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丫 � 叮 鱼竺丫 丫丫 �州二兰 丝 丝 鱿 丝宽 在 �! 世纪的世界历史上
,

荷兰人的活动占有突出地

位
。

它从原来的一个领土不大
,
国力平平的小国

,

在不 诊
长的时间里变成 了西欧最富的国家和经济中心

,

在国际

贸易中称雄称珊
。

然而
,

这个商业巨人在世界史上的卓

越只是昙花一现
。

其豢荣首富地位在�∀ 世纪前期便为英

国所取代
,

国力衰落
,

退为二流资本主义国家
。

为什么

它如此迅速崛起而又很快衰落呢# 探讨这一 现 象的 原

因
,

很有意义
。

荷兰商业帝国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

是它具有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天然经商条件
。

荷兰是由原尼德兰北部诸

联省在�∃ 世纪末
,

挣脱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洽 后 独 立

的
。

尼德兰原本就有发达的商业经济
。

早在�% 一一�& 世

纪
,

南部和北部一些省份就 是西欧经济比较先 进 的 地

区
,

地理大发现后
,

随着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

洋沿岸的转移 以 及 西欧
、

北欧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

空前繁盛
,

又给荷兰人提供了更佳的繁荣机会
。

它的工

商业在原来基 础 上 获得了长足发展
,

南部的安特卫普

成了世界贸易中心
,
两个早期的殖民帝国一 西班牙和

葡萄牙殖民地的商品都由西
、

葡各港口集中到这里再转

销全欧
。

与此同时
,

在南部和北部都出现了不少新的工商

业中心
,

在那里分散的和集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迅速 口

发展起来
。

在北部除一般的手工业外
,

还有发达的捕渔

业
。

。

以吠风旧网减减派堪一以成城区减洲吠以沐沐风一谬以喊风风时以风夙喊减旧网试喊

吴长春

荷兰商业帝国的兴衰

∋咬 , 乞 ∋叹 ( 贬 人 )滋) 不 ∋反 ∋ 互二反 ∋砚 ∋砚 ∋ 砚

,侧侧侧,侧洲划洲洲洲洲洲侧洲侧侧侧圳洲洲侧侧酬洲侧侧侧侧侧侧
。

与经商贸易活动相联
,

荷兰具有发达的

造船和航运业
,

它是荷兰商业帝国兴起的主

要支住之一
。

荷兰拥有庞大的商船队
,

它的

造船业本来就因经商而有基础
,

在 � ∃
一 �!

世纪之交更发展起来
。

它拥有适合远航利凡

特 ∗西方地理学当时对地中海东部沿海的称

呼 +
。

和印度的建造坚固
、

武装精良的重型

船只
,

也有为航行西欧和北欧的肮道所建造

的 多种类型的
“
平底船

” ,

这种船没有任何

装饰物与沉重的上层结构
,

优点是腾出最大

空间用于装货
。

这种船也能装运笨重粗大的

货物 ∗约 � , ,一−, ,吨 +
,

船型长而轻快
。

平

底船代表粉海上运输的一项重大进步
。

主�!

世 纪 初
,
荷 兰拥有的水手超出了西班牙

、

法国
、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总和。
。

荷兰的商

船队 � ∃ , ,年到达 日本
,

�∃ , �年到达中国
,

之

后控制 了远东航路及在美洲
、

非洲
、

欧洲大西

洋沿岸的肮运业务
, � ∃ , ,年荷兰巳拄制了波

罗的海地区 % . /的运输业 �
。

由于庞大的商

船运输业
,

荷兰当时有
“
海上车马夫

’ 之称
,

它为商业帝国的兴起提供 了保证
。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投资商业的需要
,

也
� � � 曰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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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业帝国兴起的一种条件和动力
。

