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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19世纪之际，出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先前和 中国进行贸易的绝大部分西方国家 

都淡出中国市场，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英国与美国仍能保持其对华贸易不坠，甚或快速发展。其重要 

原因在于，当西方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交换物品——美洲白银发生危机时，英美两国较好地解决了替代产 

品，美国依靠人参、皮毛等，英国先是依靠印度棉花，继而依靠鸦片重建对华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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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Contrast witlI Chinese Trade to Many Countrie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from Early in the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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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nd of the 1 8th century when the output of America silver went down，many European countries withdrew 

from the Chinese market，but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relied on the substitute produce to still maintain for their Chinese mar— 

ket．The total value of India opium surpassed India cotton had grave consequences for Chinese in 1 820．This changed the e— 

quality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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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令人费解的困惑，在 18世纪后期和 19 意的情况①。为了对这一现象有较为直观的了 

世纪初期，除英、美等国外，绝大多数原先和中国 解，兹列叙统计数据如下： 

表 1 英美在中国对欧美各国海上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输入中国 

1764--1829年每年平均数(价值单位 ：银两) 

欧美各海上贸易国总值 英国输华值 美国输华值 其他欧陆国家输华值 年度 

(=100％) (占总值％) (占总值％) (占总值％) 

1764 19087o4 1207784(63．3) ——(一) 700920(36．7) 

①本文作者前曾提出过此问题，但未加阐释，见拙作《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学术 

研究))2011年第5期。今特作此文论说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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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1769 1774815 1192915(67．2) ——(一) 581900(32．8) 

1770一l774 2094336 1466466(70．0) ——(一) 627870(30．0) 

1775—1779 1995913 1247471(62．5) ——(一) 748442(37．5) 

178O一1784 1994617 1301931(65．3) 27290(1．4) 665396(33．3) 

1785—1789 4489527 3612763(80．5) 123164(2．7) 753600(16．8) 

179O一1794 5876663 5007691(85．2) 181096(3．1) 687876(11．7) 

1795一l799 5908937 5373015(90．9) 374124(6．3) 161798(2．8) 

1800—1804 8727364 7715556(88．4) 828326(9．5) 183482(2．1) 

1805—1806 123483 19 11474509(92．9) 767775(6．2) 106035(0．9) 

1817—1819 9053298 7646777(84．5) 1184551(13．1) 221970(2．4) 

1820—1824 7952488 6525201(82．1) 1427287(17．9) ● ● 

1825一l829 9161314 7591390(82．9) 1534711(16．7) 35213(O．4)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年版，第4页；另见姚 贤镐：《中国近代 

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266页。 

表 2 英美在中国对欧美各国海上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自中国输出 

1764--1829年每年平均数(价值单位：银两) 

欧美各海上贸易国总值 英国自华输 出值 美国自华输出值 其他欧陆国家自华输出值 年度 

(=100％) (占总值％) (占总值％) (占总值％) 

1764 3637143 1697913(46．7) ——(一) 1939230(53．3) 

1765—1769 4177909 2190619(52．4) ——(一) 1987220(47．6) 

177O一1774 4362676 2119058(48．6) ——(一) 2243618(51．4) 

l775一l779 4725989 1968771(41．7) ——(一) 2757218(58．3) 

l780—1784 50o8263 2083346(41．6) 15864(0．3) 2909053(58．1) 

1785--1789 8454720 5491508(65．0) 325988(3．9) 2637224(31．1) 

1790—1794 7348420 5843714(79．5) 440975(6．0) 1063728(14．5) 

1795—1799 7937254 5719792(72．1) 13996809(17．6) 817602(10．3) 

1800—1804 10391797 7556473(72．7) 2036448(19．6) 798876(7．7) 

1805—1806 11168783 7400223(66．2) 3391560(30．4) 377000(3．4) 

18l7一l8l9 1 3770740 8060271(58．5) 5710469(41．5) ● ● 

1820—1824 14678252 9816066(66．9) 4862186(33．1) 9 ● 

1825—1829 14390108 10215565(71．0) 4116182(28．6) 5836t(0．4)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页；另见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 

