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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都铎王朝时期，重商主义就是英国重要的经济战略。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承袭了都铎王朝的重

商主义经济战略。虽然初期在海军方面的相比与都铎王朝有所逊色，但在殖民贸易方面该时期却取得了前

朝无法企及的开创性成就。“正是在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位国王统治期间，才受到宗教分歧、农业灾难、反

西班牙情绪及追求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使，通过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贵重金属或海军补给品新的

供应地，或者仅仅是因为海洋贸易总体上的增长，才看出大英帝国的发端”。① 

一、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殖民贸易简况（1603-1640 年）

1604 年英西停战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合法地在未被西班牙占领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权利，即所

谓的“有效占领原则”。②在此之后，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浪潮便一发不可收拾：1607 年英国成功地在弗

吉尼亚建立起了北美大陆上第一块英国殖民地；1609 到 1610 年，英国占领了百慕大群岛，继而又在随后的

一二十年里相继占领了圣基茨、尼维斯、安提瓜、巴巴多斯等加勒比群岛；1620 年，英国在新英格兰建立

了首个新教徒殖民地，数年之后又拓展到了新斯科舍半岛。到了 1640 年革命前夕，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已

经初成体系。虽然这一时期英国向西扩张的倾向很明显，但在东印度公司主导下所进行的向东扩张也同等

重要。同样是在1607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起了第一个殖民据点，接下来又先后在苏拉特（1612年）、

默苏利珀德姆（1611 年）、萨拉索尔（1633 年）和马德拉斯（1639 年）等地建立公司，甚至还进入了波斯

湾（1622 年）。17世纪初，威尼斯大使就在向自己的国家作的报告中惊叹道：“英国人在世界各地以大量

的资本进行贸易”。③

在这样的情况下，1603 年之后英国海外贸易的大幅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与西班牙的停战恢复了与伊

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的交通，并大大减少了远洋贸易船队遭受敌国劫掠的风险，这一切共同推动了战后经

① [ 英 ]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46 页。

②姜守明：《从民族国家走向帝国之路》，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1 页。

③王军：《16-18 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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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繁荣。在这之中，羊毛制品及其相应衍生的服装业出口依旧是英国外贸中的主体，但其他类型的贸易

发展也值得注意。英格兰东海岸的煤炭贸易在 1603-1630 年间增加了两倍；纽芬兰渔场已经初步开发，每

年捕鱼船只多达 500 艘；与美洲和东方的贸易虽然在这一时期总量很少，但正在稳步增长；而与西班牙的

贸易顺差使得英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增加，反过来给英国造船业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支持。据统计，这一时期

英国轮船的数量增加了近三倍，①这正是贸易繁荣的具体体现。

然而，这一时期英国在波罗的海的贸易量远远无法与荷兰相比。17世纪的荷兰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商

船队，其船舶总数相当于英、法、西、葡四国的总和。②荷兰的贸易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英国本身

也不例外。据记载，在 1601 年总共有 714 艘船只进入伦敦港，其中 207艘是英国的，40 艘是德国的，360

艘是荷兰的。③拥有巨大运载能力的荷兰在经济上垄断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大部分贸易，其贸易份额比重相较

于英国具有压倒性优势。大批荷兰商船在波罗的海航行，荷兰人通常投入大约 735 艘船经营波罗的海和北

海的贸易（不包括捕鱼和沿海岸的小船），平均大约 280 吨，总吨位大约 207 000 吨。这在荷兰船队总吨

位中仅占 40%，但却是是同一时期英国商船总运载量的两倍多。④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并无有效的压制策略，但通过鼓励和资助东陆公司等海外贸易

公司的经济扩张，以及加强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已经开始了在各个领域与荷兰进行经济

对抗的准备。

二、《航海法》的颁布与海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1640-1660 年）

英国 1640 年革命之后，新成立的共和国代表了相当部分新贵族以及工商业者的利益，在经济领域进一

步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此时的英国在贸易领域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荷兰，利用之前英国内战无暇他顾的机

会，在海上贸易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内战爆发以后，英国的经济竞争对手荷兰、法国趁机扩展他们的贸易，

英国呢绒出口受到排挤。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有力保护，从事与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英船数目锐减，它们

在英国与波罗的海贸易的全部商船之中所占的比例，从 2/ 3 降为 1/30。⑤内战不但使对外贸易严重受阻，

也给工农业造成了很大破坏，单就粮食生产而言，由于战事的影响，在 1646 － 1650 年间，粮食价格达到

了创纪录的高度。⑥面对这种情况，克伦威尔的共和国为了复苏海洋经济，决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战略，《航

