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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带来的启示

作 者： 史建云     发布时间： 2004-7-2 13:35:09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具体说发生在英国，是史学界讨论非常多的一个问题。究竟西欧有什么自己独有的优势，很多学者提出了

形形色色的观点。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的研究方法是把前人研究中比较重要、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对每

一项进行区域性比较分析。 

    首先，作者比较的是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等，作者通过

比较，提出在这些所有因素中，西欧在１９世纪前都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世界其余地方都不具备的优势，中国或日本的一些经济核心地

区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英国。作者提出了英国唯一的一个优势——煤，煤作为矿物质燃料，成为工业革命的新能源。但作者强调的并不是

煤的使用或煤的产量，而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以及地质状况。作者认为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使煤可以大

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与江南和岭南的经济发展核心区距离遥远。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大，开采时需要不断抽水，

导致蒸汽机的发明。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煤层自燃，需要通风技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中国的

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作者认为这并不是西欧的先进之处，而是西欧的幸运，是大自然

给西欧的恩惠。 

    其次，作者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作者认为１７、１８世纪中国的

市场比西欧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和土地买卖都比西欧更少受各种制约，产品市场也很少有卖主或买

主的独家垄断；提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在１８世纪已形成一种“内卷性经济”，相反，中国家庭的劳动配置看来十分类似

于欧洲“勤俭革命”的市场取向的劳动、休闲、消费的再定位。 

    第三，作者比较了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消费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开拓殖民地、上层社会（资本主义企业最可能的投资者）

的观念变革等都有关系。作者把奢侈品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耐用消费品，如首饰、住房、高档家具、艺术品等，一种是所谓“日用奢侈

品”，如糖、烟草、咖啡之类。西欧和中国、日本在１７和１８世纪都经历了这两类奢侈品消费逐渐扩大的过程，而中国普通百姓糖和烟

草之类的消费水平都不低于西欧。 

    第四，作者研究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提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西欧优势的东西，实际上并

不一定真正先进。比如股份公司，它是把分散的闲置资本集中起来的一种企业形式。但工业革命初期，铁路时代之前，一般的工商业企业

并不需要规模很大的资本，所以股份公司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必要的。股份公司真正的优势都表现在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

事业中，在不能动用武力的场合，西方股份公司与中国商人竞争时，胜利的次数与失败的次数同样多。而且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股份公

司的商业企业。再如西欧一些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保护商人利益和私有财产方面未必比清政府的政策更有利。 

    第五，作者在比较了所有通常被认为是欧洲优势的东西之后，又对西欧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随着人口

增长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原料和木材等土地集约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耕作，出现了森林采伐过度，土壤肥力下

降，洪涝灾害增多等现象。这是对工业发展最致命的生态制约。在１７和１８世纪，这个制约因素对西欧和东亚的困扰是同样的。甚至中

国生态问题比较严重的华北地区，这些问题也并不比法国更严重。总之，在１９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

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

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六，作者认为，从１９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

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这是作者理论的两大支柱，而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重要。作者在这

里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以前人们常常问的是，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国，即没能出现工业化。）

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１９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本书最后部分分析

了新大陆即美洲殖民地的作用，提出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

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

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 

    总之，《大分流》这本书最有价值的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历史上很多经济和政治现象提出

了与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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