册，第267页。 

观此两份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向中国的进 

口来说，除开英、美两国以外的所有欧美各海上 

贸易国从 1764年的总值占比36．7％一路下跌 

到 l825--1829年的0．4％；半个世纪多一点的 

时间里，占比额下降到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从自 

中国的出口来说，情况更惨不忍睹，在同样年份 

区段中的总值占比由起算时的53．3％跌落到后 

来的0．4％，同样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当年 

在广州的外商称：“丹麦人和瑞典人在1825年之 

前好些年就从广州撤走了，⋯⋯当时也没有法国 

商人在广州做生意。从 1802年至 1832年，这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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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一直没有升起过法国的国旗，连人员也撤走 

了。”西班牙也从 1832年中断了在华的惨淡业 

务①。 

这些商贸中衰的国家是中国传统的贸易伙 

伴，很早就同中国建立了经贸往来。美洲和取道 

好望角而至东方航线的发现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是使世界贸易的重要枢纽由地中海东部和波罗 

的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它打破了长期横亘在东 

①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弘》，广东人民出 

版社2000年版，第2O7—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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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贸易间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汉撒同 

盟”(Hanseatic League)的商贸垄断，旧世界的陆 

路通商也更多地被新世界的海运通商所替代。 

1513年，葡萄牙的“官方旅行团”到达广州珠江 

口外的屯门。1553年，葡萄牙人以欺骗手段获 

得在“蚝镜”(澳门)的驻舶贸易权，澳门逐步成 

为葡萄牙经营对中国大陆、日本、印度贸易的中 

转站 。而在 1565年，历时 250年之久的西班 

牙“大帆船贸易”启航，其西点连接美洲，东点连 

接中国，支点延伸欧洲。荷兰“又名红毛番⋯⋯ 

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②，1622年，荷兰舰队 

至台南，逐步形成台湾——中国大陆——东南 

亚——欧洲的贸易圈。1729年 8月，荷兰东印 

度公司与广东行商签订第一笔茶叶合同，由此开 

始史家所谓中荷第二次直接贸易时期。1664 

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其由华输出的商品有 

茶叶、丝绸、瓷器、糖等，输华的商品有胡椒、锡、 

布匹等，大多不产自法国，而是来自“东方的产 

品”⑧。1720年，有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rn— 

pany)的两艘船停?白广州黄埔港，试图垄断广州 

茶叶交易。奥斯坦德实际属于比利时，只是比利 

时从 1714年起成为奥地利属地，所谓奥地利对 

华贸易的开创实为比利时人。普鲁士，清代称 

“布鲁斯”等，1730年有商船到粤，其后，贸易不 

断。1731年7月 17日丹麦船首次进入黄埔， 

“后岁以为常”，以至广东“夷馆”内专设“丹麦 

馆”㈤。瑞典人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在 1732年， 

一 人广州便进行了“大量交易”，甚至波及到英 

国对华贸易⑨。 

但到19世纪初叶，这些先前对华贸易的重 

要国家却退出中国市场，原因为何? 