早在 �∃

世纪上半期
,

尼德 兰北部巳经形成了一个经

济力量比较雄厚的以大商人为主
、

包括手工

工场主在内的资产阶级
,

他们手巾积累了大

量 的财富
。

�∃ 世 纪下半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
,

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洽
,

成立了联省共和国
,

政权落到商业寡头手中
。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

长
,

荷兰人对他们在欧洲充当经 纪人的地位

和靠原有的手工工场盈利的状况 日益不满
,

大0 过剩的资本需要寻找投资场所
。

而在�∃

世纪末
,

西欧正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

过渡时期
,

或称为早 期资本主义时期
,

这个

时期的特点是商业资本比产业资本雄厚
,

流

动资本比固定资本起更重要 的作用
,

周转迅

速
,

见效快
,

贸易的重要性超过任何其他经

济活动
,

经商比从事产业更能获利
。

特别象

荷兰这样有着天然地利和庞大商始 队 的 国

家
,

在经商方面更具优势
。

然而
,

当时的欧

洲本应上列强对峙
,

不能瀚足荷兰资本主义

发展的要求
,

因而荷兰人将目光转向海外
,

特别遥远海贸易
,

开蛾了大规模商业殖民扩
张

。

荷兰人乘老牌殖民帝国西
、

有的衰落
,

凭海上优势
,

几乎全方位地向外扩张
。

它打

败了昔日的宗主国西班牙
,

在 �! 世纪初确立
了海上强国地泣

,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
就建

成了 一个殖民商业大帝国
。

按当时的殖民地

概念
,

从 �∃ , ,年前占起
,

到 � ∃ !, 年
,

荷兰所

占的殖民地比英
、

法当时所支配的殖民地总

和还要多
。 � ∃ 1 �年

,

又成立 2
’

掌营美洲贸易

的西 印度公司
,

占据 了巴酉最好的部分达1,

年 ∗ � ∃ % &一 �∃ & /+ 之久
,

并先后占领了库拉索

岛
、

多巴哥岛
、

圣尤斯特歇斯岛
,

在大陆上还

占领了苏里南
,

此外在北美还占据着新阿姆

斯特丹
,

即后米的纽约 )在非洲有塞拉利昂和

几内亚的好几个地方 )在太平洋上
,

荷兰人占

领了盛产香料的马奋古群岛
、

安坟岛
、

班达岛

和爪哇岛的绝大部分
,

苏拉威西岛上的望加

锡等地
,

还占有马六甲
、

锡兰
,

在一段时间内

还占有讨湾
,

在中国和 日本享有经商权
,

在东

印度大陆上有加帕蒂南和苏拉特
,

在通向那

里的途中还有开普兰和毛里求斯岛
。

在这些海外商业殖民地中
,

对荷兰商业

帝国的挤荣起冤关雾要作用的是荷兰东印度

�− ∀−年第/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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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垄断下的远东香料贸易
,