海法》就此应运而生。

1650 年，为了打击当时的最大竞争对手荷兰，英国议会通过一项针对荷兰的法令，规定外国人与英国

殖民地通商，要经过英国政府的同意；否则，禁止外国商人与英国殖民地通商，这就是旨在保护英国海上

经济利益的《航海法》。1651 年 10月 9日，英国议会又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 ，

规定从欧洲以外地区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运输，即一切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生产的商品，只有

在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上才准许运进英国的领土；欧洲国家的商品或用英国船只、或用该项商品生产国

的船只才准许运到英国的领土；不准英国人通过某种外来的中介进口中介方不生产的商品；从欧洲运往英

国殖民地的货物，除用原产国的船只外，必须使用英国船只；禁止外国船只承运英国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

① [ 英 ]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47 页。

②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76 页。

③④⑥ [ 英 ] E·E·里奇著：《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 世纪、17 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张锦东、钟和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58 页，第 153 页，第 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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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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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跃编著：《海洋争霸 500 年·英国皇家海军与大英帝国的兴衰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5 页。

②④⑥杜平：《近代英国海上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变（17 世纪中叶 -20 世纪初）》，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第 37 页，第 39 页，第 57 页。

③巴巴里海盗：也被称为奥斯曼海盗，是 16~19 世纪北非地区依附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海盗和私掠者。

⑤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61 页。

间的货物。①此外，英国还要求所有通过英国海域的舰船，在遇到英国军舰时必须升旗以示敬礼。《航海条

例》对于专门从事海外运输和贸易的荷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然引起荷兰的强烈不满，荷兰对此不予承认。

直到英荷战争之后，英国迫使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至此英国成功地在海上建立起了一套贸易保护体系。

而这一套贸易保护体系最为重要的保障，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执行的海上护航系统。

17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商船在海上的安全保障主要是依靠船队之间的协作和自身配备的武装，官方军

事力量很少介入。这主要是因为这之前英国本土的经济基本能够自给自足，海外贸易对英国而言重要性有限，

尚未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从 17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官方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商船提供军舰护航，以

加强对海上贸易船只的保护力度。英国采取这一举措的主要原因是随着英国殖民势力的扩张和海外贸易范

围的进一步延伸，海外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财富，成为英国财政收入和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资金来

源。商业战争使得贸易活动对护航有了迫切需要，而英国海军实力的发展，也使得英国官方具备了向商船

组织提供持续性护航力量的能力。②护航措施很快起到了效果。1652 年，鉴于北非西地中海区域巴巴里海盗 

的猖獗活动，英国政府决定拨款 194000 英镑，派遣一些军舰在阿尔及利亚附近海域巡航，并向往返于英国

和黎凡特地区之间的商船船队提供军舰护航。③1654年，海军名将布莱克率领舰队重创北非摩尔人的海军，

迫使对方向往来于海路的英国商船做出安全保障，不再劫掠英国的商船。

这项措施是英国海上贸易保护政策出现质变的重要信号，英国的国家军事力量开始正式介入对海上贸

易的保护。自此直至 19世纪初期，护航制度一直都是英国最为主要的海上贸易保护政策。英国这一时期的

经贸政策，为开展海外殖民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也要看到，频繁的战事也使得英国在海上

树敌颇多，1655-1660年的西班牙战争，又使对外贸易受到重创。在战争中，英国损失了1000-1800艘船。④

由于两国交战，来自西班牙的优质羊毛供应中断，给国内呢绒业造成严重困难。到了克伦威尔统治末期，

受与西班牙之间战争的干扰破坏，英国经济陷入困顿，商人的抗议日积月累。而且由于造船经费向海军过

度倾斜，商船的规模反而扩充的并不多，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贸易保护政策积极作用的发挥。

三、复辟时期的海外殖民争夺与特许公司的发展（1660-1688 年）

1660 年 5月，查理二世归国登位，开始了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复辟伊始，面对内战和西班牙战争给民

族经济带来的严重伤害，英国国内有识之士极力呼吁社会稳定，和平与稳定成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早

在查理二世回国前夕，一位小册子的作者就把全面的和平列为英国贸易复苏的前提条件之一。达德利·诺

思 (Dudley North, 1641-1691 年 )，是利凡特公司的大商人，在《贸易论》一书中，他表达了社会稳定是

贸易增长、国家富裕的关键性因素这一重要思想，他认为是和平、勤劳和自由而非别的东西，带来贸易和

财富的增长。⑤因此在复辟王朝前几年的时间里，英国尽可能设法避免爆发战争。

然而英国的商贾和财政势力很快发现，面对经济实力雄厚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英国很难在和平年

代的贸易竞争中占据上风。不论是在西印度、东印度还是波罗的海，荷兰都在贸易上占据着垄断性的优势。

加之英荷两国在海外多处贸易场所和商贸据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摩擦，经济上的矛盾引发了政治关系的不断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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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 年复辟王朝刚刚成立的时候，就颁布了较以往更加严苛的《航海条例》，规定殖民地不论输出还