二、释惑 

第一，国际形势的变迁。其中有英国与美国 

的挤压，后发性强国对已经没落国(葡萄牙、西 

班牙等)和尚未兴起国(普鲁士、瑞典等)的挑 

战，这是国势强弱使然。再有就是拿破仑帝国的 

对外战争。1796年 3月，26岁的军事天才拿破 

仑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 ， 

开始了对欧洲大陆不问歇的战争。1799年 11 

月，雾月政变发生，1804年 11月 6日，法兰西帝 

国成立，拿破仑登基皇帝。随即他挥军东进，占 

领慕尼黑，攻取德国大部。1807年6月法军又 

在弗里德兰战役中大败俄国军队，拿破仑兼任意 

大利国王、莱茵邦联保护者、瑞士联邦仲裁者，并 

封其兄弟约瑟夫、路易、热罗姆为那不勒斯、荷 

兰、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旋人侵西班牙。1812 

年，拿破仑大军对俄罗斯的远征成为其失败的转 

折。1814年3月 31日，巴黎被 占领，拿氏签退 

位诏书。后虽有“百日王朝”复辟，却好景不长， 

1815年6月 18日的滑铁卢战役终于了结拿破 

仑王朝。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欧洲大陆战乱不 

已，民不聊生，经济崩溃，无暇它顾，对华贸易的 

大幅下挫自在意中。 

在此期间，英吉利海峡构成天然屏障，在拿 

破仑大军的铁蹄践踏欧洲大陆的时候，英国独得 

其厚。从 1803年起，法国海军试图穿越英吉利 

海峡以侵入英国，却屡遭败绩，1805年的特拉法 

尔加海战，法国丧失了和英国的海上争霸权，拿 

破仑“像某些术士的能力一样，一碰到水就失去 

了效力” 。也正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 

反倒使英国对海外贸易愈来愈依赖，“对于海岛 

国家来说海外贸易至为重要，所以英国人誓言不 

惜任何代价都要保护他们在印度的利益。”⑦处 

在北美洲的美国更是远离欧洲战场，只发战争 

财，不受战争祸。 

第二，白银来源的缺口。从 1720年代开始， 

①R．Ptak．Portuguese Asia，Aspects in History and E— 

cortomic History ，Stuttgart，1987，PP．117一 l18． 

②张延玉等：《明史》卷325((外国传 ·和兰》，中华 

书局 1974年版，第 8345页。 

③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卷，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第64页。 

④H．B．Morse．The Chronicles ofthe East India Com— 

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1834．vo1．1．Oxford Universi— 

ty，1926-- 1929，P．203． 

⑤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f1史》，东方出 

版社 1997年版，第306—3o7页。 

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庞卓恒主译：《现代世界 

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⑦芭芭拉 ·麦卡夫、汤玛斯 ·麦卡夫著，陈琦郁译： 

《剑桥印度简史》，台北左岸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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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出 

现所谓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但此时的中 

国，经济发展水平在欧美国家之上，又加上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支配，使得海外商品在中国的市 