荷属东印度公

司成为荷兰商业经济崛起和繁荣的 一 大 支

柱
。

�∃
、

�! 世纪的欧洲市场上
,

商业资产阶

级垂涎角逐
、

牟取暴利的主要 目标
,

是远东

胡椒
、

肉桂
、

肉豆落等香料贸易
。

荷兰人于

�∃ 世纪末来到东方直接从事香料贸易
,

从垄

断这项贸易的葡
、

西两国手中夺取 利 润
。

� ∃ , 1年
,

荷兰几家大商业机构联合成立了荷

属东印度公司
3

并被荷兰国会授予特许权
,

垄断好望 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对本 国 的 贸

易
,

公司享有订立条约
、

修筑城堡
、

拥有武

装力量和设置法官的权力
,

这 是一个具有政

权性质的殖民统 治机构
,

它 的总部设在稚加

达
,

荷兰人称之为巴达维亚
。

该公司的成立

一方面防止了国内各商业机构间的竞争带来

的损害
,

又能集中力量对付英
、

法
、

丹麦等

其他竟争者
。

荷属东印度公 司采取 一系列措施
,

对香

料贸易垄断和掠夺
。

荷兰人首先排挤欧洲列

强
,

征服当地居民
,

在东方广设贸易站
,

实

行
“
贸易即战争

”
的政策

,

搜取贸易霸权
。

它先将甫萄牙人排济出东南
3

亚灼 贾易中心
,

夺取马六甲
,

并将东南亚贸易中心从马六甲

转到巴达维亚
。

即而
,

荷兰人又排挤与它同

时插手香料贸易的英国人
,

使用武力
,

使英

国人也不得不从香料贸易中心地区撤走
。

法

国
,

丹麦等国也不敢径 易着手
。

在排斥欧洲

列强的同时
,

荷兰人又改变从初只建立一些

靠海上力盆保护的贸易殖民地政策
,

施行对

当地居民征服
,

扩张领土权
,

建立起一个拥

有领土权的远东商业殖民帝国
。

在贸易垄断

方针下
,

荷兰人采取了一系列野蛮的掠夺政

策
。

在香料生产和购买方面
,

荷兰人对香料群

岛及其它香料产地
,

如爪哇西部
、

苏门答腊的

一些地方实行封锁
,
不准这些地方与其他欧

洲人及亚洲人进行贸易
,

违者查封或击沉船

只切
,

荷兰人强行规定当地人民的种桩品种
,

并为防止走私和生产过剩
,

组织所谓
3
杭基航

行
’

∗4
5 6 7 8 9 : ; 9 9 <8 085 6

+
,

即指用大型武装

船队到其所控制的各香料产地砍掉荷兰人规

定以外种植的香料
。

与此相联
,
低价收购 产

品
,

用高价强行卖给当地居民 日常生活必需

品
,

并向当地居民征收番料及根食等实物税
。

荷兰人还参加亚洲间贸易
,

依 鑫 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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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用亚洲货易亚洲货
,