是输入商品，都必须由英国船只装载，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料只能运往英国和英属领地，首先满足英国工业

生产需要。①这就进一步限制了荷兰的海上贸易空间。1664 年，英国一支海军占领了荷兰在北美洲的重要殖

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后来的纽约 )，此举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矛盾。最终导致战争的行动发生在

北非，前述的皇家冒险商公司组织部队攻击荷兰在西非地区的贸易据点，几乎占领了整个荷兰控制下的西

非海岸，此举彻底激怒了荷兰，两国旋即宣战。

第二次英荷战争虽然从军事角度而言对英国并不理想，但通过此次战争，英国保有了战争中夺取的哈

得逊流域和新阿姆斯特丹，保留了西非的要塞，并迫使荷兰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使英国

在北美洲的势力大为扩张，北美殖民地得以连成一片，并逐渐发展起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当然，英国国

内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很快又爆发了第三次英荷战争。这一次是英法联手进攻荷兰，

但军事形势更不理想，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还受到了荷兰人猛烈的牵制性袭击，甚至连纽约也一度被荷兰

攻占。在从荷兰获得了 20万英镑补偿后，英国草草地退出了战争。

纵观复辟王朝前期的殖民争夺，虽然有所斩获，但总体上收效并不大。这使得复辟王朝后期开始转向

实行海外市场拓展战略。为了确保商人们对于市场安全的信心，1679 年英国颁布了《人身保护法》,对私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给以法律上的保护。私人财产获得保障使商人们积极出海寻求商机，在政策的支持下，

这一时期的特许冒险家公司也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②在 17世纪下半叶，利凡特公司达到顶峰时，它接受

的呢绒占英国呢绒出口总量约四分之一。“利凡特公司继续从事东地中海商品和本土产品的贸易。其成功

之处是在小亚细亚和波斯销售质量较好的英国成品呢绒，这极大地帮助了深陷困境的英国纺织业。”③此

外，利凡特公司还为英国工业发展提供原料，特别是每年从利凡特运回大量生丝。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

也同样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1660 年公司派发给股东的红利为出资额的 20%，到 1665 年这一数字就上升

到 40%，1685-1689 年则实际达到了 50%。④

更具典型性的是皇家非洲公司。1672 年，皇家非洲公司被授予特许权，并因此在不列颠帝国的经济中

扮演一个明确的角色。该公司主要经营贩奴贸易，据估算，1672—1711 年之间，这家公司在西印度通过拍

卖出售了 90000 个奴隶——在巴巴多斯占了几乎一半，在牙买加则超过三分之一。如果算上运输途中死亡

的黑奴，该公司从非洲很可能运出了 12万以上的黑人。⑤特许公司们通过这些血腥的原始积累大发横财，

进一步刺激了英国近代早期海外殖民贸易的热情。但随着之后自由主义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特许公司在

17世纪末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四、“光荣革命”后的自由贸易战略（1688-1700 年）

在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入主英国，形成了英荷政治联合体。英荷两国在经济上

相互补充，尤其是荷兰先进的殖民经营体系与金融系统传入英国，使英国的经济受益匪浅。此时的英国在

国外虽然已不存在荷兰的威胁，但面临着法国在军事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在此种情况下，英国一方面在

与法国长期作战的过程中使用“经济战”的战略，打击和切断法国的海上命脉；另一方面巩固和拓展海外

经济势力范围，让反法同盟在经济上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反过来也确保了英国在新形势下的海上经贸体系。

①史滇生：《世界海军军事史概论》，北京：海潮出版社 ， 2003 年，第 114 页。

②③④王军：《16-18 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第 51 页，第 89 页，第 91 页。

⑤ [ 英 ] E·E·里奇：《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 世纪、17 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张锦东、钟和译，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12-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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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国内也展开了特许贸易与自由贸易之争。国王一向支持冒险家公司，赋予其特许专卖权，

这使几个特许公司获取暴利，但该政策受到多数其他商人的反对。他们在议会中的代理人主要集中在下议院，

主张打破少数巨商的垄断，实行较为公平的国内公司之间的自由竞争。在这场争论中，随着下议院的权力

越来越大并最终在议会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其标志便是《1689年法案》

的颁布。该法案规定：“为了更好地鼓励生产以及羊毛业的发展，允许任何人向世界的任何地区出口呢

绒。”①商人冒险家公司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虽然失败，但是它与自由贸易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却并未终止，

并一直延续到公司历史的终结。

自由贸易的逐渐兴起也面临着新的问题。面对持续不断的战争，海上贸易常常要面临很大风险，这就

需要进一步发展克伦威尔时代就已经开始施行的海上护航制度。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初期，法国海军