场十分狭窄。西方国家东来之际，发现他们所提 

供的商品几乎没有一种是中国必不可少的，而中 

国茶叶却在他们那儿有着愈来愈广泛的市场。 

中西方货品的落差顿形显现，西方人急迫需求中 

国的东西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但有·种东 

西是中国所缺乏的，即白银。1436年明政府改 

行以银为主的币值，银的产量较之需求在中国更 

显匮乏，那时的云南是中国银矿的最大产区，但 

明代，云南年产银不过 34万余两；届清中叶，滇 

银年产也不过46万余两，与需求相差太远 。 

外商所能做的就是运进白银以购中国货。据统 

计，只是英国人，在1721至1740年间，用来偿付 

中国货物的94．9％是金银币，只有5．1％是用货 

物来冲抵 。 

入华白银的最大来源地是西班牙属美洲殖 

民地，“秘鲁的波托西发现‘银山’几乎与在瓜纳 

华托发现浅层墨西哥银矿发生在同一时间(分 

别是 1547年和 1548年)”L33，秘鲁和墨西哥两地 

的银产量在 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 

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 。弗兰克 

认为在 1800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国从海外 

年均获得800万两银⑨。此数或高估。彭信威 

认为 170l一1820年中国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输人 

白银年均7O万两 。即便以低额来计，也是大 

数。那时间，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流态是：美洲 

的白银通过欧洲人之手流向中国，中国的茶叶通 

过欧洲人之手流向西方。但银的生产毕竟是有 

底限的，长期的恶性开采使美洲银矿 日渐枯竭， 

到 18世纪末，产量开始下落。美洲银的减产拉 

动世界银产量的下挫，英国官方估计世界银产量 

“至 18l0—18l9年间减少了49．5％，至 l820— 

1829年间减少了56．6％”⑦。复加上美洲殖 民 

地独立运动的蓬勃开展，新独立的美洲国家不再 

向旧目的欧 -I'1宗主国提供白银；还有 1779年后， 

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其银元市场被封闭， 

所以从 1779至 1785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 

到中国”⑨；几相夹击，前此欧洲各 国用来交易 

R 

“中国货”的主要物品——白银的缺 口愈益加 

大。 

第三，替代产品的匮乏。严峻形势下，大部 

分欧美国家已无法获取较多白银来和中国进行 

茶叶交换，又在白银危机中，拿不出其他产品作 

为替换，只得不情愿地淡出中国市场。美国和英 

国却是反证，对华贸易没有萎缩，反获先得之益， 

大幅发展。英 、美的例外耐人寻味，其中关键点 

就是解决了替代产品。美英两国的替代品略有 

不同，美国主要是依靠本国的自产品，英国主要 

是依靠印度殖民地的转手品。 

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通过茶叶得 

到，“就在美 国革命 之前，托 马斯 ·哈钦 森 

(Thomas Hutchinson)，这位马塞诸塞州的州长兼 

商人，估计美国每年的茶叶消费量在297万公斤 

左右，相当于人均 1．1公斤。” 起初，北美十三 

州茶叶的转运控制在宗主国英国东印度公司手 

中，但其利用垄断抬高价格，使得在北美殖民地 

的茶叶价格要比英国本土高出一倍⑩。这样一 

来，法国、瑞典、荷兰、丹麦等国贩运的走私茶乘 

机低价进入，1769—1772年，英国输入该地区的 

茶叶 10，619 900磅，法、荷、丹、瑞四国输入的茶 

①全汉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新 

亚学报》第11卷上册，1974年。 

②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43页。 

③⑨威廉 ·伯恩斯坦著、李晖译：《茶叶 ·石油 · 

WTO：贸易改变世界》，海南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05、 

244页。 

④ 莱斯利 ·贝瑟尔主编、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 

洲史》第1卷，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53—376 

页。 

⑤贡德 ·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版 ，第 855页。 

(~)British Parlimentary Papers，1836，vo1．37，Irish U— 

niversity，1971，P．427． 

⑧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第7页。 

⑩j．Steven Watson．The Reign of George lll 1760— 

1815，Oxford University，1960，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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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19，902，000磅，大量走私茶的涌人，使英国东 

印度公司库存积压 17，000，000磅茶叶 。英国 

因此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1773)，又引发 

波士顿骚动，“居民易装服，蒙假脸具，一拥登其 

船，掷茶水中”②，把297箱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倾 

倒海湾，进而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来自中国 

的小小叶片——茶叶，居然在万里之遥的北美大 

陆引发了一场革命，革命又肇兴出一个伟大的美 

利坚合众国，确乎令人匪夷所思1 1783年9月 3 

日英美《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北美十三州 

摆脱了殖民地的羁绊而独立，但新成立的美国 

“真是穷困逼人，既是一个没有制造业的民族， 

又被禁锢在一片不生产很多主要食品而面积又 

很有限的地域里，更被代价很大的战争耗尽了财 

富，美国和经济上的自给 自足真是相去天渊了。 

最初到亚洲去的美 国人是他们不得不去” 。 

1784年 2月 22 H，“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放洋启航，当年 8月 28日到达广 

州黄埔停泊，是美国第一艘抵达中国的商船，该 

船运人的货物就很好地解决了贸易货品的替代， 

货舱中装载的一反常态的基本不再是白银，而是 

人参、毛皮、棉花、铅、羽纱等“新货”。这些货品 

中的前两项因其价值最高或具较广阔的贸易前 

景而尤其值得关注。 

人参，17世纪末 被西 方人 开始认 知 。 

171 1年，来华耶稣会士杜德美(Pierre Jaaoux)在 

给印度和中国传教区总巡阅使的信中描绘了两 

年前在长白山亲眼见到、亲口服用的人参，并且 

推测加拿大也可能生长人参，因那里的气候、温 

度及森林、山脉与中国东北相似⑨。两年后，该 

信札被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713，Vo1．28)转载，引起了西方人 

的兴趣。更令人称奇的是，另一耶稣会士拉菲托 

(J．F．Lafitau)因读此信受到启发，果然在魁北克 

山林中发现与中国人参同科属的植物——西洋 

参，此事轰动一时 。旋即，法国人将其运送来 

华。随后，这种人形草根植物在当时的新英格兰 

等山林中被发现有成片野生，英国人也介入到此 

项营生。但法、英对华的人参贸易均是断续的小 

批量的。直到美国立国后，西洋参贸易才成规模 

地展开⑦。1783年 12月，波士顿的商人派遣55 

吨的单桅船“哈利提号”(Harrie't)专运人参驶往 

中国，行经好望角时，“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职 

员所悉，英人深忌美国参加对华贸易，乃以两倍 

重的熙春茶与人参交换。船长祁勒迪 (Hallet) 