贱 买 贵 卖
,

牟

取暴利
。

如他们从爪哇以每石 不 到 ∃ 荷 兰

盾 的 价 格 买 盐
,

运 到苏门答腊则以每石

&, 一 ∃, 荷 兰 盾 的 高
·

价 卖出
。

荷兰人在

他们所管辖区港口实行一切货物征收高额关

税
,

而对他们管辖区外的港 口 则谋求免税
,

强

使或招诱外地商船来其控制区进行贸易
。

此

外
,

荷兰人还大搞罪恶的奴隶贸易
,

在东南亚

海域及一些岛屿上
,

包括到中国沿海掠夺人

口
,

又与一些岛屿上的首领签约供应奴隶
,

将掠到的人 口运到巴达维 亚等市场上当作奴

隶出售
,

获取 暴利
。

通过东印度公司这一机构
,

荷兰在远东

的贸易掠夺中获取 了巨额利润
。

荷兰人通过

向欧洲贩运香料及其它物品
,

以及向本国汇

款等手段
,

使大量财富流入荷兰
。

另外在美

洲的荷属印度公司
,

虽作用远不如东 印度公

司那样大
,

但也搜取 了一定利 润
。

庞大的商

业殖民帝国的贸易体系伸展到世界各地
,

通

过海上运输的管脉
,

吸吮着各地的财物
,

使

荷兰在�! 世纪达到空前繁荣
。

它的贸易除远

洋类型外
,

另一类是近洋贸易
,

主要是波罗

的海贸易
,

通过这里与莫斯科地区发生着贸

易联系
,
通过莱茵河

、

埃姆斯河
、

易北 河

等
,

染指德国的西部和北部许多市场 , 在地

中海 上经营采购近东产品8 。

荷兰几乎独占

了西南欧与东北欧之间的贸易
。

法国财政大

臣柯尔柏 !) ) 2年曾做过估计
9

欧洲进行航运

贸易的船
,

当时约有 ∀万只
,

其中 ! � ( 万 到

5 。)万是荷兰的 洲 ,

到!∗ # #年
,

荷兰商 船队吨

位相当于英国商船队的三倍
,

而且可能比欧

洲共它所有国家的船队总吨位还要多匆
。

商船吨位的巨大
,

既是帝国繁 荣 的 基

础
,

又是繁荣的标志
。

日本的铜
,

瑞典的金

属
,

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
,

东万的茶
,

意大

利的丝绸
,

法国的酒
,

中国的瓷器
,

巴西的

咖呼
,

印尼的香料
,

墨酉 奇的自银 ⋯⋯
,

源

源不断地流入荷兰
,

阿姆斯待丹成为世界各

种货物的集散地。
。

荷兰5均贸易企业遍布世

界各地
,

阿姆斯特 丹不仅是世界商业中心
,

也是国际信贷中心
。

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其特

有的经营手段
,

集中 :‘ 欧洲资
,

&众,

与 各地贸

易中心保持直接联系
,

在阿姆斯特丹购买的

汇票几乎在世界备地都能承兑
。

这样
,

主途

!2 ∃ 2年第&期

依靠东印度公司
、

庞大的商船队及阿姆斯特

丹银行这三大支柱
,

荷兰暴富起来了
,

在!∗

世纪中期达到顶峰
。

作为世界巨富的荷兰商业 帝国
,

在!∃ 世
纪前期便衰落下去

,

其主要原因
,

也应 在它

赖以繁荣的因素中去寻找
,

从它自身的经济

结构及世界贸易形势变化中去分析
。

其一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 衰落
,

这 又主

要是东;印度公司自身的政策和内在的矛盾所

引起的
。

为了管理殖民地和在整个东南亚设

商站
,

修筑堡垒
,

以便实行垄断
,

需要大最

的官员和军队
,

加之其他行政开支
,

构成一

个 巨大的数目
,

耗用了大量利润
。

由于实行

垄断
,

也导致走私和海盗泛滥
。

东南亚各国

不 顾荷兰人威吓禁令
,

自行与其他 欧洲国家

进行 贸易
。

走私贸易削弱了荷兰人的 ∃!! 润
。

由于垄断还使一些当地商人和肮海者失业
,

他们为维持生计转而走向海上掠夺的道路
,

东南亚海盗泛滥
,

有的地方则以海盗作为打

击荷兰人的一种乎段
。

丽东印度公司内部官

员和职员州了下效
,

贪污
、

走私成风
,

从总

督到各省比
、

州 长
、

除正常年薪外
,

每年都

可获十几万到几万不等的令吉 . < = > ‘+ =? ,

印尼的二种货币
,

每令吉约等于∀ �

(盾 /
。

走

私
、

舞弊所占利润数甚至超过公 司的收八
,

东印度公司财政渐渐亏空赤字
。

与此相伴随

的是车事力量衰弱
,

各地人民起义
,

使其领

地不断缩小
,

英
、

法等欧洲列强也不断向荷

兰人友功进攻
,

使荷 . 兰 / 属东印度公 司在

!∃ 世纪上半叶已不如上个世纪那样能为荷兰

赚钱了
,

在 !∃ 世纪后期最终垮台
。

这一文枉

的崩演
,

使荷兰商业帝国的地位发 生 了 动

摇
。

其二
,

世界贸易形势和市场变化及 欧洲

其他囚家的克 价
。

东方贝易足荷兰人在 !∗ 世

记前
一

书期 玫富的最主要的手段
,

鼓 ./≅ 负易的

主要项 目又是香料
。

然而从荷兰人打 干达项

活功 /Α5’不久
,

欧洲市场对香料的需求发生 ≅’

变化
。

一方画是由
一

于欧洲人选择商品范ΒΧ 扩

大
,

次食习惯的改变
,

减少 了光前对肉炎的

大量
、

内费
,

导致对主要用于保存肉类的香料

需求减 少
,

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其他国家也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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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项贸易
,

