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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和近代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无论在对于初期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解
放的相当重要的农业上来看， 还是在对于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
源之一的税收的课税权和税制上来看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从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重商主义时期的贸易保护也好， 到经济
高度发展后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也好，也存在明显的相似。这两
个在不同时代的获得世界霸权的强国在经济上， 不光只是看作
历史的相似性，而是存在更多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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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同
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 在当时世界经济上举
足轻重，工业革命更让英国成为当时无可争辩的经济强国，目前
英国依然保持着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的地位。 美国作为世界上
第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苏联解体后，
成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经济等领域都处于全世界的领先
地位，是目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两个经济大国，是否在经济
模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 关于这个理论的支持，最初我们可以从
大体上看两个国家的构造。

“美国的国际体系和实力在许多方面源自英国国家的传统
构造。 ”譹訛

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地把目光聚集到经济学这一领域的
话，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渊源。在
《剑桥美国经济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时候，美洲殖民地
的经济建设都是建构于欧洲物质基础之上的。 在所有欧洲国家
中，大不列颠的影响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英国的影响，毫无疑问
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譺訛，在接下来的文章中，
笔者将从两个国家的经济上的四个主要的共同点来分析， 英国
和美国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存在的相似性。

共同点一：在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上的共同点：
英国在 16 世纪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的国家之

一。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量或产值，
或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 是衡量农业劳动者生产效
率的指标。 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通过不同文献的计算，都得出
的相似的结论，16 世纪英国一般农户年产 5 吨谷物譻訛， 比 13 世
纪提高了一倍以上。 除了自家的酿酒和必要的食物外，大部分都
流向市场，个人和社会的财富开始积累。 1650 年时，英国每个农
业劳动力已可为 15 个非农业劳动力提供粮食譼訛。 现今世界上的
农业大国通常是按农业投入产出比计算的， 按此标准现今世界
上的农业大国是美国。 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
国。 如果我们追溯这个现象的原因，英国和美国在不同时代背景
下，在农业上的高度发达，都离不开工业化和机械化生产。 近代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资本原始积累， 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是原始
积累成功的标尺。 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上积累了
一定的资本后，率先进入了工业革命，机械化提高了生产率，反

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而说起农业对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先看一下农业对人口的影响，农业技术，作为生活基础，大
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产出，并能供养更多的人口。 而人口对经济的
影响，人口的多寡决定经济体量的大小，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影
响经济的速度和发展方向。 历史增长核算法认为，在中长期内，
GDP 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利用效率和劳动年龄人
口三个因素。 人口经济学中，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在 1937 年发表的《人口缩减的若干经济后果》一文中展
开了短期的运态分析， 他认为人口增长由于促进投资而促使经
济成长， 把人口增长率视为通过有效需要源泉的资本需要对经
济发展贡献的。 后来，凯恩斯学派的后继者们把他的这种理论长
期化、动态化，讨论人口增长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其主要代表人物罗伊·福布斯·哈罗德。 他在《论动态经济学》中
论证了长期动态理论，人口增长不仅仅是扩大了消费，还增大雇
用，使投资规模扩大。 现实的成长率显著地越过适度成长率，由
此产生长期的景气。 换句话说投资和消费的增大作为对经济发
展的积极因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并且，农业对于经济有反向
促进作用，近代早期，农业是吸收劳动力最多的一个经济部门，
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解放出的劳动力， 可以投入到其他行业中
去，包括工业和第三产业。

多余的劳动力，在人口聚集区，这部分劳动力在金融、商业
和政府部门提供服务而获得他们的收入。 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经
济是否发达可以从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 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高、产业结构先进、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一般大于 60%等因素获知。

可见农业发达解放出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两个国家在农业上的共同点， 还体现在农业上开垦林地为

农田，英国本土与欧洲大陆相比，森林稀少，开垦林中荒地，对现
存“土地资本”的不自觉的侵占同样，在北美，清除橡树林，开发
作为农田，也是美国早期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事实。

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古典经济学家提到的生
产要素是指“土地资本”、资本和劳动力。 这种土地资本由农舍、
农田周围的建筑物、专用道路、牲畜、排水系统、对可耕农地的改
良组成。 英国和美国对于农用土地的积极开发也是两国在不同
时期能保持领先当时世界的农业水平的基础之一。

共同点二：在税收制度上的共同点：
从税收制度来讲，英国在 16 世纪，甚至早在中世纪开始，就

信奉和贯彻了“税收必须获得纳税人同意”原则。 现代民主国家
的税收理论中，税法的最高原则就是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它的表
现形式就是一个国家的议会才有征税权。 这项原则在中世纪英
国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当时人民更为熟悉的表达是“无代表则
无税”、“征税必须获得纳税人同意”譽訛。

而同样在近代美国， 议会同样在税收的立法权上占据了主
导。 联邦一级税收的基本法规是 1939 年制定的《国内收入法
典》，1954 年、1986 年分别做了修订。 税收立法权在参议院和众
议院，由财政部提出的税收法律、法令经国会通过、总统批准后
生效。 早在北美殖民地还属于英国宗主国管理时，殖民地的领袖
就主张“无代表则无税”，英格兰税收法律主义理念缔造了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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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民主宪政精神。《美国宪法》吸收了《权利法案》的经验，
将议会课税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直接载入宪法。 英美在课税权
的问题上的共性，反映了两个国家并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近
代美国采用的“分税制”上，即：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
平衡。 则又可以从英国的税制发展上找到渊源， 中世纪时期的

