行简要的分析： 

 

1、航海贸易：新航路开辟是航海贸易的开端。1501 年之后，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先

驱，使得欧洲与外界的联系由地中海地区转向了大西洋沿岸，而随之 16 世纪中期的安特卫普、

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了欧洲经济中心[1]。直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英国赢得了海上贸

易和殖民霸权。当时的世界贸易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贸易圈。太平洋的贸易主要集中于

欧亚，欧洲明显偏爱进口，而且进口商品的种类不断大众化。而与美洲殖民地的广袤市场则

更大程度上为英国工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多元化提供了条件。大西洋贸易圈则在 17 世纪中期

荷兰的主导下发展成为“非洲——欧亚”贸易和世界经济分工的一个重要附属部分，人口贸

易和殖民地贸易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以贸易为主要内

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是工业革命能够持久进行的原动力，“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

16 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2、农业革命：市场的发展、14 世纪黑死病导致的人口急剧下降和货币地租的盛行，使得

14 世纪末期农奴制在英国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发展，即份地由佃册持有

农持有，但是其租佃权和份地所有权在持有农和领主之间界定不清；自由持有农拥有自己的

土地；还有一部分公有地，归属也一直存在争议。因此 15 世纪末羊毛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宗

教改革和圈地运动的过程中，公有地和份地成为 先被侵蚀的对象，大租佃制经营在英国农

村中也逐渐居于统治地位。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应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

动力、消费品和原料，同时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国内市场。 

3、自由宽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首先是产权制度的建设。混乱的经济状态使得富者和贫

者联合起来争取明晰的产权界定，于是在 17、18 世纪，英国政府相继在层保护财产和合同、

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保护发明者的专利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制度、

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其次是自由贸易制度

的建设。这与当时的政权和盛行的经济思想相关。1455-1485 年的红白玫瑰战争中，“中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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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专制的都铎王朝在旧封建贵族的地位强烈动摇、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还未强大到成为统治

阶级的时期出现了”[2]。由此，17 至 18 世纪由于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政策出现了很大的

波动性，议会民主制与对经济活动的王室垄断并存。直到 1642 年下议院拥有征税权和废除了

王室垄断之后，由于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政府对市场仍有一定程度的干预。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对输出品的限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垄断、谷物条例、航海条例的逐步废除，

才使得英国真正实现了自由市场制度。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与西班牙的专制统治相比，英国

已经为资产阶级提供了足够宽松的政治和经济舞台。 

4、金融证券市场的繁荣：英国保险公司操纵着对外贸易，对国际市场信息量的垄断使得

其在政治上的力量不容忽视。而随着英国银行业和外汇市场的发展，伦敦成为吸引欧洲人的

金融市场[3]，而阿姆斯特丹多边支付体系的中心地位在 18 世纪也逐渐由英格兰银行所替代，

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利率市场化、证券市场和中央银行制度都在这个阶段取得了

重要的发展。金融资本也逐渐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5、人口：在工业化早期，人口在 18 世纪 40 年代在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停滞后开始增长，

并在 18 世纪 40 年代加速，1811-1820 年达到 大值，到 1850 年开始缓慢下降(表 1)。而英

国完全参与甚至代表着整个欧洲的第三次人口增长，人口的持续增长为工业化提供了可能。

而且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由于在工业部门就业人员的大量增加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使

得围绕工业区的城市化得以快速发展，英国接受的大量移民也极大的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

从而产生了两个变化：从东南到西北的人口密度转变和加速的城市化[4]。潜在就业人口的增

加和城市化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国内消费品市场结构的调整，都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

要素储备。 

 

表 1 英格兰与威尔士、英国的人口(1700-1850 年)  单位：百万 

 

 

 