使大量香料冲破荷兰人的 垄断

流入欧洲市场
,

盲目西运与 甘需求量的相对

减少
,

使欧洲市场 上香料供过于求
,

价格下

降
。

因香 料进 口下降又不得不扩大其它商品

进 口
,

最主要是印度的纺织品和中国茶叶
,

到�∀ 楷纪 1, 年代
,

咖啡和茶叶成了需求量很

大的商品
。

荷兰人朱能对此牟断
。

纺织品主

要产千印度
,

印度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

茶叶产在中国
,

中国的强天使荷经人不能独

霸茶叶留易
。

荷兰人尽爷有优越的 海 运 力

量
,

其他国家也不愿再从荷圣人羊巾间接获

得东方产 品
,

而要 宵接从车挑口了
。

荷兰人的 经商特点在 于买空卖空
,

充当

专业海上马车失
,

它没有稳因的 基础
,

国内

必需的商品及经营的 堆大部分贩卖品都来自

国外
,

它的买和卖受 着市场波动 的 双 向影

响
。

如市场 卜的需求变化
,

自然灾害
,

各国

政策
,

特别是英
、

法两国的竞争
,

无不直接

影响简兰人的利铁
。

�! 世纪前半期英国忙于

打仗及其它牢务
,

对荷兰的 威 胁 还不大
,

荷兰还能利用这个机会飞快发展
,

也能凭借

海运优势降低售价而赢得市场
。

然而这种情

况迟早要变化
,

在 �! 世纪后半期就 显 出 弊

端
。

如在欧洲市场上
,

荷兰主要从波罗的海

地区进 口粮食
,

其中少部分用于国内消费和

库存备用
, 1邝用于再出 口

。

波罗的 海的 贸

易在荷兰商业中占重要地位
,

荷兰商船从这

里向东运 盐
、

葡萄酒
、

纺织品
、

鲜鱼及殖民

地产品, 向西运有粮
、

木材
、

铁
、

造船材料

等∋ 。

然而波罗的海 地 区 贸易受着各种国

际关系的制约
,

如通过海峡税问题必须通过

贸易协定加以解决
。

!∃ 世纪初瑞典北方战争

后
,

俄国在波罗的海 上享有霸权
,

冲击了荷 兰

人的生意
。

再如与法国和地中海国 家 的 贸

易
,

本来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荷 兰人手中
,

!∗
世纪下半叶

,

法国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
,

向

外国商船征高额关税
,

打击了荷兰人
。

荷兰

人最大的商业敌手英国也在 !∗ 世纪中期克伦

威尔执政 时
,

开始发布
“
航海 条例

,, ,

规定

欧洲货物只能由英国船只或原货物出产国的

船只运抵英国领士 , 在非洲
、

亚洲和美洲出

产的货物只能由英国或英国殖民地的船只运

达
。 !∗ 世纪后半期

,

三次英荷战争及欧洲其

他国际战争主要原因都是商业利益引起的
。

!2 ∃ 2年第&期
·

!%
·

英国在荷兰商船队一向航行的海洋
Δ

Ε到处设
置 障碍

,

使荷兰 人的买步受 到报害而不振
,

再加上中立 国家利用荷兰处在交战伏态 抢走

其客户
,

损失更加惨重
。

其了
,

没有强夫而稳固的手工业生产莱

础
。

在资本主 义发展的历程巾
,

商业资木宪

于产业资本而兴盛
,

一些国家凭借地理条件

及海 上优势可迅速获利致富
,

荷兰是典型的

例子
。

然而经商致富这一现 象吸引了荷 竺人

的注意力
,

但遮挡住他们的 发展眼光
,

他们

把绝大部分资术和精力都放在海外 留 易 土

来
,

仲得商业资本取得绝对优势
。

各大公司

竞相投资于商业
,

热衷于商业利 润
,

相对来

锐
,

来能重视本 国的 生产加工业
。

当然
,

作

国际留易与商 尸
5
经营推动下

,

荷圣也有一些

手工业生产发展起来
,

主要是造船业
、

纺织

印染业
,

此外还有酿浩
、

制糖
、

制软
、

积制

品
、

光学镜片
、

显微镜
、

钟表
、

航海仪器及

印刷等
。

但荷兰的工场手
一

眨业发展介很大程

度上 也是依恃其商业 霸权取 得的
。

就这些产

品门类巾
,

多数依靠外国原料
,

如酿造业所

需粮 食靠从外国进 口
,

纺织 业在!∗ 世纪曾一

度存欧洲很有影响
,

但纺织原料主 要 靠 进

口
,

染熬业主要经营英国的 %Φ &的成 品
。

就

造船业来讲
,

是荷兰人最该要的产业
,

这是

与其留易规模相适应的
,

同时 也向代他国家

一一 包括英
、

西
、

法
、

意等出 口
。

造 船业是

荷兰的一大优势
,

又是它的 突出弱点
。

岁
、

哈

业的 原料主要依靠国外
,

其 中木材大部分来

自挪威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