“王室财政”体制，英国国王收入主要来自王室领地和各种封建
特权收入，“国王必须靠自己过活”，英国国王对于王室领地以外
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很难谋求收益。国家结构类似于现代社会的
联邦制， 附庸和国王之间的关系类似现代邦联制国家中地方政
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美国早期移民们散住于一片辽阔的土地
上，又为许多天然的屏障所分割，他们抛弃了原有的一切（身份，
地位等）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新大陆，在平等基础上竞争，根据客
观环境来创立新制度。 英国虽统治全体殖民地但各个殖民地的
人民却一直自己管理乡镇的事务。 美国人心中的“国家”只是一
种象征，真正的政权实体是州政府。近代美国建立联邦、州、地方
三级税收管理体系。

究其原因，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
制。

共同点三：两国经济发展上都存在过的重商主义：
谈到英国的重商主义， 英国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全方位

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是 1500—1750 年间在欧洲普遍流行的经济思想

和相关实践，其基本特征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实现有利的
贸易平衡。 1500-1750 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关
键时期。重商主义是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基本国策，重商主义也
使英国传统的农本经济得到了改造， 从而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
的基础譾訛。

而美国早期的重商主义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古典重商主
义思想，第四届美国总统杰斐逊说过：美国人不计后果地把欧洲
政治经济学家奉若神明的重商主义原则输入美国。

美国早期贸易自由主义思想继承了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亚
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 之后 1784—1785年左右转向报复性和
反制性重商主义。 1790年汉密尔顿提交给联邦国会的《关于制造
业的报告》中说到：贸易自由主义只是美好理想，主导世界政治经
济现实的思想乃“与自由贸易相反的精神”，即美国的重商主义譿訛。

而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来看， 英国在这一时期处于资本
主义的初期阶段，经济特别是贸易上的根基并不扎实，国家干预
的保护主义是必要的。而步入工业革命后，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
积累，生产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才会过渡到下文将会说的自由
贸易阶段。同样，美国在建国初期，贸易逆差严重，一战后一度是
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没有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很难度过这一
艰难的时期。

共同点四：自由贸易主义和对外资本投资方面的共同点：
国际贸易上，美国是当前世界上第二大的国际贸易大国，二

战后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国际自
由经济秩序。 而在这之前，19 世纪中期的英国，理查德·科布登
和约翰·布莱特认为自由贸易将促进基于共同利益和日益繁荣
的国家间的和平。 人民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国际人权和宗教组织
的促进，会消除导致战争的误解，同时建立友谊。 英国的自由贸
易体制，是近代世界上第一次霸权确保的自由经济，即所谓的 19
世纪的英国霸权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期，
英国基本保证了国际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货币， 英国霸权持
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中， 美国主导， 建立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通过 8 轮多边贸易谈判，不断降

低关税壁垒，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讀訛。 英美两国在不
同时期确立了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后， 都不约而同地推行全
球贸易自由主义，为全球自由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

而在国际货币和基金上，我们如果探求其深层原因，美国在
二战后的《怀特计划》，通过按照存款原则建立国际货币稳定基
金，为了确定美元的霸权地位，由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国际基金组
织，获得了国际金融领域的统治权，我们通常称之为美国的经济
帝国主义。

在对外投资方面，英国在 1914 年一战前夕，英国四分之一
的国民财富投资于外国铁路、港口、城市基础建设和购买外国政
府债券，控制了近百年的国际金融体系。 海外投资高达 40 亿英
镑，占当时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 并且英镑与黄金挂钩，作为
主要的储备货币。

克莱欧尼·刘易斯在研究报告这样说到：“依靠欧洲资本的
帮助，美国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殖民地；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英
国”讁訛。 无独有偶，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总额的
三分之一，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59%。布雷顿森林协定后
实行黄金 - 美元本位制。 19世纪时，金、银都曾是世界货币。 之
后，随着金本位制的普遍建立，黄金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且黄金
充当国际货币。 英美两国先后在不同时期，确立过本国货币和黄
金挂钩，这是两国在世界经济上重要影响力的证明，是经济实力
的体现。 从本质原因上来说，英美两国在不同时代的共同表现，
原因是一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 往往是体现该时代霸主国利
益的霸权体系，霸主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

除了以上的 4 个主要的共同点以外， 两国对于商人的尊重
和保护也是一脉相承。

英国在 16 世纪期间，在某些政治权力的帮助下，商人阶层
兴起了，在经过 11 年的专制和内战之后，商人的地位基本上得
到保障。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和之后，有许多具有英国色彩的契约
和个人财产权利都被保留下来了。 而其他经济领域以外的共同
点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语言和宗教，两国同为英语系；基督教
国家，也是两国如此相似的原因之一。

结语
现代在对经济的研究上，不局限于经济模型的分析，更着眼于

经济—社会史的研究。 笔者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两个不同国家在
经济发展史上找出历史的偶然， 探求其背后的经济学上的必然原
因， 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另一种手段和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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