6、自然资源：煤炭早在罗马不列颠时代就已经用作燃料，但是到 17 世纪才成为主要能源，

酿酒、漂洗、制盐、煮皂等大量以煤炭代替木炭作为燃料。据J.U.纳夫的统计，1551-1560 年

英国主要矿区煤产量约为 21 万吨，1681-1691 年已达 296 万吨1[5]。至 18 世纪 20 年代，英

国煤的开采量大约占世界硬煤总开采量的 87%，60 年代占 50%。毫无疑问，在家庭和工业用煤

量方面，英国居欧洲国家首位2[6]。而且，英国煤炭的丰富储备，也为提高铁的产量开拓了

广阔的前景，并进而带动工业部门整体的大踏步地前进。另外，英国作为大西洋上的岛国，

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优良港口，且境内任何地方离海岸线都不会超过 90 公里，河流众

多，加上新开凿的几条运河连接内陆城市，全国的水利条件和交通运输相当方便。而且，众

多的殖民地也为英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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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外贸易促进了英国的出口：18 世纪前，英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羊毛和转口贸易，

18 世纪中期，英国发展成为向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新市场出口各种制造品的工业国家。在

1780 年，英国出口的工业品是 1770 年出口的 8倍。 

8、技术的进步：集中表现在纺织业、冶金业，也是推动工业革命的 直接的动力，如煤

和焦炭在熔炼过程中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各种金属制成品的成本，化学的运用产生了一大批

人工合成的新材料。笔者不再赘述。 

对于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学者们莫衷一是，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归并方式将上述因素加以

分类，但总体而言多数集中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宽松的政治

环境这几个方面。但是，随着计量统计方法的改进和资料的不断丰富，传统观点不可避免的

受到了挑战。 

  

二、传统观点的反驳 

  

对于传统观点的反驳可以用以下问题来支撑：为什么工业革命 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

国等欧洲其他国家？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 18 世纪后半期，而不是更早？有的学者认为工

业革命的发生不是与国家相联系，而是地区，我们之所以看到的是英国的崛起，无非是因为

英国有更多更适合工业革命发生的地区而已；还有的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应该是一个随机的

事件，种种看似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既不是充分也不是必要的条件；当然还有的学者表示，

种种争论更多的说明了对工业革命进行系统观察和逻辑推理的能力的匮乏。笔者将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一步总结学者们对传统观点的批驳。 

1、资源因素：毋庸置疑，煤矿和铁矿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不可或缺，但是从热力和动

力能源的角度来讲，当时的木材、炭和水力都是煤的替代品，而且在蒸汽机发明之前铁就已

经在各国之间普遍流通了，而在 1794-1796 年，英国的铁矿主要从瑞士进口，之后又大量依

赖于西班牙的赤铁矿。至于英国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则是完全依赖于原材料的进口。与之相

比，瑞士和法国借助其丰富的矿藏，似乎更有理由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2、科学和技术因素：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认同英国在技术创造

性和教育上的匮乏。首先，很多的发明源于其他国家，比如提花机、漂白法、苏打制作法、

食品罐头、机械亚麻织布机、煤气灯、不间断纸张的生产等等。确切的说，英国应该是一个

技术创新的进口国和技术改进的出口国。其次，英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是以僵化的学徒制度和

有限的大学教育为依托的，与西班牙的精英和学院教育相比，科学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在英国

变得艰难。因此，更多的技术革新不是由于自然知识的累积，而更多的是实用知识和技术娴

熟工种内部进行改进所带来的劳动力的节约。在英国，科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要紧密的

多。那么，如果说注重知识的应用和技术的开发是当时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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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德国却与技术革新的普及失之交臂，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学和技术因素的“决定”

作用。 

3、社会和制度因素：Perkin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更加有利于发生工业革命，取决

于财富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英国正是给了这个问题一个 好的答案：在英国，财富的多

少和社会地位被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截然分离，对财富或者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是相伴而生

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俭改变原有的社会地位。但是，较之英国，荷

兰的尼德兰革命发生的更早，可以说，荷兰同样是一个市民的、资产阶级的或者中产阶级的

社会，同样给予了资产阶级宽松的社会环境，却在英国同时代逐渐衰落。而法国，贵族的头

衔可以被买卖，而且很多所谓的贵族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出身，只不过法国的“贵族”传