沥青与焦油
、

铁等购自瑞典
,

大麻来自芡国 Γ ,

一旦这些

地区的 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

便对荷兰的 下业

及整个商业产生牵动或决定性影响
。

相比之下
,

英国则与荷兰不 同
。

英 国也

十分重视对外贸易
,

但它的对外贸易是建立

在本国丰富的资源和发达的工场手工业
几

狭础

上的
。

英国进口物资多半是原料或半成 品
,

在进 口这些 物质后又凭借手工工场将其加工

成成 品或半成 品后再出 口 盈 利
。

英国这种

经济结构使得它比荷兰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和坚实的荃础
,

最终在发展速度
Δ

卜忽 过 荷
兰

。

正如马克思所说
9 “

荷兰作为一个占统

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
,

就是一

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 ”

9 6



叮 �摇 历史教举

其四
,

庞大的殖民体系也是一个因素
。

�! 世纪中期 以前
,

荷兰人尽管在远东和美洲

也有殖民地
,

但它是商业性的
,

除香料群岛

∗ = ; 89 9 >?<≅ 6 Α ? +等一些地区外
,

并 无 更

多的领土统辖权
,

较多的是用武力维持商业

据点
。

这种早期殖民体系在一定时期内还能

适应荷兰商业贸易的需要
,

但随着资木主义

的发展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

就显得不足

了
。

相比之下
,
英

、

法两国都从 �∀ 世纪初起

逐渐建立起纯粹的拓居殖民地
,

这些殖民地

既为宗主 国提供了原料
,

又为其商品提供了

市场
。

荷兰由于没有英国那样多的具有领土

主权的殖民地
,

它的原料和商品买卖均受限

制
,

国内手工业也受影响
,

经不起国际贸易

竞争的冲击
。

再者
,

国家的政策也很重要
。

国家的政

策主要是反映掌握政治经济命脉的阶层的利

益
,

在荷兰
,

由于经商致富而形成了一个以

船主和货运主及进出 口商组成的庞大的商人

阶层
,

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起决定性作用
。

�!

世纪末
,
这些人巳形成一种具有保守倾向的

寡头势力
,

他们不愿冒险
,

不关心 国 内 产

业
,

只关心保护自己的优越地位
,

不采取保护

关税的措施
,

为了使过境贸易畅通无阻
,

对

进出 口船只只征收有限的税
,

而对所有消费

品则课以重税
,

荷兰商人得到的商业资金和

贷款利息很低
,

相反
,

普通消费者却承担着

国家税收的沉重负担
。

这种情况使产业资本

很难发展起来
。

与荷兰这种政策相比
,

英国

则工商兼顾
,

由于毛纺织业供
、

产
、

销互相

关联制约
,

在大商人
、

手工工场主和原料生产

者之间有一种特殊紧密的联系
,

通过圈地运

动
,

出现了新老土地贵族
、

富有的自由农及

城市企业家之间为利益具有一致性
。

国家通

过立法保护工场手工业部门
,

无论是国王专

制法令还是后来的国会法令
,

都对 日益强大

�−∀−今第/期

的生产企业给予保护
,

并通过关税
、

加 以
,

为手工产品提供国内市场及殖 民 地 移

优市

。

英国采取的是有利于术国工业生产的爪

惠场

商主义
,

如禁止羊毛出口 , � ! 1 �年宜布禁止

从印度进口棉布
,

由国内生产布匹供应国内

并出口等 Β
。

英国的这些政策是它获得经济

飞跃的重要条件
。

以上诸原因互相关联
,

使得荷兰这个�!

世纪的世界富豪在�∀ 世 纪 就 迅速衰落了
。

概括地说
,

荷兰的兴衰
,

是其地理环境
、

自

身的经济结构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形势发

展综 合作用的结果
。

我们从荷兰的衰落可以

看出
,

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坚实
、

长久的经济

发展
,

最重妥的是自身的工业 基础
,

有建立

在产业基础上发达的商业 和海外贸 易
,

以及

相应的合理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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