主力因在与英荷联合海军进行的海战中消耗殆尽，所以接下来的战事中，法国采取了“海上破袭战”的策略。

法王积极鼓励私掠船的行动，船东在缴纳 6000 英镑后，便可获得“合法掠夺”的授权书；他将大量主力舰

闲置，促使大批海军官兵转到私掠船上服务；法王还将一些小型军舰出租给个人或者公司从事私掠行动，

甚至他自己也和许多大臣们一样向这项事业里投资了大量资金。在官方的积极鼓励和参与下，“法国私掠

船数量的增长快的就像一阵风”，而且已经具备相当的组织性。②在法国疯狂的海上劫掠战略下，英、荷两

国在海上航行的商船几乎无处藏身，英国穿越地中海的贸易航路被切断，往来于英国与东西印度之间的船

队持续遭到攻击，英国的海上贸易遭受到了重大损失。

面对这种情况，议会在 1707 年组织了一次调查并在第二年通过了《巡洋舰和护航法令》（Cruisers 

and Convoys Act)，分派特定数量的战舰去保护贸易。船队的保护得到了提升，主要港口之外以及英格兰以

西的区域都停靠着巡洋舰，以保护更为重要的航运线路。形势慢慢地有所改善：1710 年，3550 艘船只离开

英国港口，1712 年达到 4267 艘，1713 年即缔结和平的当年为 5807 艘。海军护航系统对贸易保护起到了一

定的效果。③到了战争结束之时，英国的商船数量较之于战前还有所增加，这就维系了英国本土与海外殖民

地和贸易据点之间的联系，巩固了英国的海外经贸体系，为自由贸易的施行铺平了道路。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时期英国在波罗的海的贸易对象的转变。如前文所述，在 17世纪早期，英国

与波兰之间的贸易往来甚为密切，对波兰贸易一度占据了英国在波罗的海贸易额的 85%。但随着海上争斗波

及到了波罗的海地区，沿岸各国也开始卷入到了这场海上角逐之中，英国出于自身利益，在 17世纪大多数

时间里都倾向于支持最后的胜利者——瑞典，而荷兰则与丹麦保持友好关系，后者却是最后的失败者。国

际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贸易份额，到了 17世纪 80年代，与瑞典的贸易已经成为英国在波罗的海地区贸

易的主体。到了 17世纪末，英国终于凭借其军事实力获得了商业的优势，并进而得以在该地区贯彻新时期

的自由贸易战略。这是以前在运输费用的竞争中没能获得的。

五、结论

纵观 17世纪的英国，虽然历经各种政局变迁，但经济一直稳步发展，而海外的特许公司贸易和半官方

性质的海盗性掠夺一直就是英国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斯图亚特王朝之初，英国的航运能力很有限。也并未

①王军：《16-18 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第 50 页。

②刘畅：《英国转型时期外交决策之历史考察（1689-1763）》，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第 70 页。

③杜平：《近代英国海上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变（17 世纪中叶 -20 世纪初）》，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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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套完整的海外殖民贸易体系，对英国而言，来自海外的收入只能算是国民经济的补充，这也是中世

纪以来所遗留下的些许自然经济特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的经济战略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随着海外贸易参与者越来越多，他们在议会的商业诉求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英国

民间私人商船的数量越来越多，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贸易船队也开始朝着越来越广阔的海外市场挺进。

17世纪英国殖民的兴起无疑与政府的推动紧密相关，这一时期殖民地给母国带来的仍然多以经济上的

利益为主，国家的战略考虑中并没有殖民地的影子。母国始终无法对殖民地加以有效的管理，也很难对殖

民地的资源进行动员和直接利用。克伦威尔在战略上创造性的利用海军威胁他国殖民地借以向对方施加压

力的方式，这为后来的“帝国主义战略”打下基础。他的西进战略虽然着眼于欧洲，但是客观上使英国获

得了西印度群岛的霸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保卫了美国殖民地与殖民者的安全。同样，复辟王朝时期爆发

的第二次英荷战争也是一场因争夺海外商贸利益而起的战争。因此可以说，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 17世纪

之后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出发点，也是海外经贸战略的最终目的。

从根本上讲，英国海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因，正是基于英国人的商业进取心以及由此引起的争夺

殖民地的意识。如果说都铎王朝后期的英国还仅仅是把海外贸易视为一种额外的红利的话，那么到了 18世

纪初，英国的海外殖民贸易已经开始成为维系初现雏形的大英帝国运作所不可缺少的生命线。可以说，经

济战略是海洋战略的出发点，也是执行海洋战略的动力。这种海洋经济战略的形成促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反过来也不断推动着英国为保障扩大了的海上利益而始终重视海权的掌控，两种合力造就的便是近代英国

自身实力的日益壮大，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扩张奠定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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