贪其重利，遂自好望角折回，失掉了第一次在广 

州升上美国国旗的荣誉”⑧。“中国皇后号”抵 

达中国后，出售货物得款 136，454银两，其 中 

473担人参卖了 80，410银两，远超其他所有货 

物的综合价款 。人参是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 

产出的能够引起中国人兴趣的少量物品之一， 

“花旗参”或“西洋参”自后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 

历久不衰地奠定了鼎鼎大名。 

皮货，美国人输华最早和最大量的是海獭 

皮，在 1817年以前的 25年间，美国年均销往中 

国的海獭皮约 14000张，年值 350，000美元。续 

后，海豹皮成为主要皮类，海豹皮在华销路的打 

开极其偶然，1787年，商船“国会号”(States)在 

南大西洋的花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运回 

13000张皮货，以为是海獭皮，在纽约检验后发 

现是海豹皮，遂以低价抛售。第二年，“爱林诺 

纳号”(Eleanora)将之运往广州，顺利销出，美商 

极为鼓舞，大量采购，自1793至 1807年问，仅马 

(~)Jeremy Gregory and John Stevenson．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688— 1 820，London and New York， 

1999，PP．21—-22，169— 170． 

②梁廷楞：《海国四说》，中华书局 1993年点校本， 

第 69— O页。 

③泰勒 ·丹涅特著、姚曾虞译：《美国人在东亚》， 

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4页。 

④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世报道 (1687— 

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O3页。 

⑤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 

2卷，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5O—56页。 

⑥韩琦：《杜德美》，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 

传记》下册，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328页。 

⑦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 中关关 系史(1784— 

1844)》，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6页。关于西洋参入 

华的历史，笔者将有另文考察。 

⑧李定一：《中关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页。 

⑨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第1、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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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夫岛就有 350万张海豹皮运到广州发卖。 

据统计，在整个毛皮贸易过程中，美商入华的毛 

皮价值在 1500万至2000万美元之间 。“其地 

产皮”，也成为中国人对新美国的最初印象②。 

皮毛贸易还促进了美国人的开疆拓土，181 1年， 

阿斯特(J．J．Astor)建立了“阿斯特里亚 (Asto． 

ria)要塞。但他在1814年又将这一地产卖给了 

西北公司，而且他自己的美国皮毛公司也从有争 

议的俄勒冈地区撤了回来，并控制了大平原和洛 

基山区的毛皮贸易。这样，国际毛皮贸易变成了 
一 种高度组织性和完全资本化的商业活动，其中 

心不是在大西洋沿岸地区，而是在今天的俄勒 

冈、英属哥仑比亚和西北领地地区”⑨。 

正因为替代产品的解决，使得美国的对华贸 

易蓬勃发展起来，1784年 l2月 27日，“中国皇 

后号”商船离开广州返回纽约，采购的回程货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占总成本的 90％以上。 

到 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比除 

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总和还要多。以至 

史册记述：“米利坚国⋯⋯近年来舶甚多，几与 

英吉利相埒。” 美国对华的贸易圈也基本形成， 

或由大西洋沿岸的商埠(纽约、波士顿、费城等) 