统使得这些新贵族们不得不适应一些更加奢华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

观点的背离。另外，按照诺斯对产权的界定，明晰的产权有利于对经济主体进行创新激励和

回报，从而有利于社会的技术进步。而英国的专利制度在 1624 年就已经建立，其他的欧洲大

陆国家 早的也是在 1791 年之后了。但是，法国政府是通过皇家学院和由国家指派的长官来

认定技术创新的，而且英国的专利制度也需要打一个折扣，因为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发明者并

没有给予足够的平等，而且对专利的认定更多依靠的是微不足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对发明

本身的认定3[7]。而且，即使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如Richard Arkwright(法院宣布他的发

明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围)，也不会对其“专利权”的使用带来很大的困惑；有的时候，议会

也会超越法院来对一些发明进行专利的认定；由于法律界定的模糊和执行上的不彻底，使得

要么有大量的诉讼案件难以很快裁决，要么发明更多的以商业秘密的方式加以应用，而不再

求助于专利制度的保护4[8]。尽管这些例举并不能够反映当时的全部社会现实，而且专利制

度毕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难免不尽完善，但是却是对英国“想当然的”“卓越”的专利保

护制度的一个有力反驳。 

4、对外贸易：随着更多的资料和数据的发掘，学者们在出口上趋于达成共识：英国出口

的比例在初期很高，但是到了中期之后便大幅下跌，虽然有过复兴，但是始终再也没有达到

原来的高度。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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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口的增长，1700-1851 

 

 
 

资料来源：crafts (1985a, p.132) 

另外，对于远洋贸易和奴隶贩卖是否为英国的发展积累了巨额资本这个问题，不少的学者

也提出了质疑。在Engerman的文章中，他计算了 1770 年英国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总利润，为

342,000 英镑，当年总的GNP为 166,000,000 英镑，总的资本形成额约为 11,000,000 英镑。可

见，奴隶贸易所积累的资本还不到当年总资本形成额的 4%( 乐观估计)5[9]。当然，西印度

和美洲的劳动力供应和广袤的市场的确为英国工业革命解决了瓶颈问题，但是，如果将其作

为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之一，似乎仍然有些牵强。 

  

三、对英国工业革命中关键因素的数量统计和进一步的思考 

  

1、生活状况是否改善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有关工业革命的所有议题中争议 大的一个，总结起来，现

阶段主要集中于两类指标：经济指标和生物指标。经济学家 Feinstein 和 Crafts 通过对总消

费的分析，指出在 1820 年前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显著的提高，这与在此之前的学者

Lindert 和 Williamson 对实际工资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比较相近。但是，经过对 Williamson

使用的数据进行价格指数的调整后，Huck 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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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际工资、名义工资和价格 1797-1851 

 

 

 

资料来源：Joel Mokyr， 

经济指标的采用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工资水平的测量仅仅局限于一部分被雇用者，而将

其他人口排除在外；购买的消费品的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反映出其质量的改进，因而定量计算

在分析生活水平方面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又有学者将目光集中在生物指标上，比如出生率、

死亡率、寿命甚至身高等等，通过数据处理，结论更多的集中于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 

2、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增长率和要素的贡献率 

Deane 和 Cole 对工业革命时期国民收入进而到投资和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进行了数据

估计，从而成为 20 世纪上半期研究工业革命增长率的一个被引用 多的工具。但是，随着新

的统计数据的获得和新的估计方法的完善，他们对工业革命“飞速腾飞”的论调开始被越来

越多的学者们证伪，如前面提到的 Feinstein、Williamson、Crafts 等人，其中 Crafts 通过

调整工业和服务业产出的价格指数，估算了出了详尽的数据，也给与了传统观点以有力一击

(见表 5)。 

表 4 实际产出增长率 1700-1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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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高潮编译，《工业革命：1700-1860 年不列颠的经济增长》，侯建新，《经济-