直航广州，或由美国至广州装载中国货后再转口 

欧洲和加拿大。 

英国也类似，先是印度棉花充当了替代产 

品。中国的植棉史可上溯至商周，1289年，元世 

祖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棉布十万匹”⑨。 

延至明季，“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 

。 清代以降，“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 

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 

土。”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众的国家，棉花又是 

人人都需要穿用的物品，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 

的市场需求是毋庸置疑的。1704年 7月 21日， 

詹尼弗(Capt．Jenifer)指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船 

“凯瑟琳号”(Catherine)运人厦 门 1116担原 

棉⑧，此乃输印度棉花入华之始。不过，印棉在 

中西贸易中取得决定性地位还是 70年以后的 

事，1775一l779年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 

中，印棉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定位在 

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的位置。此局面延续到 

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 。 

1 0 

但此种输入呈剧烈动荡的状态，这主要是受中、 

英两国市场的制约。 

在中国，进口棉只是补缺，没有也不可能替 

代本土的棉花生产。据估算，鸦片战争以前中国 

产棉的年商品量达到 255．5万担，占据整个棉花 

产量的 26．3％，而外棉进口量仅只是 60．5万 

担 ，远远无法撼动中国自产棉的地位。使得输 

华印棉受中国市场的严重制约，价格和输入量都 

波动不定。在英国，印棉输华形成与英国本土棉 

纺业的原料竞争。棉织业恰是英国近代大工业 

的历史起点，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英伦岛上 

的动力织布机则从 1820年的 14150台增加到 

1833年的 100，000一lO5，000台 。棉纺业的迅 

猛发展却引发了“棉荒”，英国不产棉，原料依靠 

进口，为获得廉价原棉以供宗主国需求，殖民当 

局鼓励印度种植棉花。18世纪下半叶，印度引 

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从此成为世界上棉花的最 

大出口国之一。英国“l816—1818年每年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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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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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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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明崇祯十年刻本。 

⑦彭泽益：《中国近代手 工业史资料(1840— 

1949)》第 l卷，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225页。 

⑧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 

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1834，vo1．1，PP．130— 131． 

⑨田中正俊：《中国社会的解体与鸦片战争》，武汉 

大学鸦片战争研究组等编译：《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 

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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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卷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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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初叶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反差现象研究 · 

进口达 500万立方码 (yard)，20年后又增加到 

每年7300万立方码，外加每年进口90亿磅的棉 

纱” 。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 

坐视印度原棉大量流人中国? 

茶叶需求须臾不可或缺，白银供给面临危 

机，棉花输华呈现两难，于是乎，鸦片贸易应运而 

盛。1773年，英国在印度启动大规模的鸦片种 

植购销政策和垄断专营制度，很快成为对华鸦片 

输出的最大商家。到 1820年，鸦片超过棉花成 

为印度输华第一大货值的商品，之后至鸦片战争 

前夕，英国统计资料表明，其对华棉花年均进口 

值 500万元，中国茶叶年均出口值为 945万元。 

如果不加算鸦片的进口，中国仍将保持顺差 。 

但因为鸦片的介入，英国人不但可以利用鸦片的 

超额利润换回茶叶，还有资金富裕，鸦片极其昂 

贵，“以同样是一担的价格加以比较，鸦片价格 

约为米价的326倍，面粉价的 163倍，棉花价的 

46倍，茶价的 23倍。”⑧如此这般，英国不仅实 

现了对华贸易的均衡，而且实现了白银流向的改 

变——不进人中国，反从中国流出。情况异常严 

峻，中国是一个缺银的国家，白银外流给中国的 

国内商业、国家税收和国际贸易带来严重困境。 

1838年，清政府终于定下禁绝鸦片输入堵塞白 

银外流的决心。而鸦片是 19世纪初叶英—— 

中——印三角贸易的基石，是英国人交换中国茶 

叶的主要替代品，是中英贸易赖以维系的基石。 

“鸦片贸易的获利非常大，由于种植者可以拿到 

预付款，鸦片的产量十分稳定，东印度公司把鸦 

片卖给英国商人，这些商人再走私到中国。鸦片 

的销售利润让东印度公司不稳定的的财务状况 

立即获得纾解，⋯⋯在 1830年代，鸦片贸易就占 

了印度政府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④。英国又不 

能允许中国禁烟，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又导致中 

国的全面失败，改写了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这 

就是 19世纪 40年代之前中国和西方交往的主 

要历史线索。 

作者简介：郭卫东(1955一 )，男，山东定陶 

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方 英 

①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王春 法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8卷，第8页。 

②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 

256—-260页。 

⑧林 满红：《中国的 白银 外 流与世界 金银 减 产 

(1814--1850)》，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第4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1年版，第6页。 

④芭芭拉 ·麦卡夫、汤玛斯 ·麦卡夫著，陈琦郁译： 

《剑桥印度简史》，第107—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