社会史》，商务印书馆，北京，2002 年， 

上表说明了大多数阶段内的低增长率，尤其是 1760-1830 年间，即所谓的工业革命的“起

飞”阶段，经济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一些极富活力的工业部门增长

迅速，但是即使到 1831 年，棉纺织业产量仅稍多于全部工业产出的 1/5，制铁业则不到总产

出的 1/10，许多部门仍旧是由传统的手工活动组成。甚至到 1831 年，只有大约 1/10 的工人

受雇于现代经济的“制造业”部门，相比之下，受雇于其他工业部门的人数几乎是他们的 3

倍”6[10]。 

表 5 英国 1760-1913 年 gdp 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Nicholas F.R. Crafts,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guided tour 

for growth economist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6, p.198. 

由表 5 可以看到，如果按照现在 Crafts 的统计资料，则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不论是 gdp

还是工业产出、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于其说是英国的起飞，不如

说工业革命只是渐进缓慢过程中的一环。 

  

四、一种新的解释——混沌理论 

  

回顾一下已有的对于工业革命成因的解释，我们大概可以做如下区分：要么在试图探究一

种决定性的因素，使得能够成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诱因，引发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如

地理位置等等；要么试图将解释的原因由一个扩展到一个体系，体系中的原因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缺一不可，而英国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因素才使得工业革命 终得以发生。 

但是，从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以下纰漏： 

首先，如果工业革命是由一个关键因素决定着的，那么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总结的观点就是

一个有力的反驳，即几乎没有一个原因使得英国显示出明显、突出、独一无二的优势，而其

他国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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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工业革命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那么随着讨论的深入，可能的决定因素

会越来越多，但是，在没有对工业革命深层次运行机制进行更多的探究时，我们能够找到的

只能是相关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很难想象由这些因素就一定会导致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大

变革。况且经济现象是不可模拟的，那么如何判断某一个因素究竟是决定作用还是香港作用

呢？答案尚未可知。 

再次，也是 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所谓的决定因素吗？从第二部分的分析

可知，似乎并没有这样一个或者几个因素可以使得英国远远优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也许

并不存在着任何能够对工业革命的发生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 

后，第三部分中，随着新的数据不断得到修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工业革命似乎并不是

一个振奋人心的“起飞”阶段，而是一个平缓增长的长期过程。在这样一个长期过程中，如

果没有任何因素能够起到决定的作用，或者对其他因素起到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工业革命在

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间发生就具有了一定的随机性。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N.F.R. Crafts 试图依赖另外一个角度——混沌理论。所谓混沌，是

指某种确定的随机性，“确定”是因为它由内在的原因而不是外来的噪声或干扰产生；而“随

机性”是指不规则的、不能预测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非均衡是更经常的现实，其中规则

的周期起伏和不规则的随机变化造成了经济现象中的各种梯度和涨落。混沌吸引子在伸长与

折迭操作中，将微观尺度很小一点涨落很快的就提高到宏观的尺度上表现出来，亦即宏观经

济不规则的涨落时经济系统内在的机制而非外界的冲击。 

借助于混沌理论和噪声现象，我们不妨对工业革命进行另一个角度的审视：在长期缓慢的

积累过程中，工业革命所代表的时间段无疑应当被拉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一

些产业或者局部的改善得以积累，并且连同其他因素一起， 终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全面革

新。整个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英国要比其他的国家( 常用来作比较的是法国)更有优势或者更

先进，也不意味着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决定了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恰好在英国。我

们甚至可以假设推动工业革命进程的一些因素并不发生在英国，而是因为有其他因素的传导

和激励作用，才导致正效应不断的放大，改良 终辐射到英国本土并且进一步加强。也许较

“工业革命为什么 先发生在英国”更有意义的，应当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或者“工业革命究竟是渐变或者突变”，因为后两者意味着也许混沌理论所提及的自然

观更加适合对工业革命进程的研究。 

  

张文慧 侯璐 

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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