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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４８５年都铎王朝建立，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英国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 伦敦作为首都和英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手
工业种类不断丰富， 对外贸易繁荣。 不仅如此， 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还导致的人口膨胀。 短短的 １００ 年中， 伦敦一跃成为欧洲最重要国际
大都市， 推动其飞速发展的， 除了伦敦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更关键的是都铎王朝历代国王为其创造的经济政治环境， 其中经济立法
与特许权的颁布对伦敦的发展尤为重要， 是伦敦腾飞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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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 １６世纪以后， 英国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时代， 商品经济的发展
使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势力获取了巨大财富， 各地的城市也逐渐摆脱了大
规模黑死病的侵袭， 重新焕发生机。 此时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和经济中
心， 是英国最大、 最重要的城市， 但放眼欧洲来看， 伦敦的人口规模和
经济实力却远不如巴黎、 威尼斯等城市。 但从 １５２５ 年开始， 伦敦人口
开始增长， 并且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据统计， １５２５ 年时伦敦人口约为
５．５万， 而都铎王朝末期时伦敦城市人口以扩张到了 ２２．５万， 人口增
长率高达 ３０９％同时伦敦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 １６ 世纪的一百年中，
伦敦从一个二流城市逐渐发展为全欧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
相比于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的西南部地区和北部广大地区， 伦敦位

于英格兰东南部临海平原， 拥有多条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 并且跨泰晤
士河下游两岸， 自然地理环境不仅适宜农业发展， 其优越的陆运、 河运
条件更使伦敦成为了英国最重要的港口， 其对外贸易在英格兰居于领导
地位， 其中呢绒出口贸易量达到全国总量的 ６０％左右。 此外伦敦还是当
时国内最大的消费中心和商品转运中心。 由此可见优越的地理环境为伦
敦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大量便利条件， 是伦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
因素， 但相比于此， 伦敦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 才是其飞速发展的关键
所在。
二

自中世纪以来， 伦敦就通过赎买等方式使国王为其颁发特许状， 获
得自治权、 免税权以及包税权， 虽然期间夹杂着矛盾冲突， 但城市与王
权的平衡得到了调节。 另外，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 其经济快速稳定的
增长会为王室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并直接影响到国家财富积累和实
力的增强。 所以历代政府一直对伦敦经济的发展都非常重视。 都铎王朝
时期王权达到鼎盛， 国王出于以上考虑， 颁布了大量有利于经济贸易发
展的政策、 法令以及特许状， 虽然有些政策法令的颁布并非只针对伦敦
一城， 但是在伦敦自身地理、 经济条件的综合影响下， 这些政策法令对
推动伦敦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十分突出。
首先， 都铎王朝时期统治者逐步取消了外国商人的贸易特权。 早在

中世纪中期， 由于的英国国内商人力量分散， 再加上多位国王将贸易特
权赐予外国商人以获得外国商人的贷款， 因此英国大量的对外贸易特权
就落人了外国商人手中， 有史料显示， １３ 世纪末期德意志商人只需交
少量的进口关税便可以在伦敦以及英国各地进行自由买卖， １４７４ 年的
枟乌特勒支条约枠 使汉萨商人出口呢布时只需缴纳相当于英国商人 ８５％
的关税。 向外国商人授予贸易特权虽然使王室获得了大量财富， 但是严
重侵害了英国本土商人的利益， 也导致其竞争力无法与外国商人相比。
直到进入都铎王朝， 国王深刻意识到了外国商人对本国经济造成的损
害， 开始逐步颁布法令取消外国商人特权， 并鼓励本国商人进行贸易活
动。 都铎王朝时期剥夺汉萨同盟商人的特权是英国为促进本国商业发展
所推行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外交政策， 亨利八世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稳定的
时期大大地打击了汉萨同盟的实力， 有效的维护了英国商人的利益。 爱
德华六世以及伊丽莎白女王也贯彻着打击外国商人， 鼓励本国商人的
政策。
其次， 都铎王朝时期政府为规范国内手工业， 颁布了大量规范手工

业品质量和规范行业生产活动的法令， 从 １５世纪末开始， 英国的经济、
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为商人们创造无数财富
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定的利益冲突和混乱， 影响经济发展和生产秩序， 必

须通过立法缓解矛盾， 另外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大商人进入下
议院， 作为政治力量推动议会进行经济立法， 其中伦敦商人占有很大比
例。 在亨利八世在位的中后期， 议会颁布的社会经济内容法令约占总数
的四分之三左右， 主要内容包括规定产品质量和价格、 限制行业竞争、
限制外国商人从业等。
规范产品质量规格的法令中， 其中最突出的应当是关于呢绒生产的

法令。 都铎王朝时期呢绒出口业，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 偷工减料
以降低成本的行为时有发生。 亨利八世时期， 政府颁布了一项重要的法
令， 严格控制呢绒的规格与质量， 并规定了对不按规定生产的从业者的
处罚措施： “王国里所有的呢绒商织造的呢绒⋯⋯都要达到规定的标准
⋯⋯呢绒商的产品投放市场之前， 要由该郡的质量检验员盖章。 如果发
现一匹呢绒， 制造时偷工减料⋯⋯均将被没收， 一半归国王陛下所有，
另一半则归告发者。” 通过对出口呢绒质量规格的监管， 英国出口的呢
绒在西欧市场中树立良好的口碑，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呢绒出口贸易是
伦敦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全国的呢绒贸易有一大半都是由伦敦进行的政
府还出台了关于其他行业的相关立法， 诸如皮革制造业、 煤炭加工业和
日用品制造业都有所涉及， 如颁布于 １５３３ 年的 枟保障皮革制品质量的
法案枠， 颁布于 １５４３年的 枟关于生活燃料出售规格的法案枠， 以及 １５８１
年颁布的 枟保障蜡烛质量的法案枠 等。
都铎政府还颁布了限制外国商人从业的法案以及规范行业内经营范

围的法案缓解各行业内外的激烈竞争。 伊丽莎白时代颁布法令， 对刀
叉、 手套等小商品的进口进行严格控制， 以此保护国内小商品制造业。
由于伦敦工商业的发展对王室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国家实力的增强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故而都铎统治者对伦敦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了足够的重
视，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亨利八世颁布法令， 规定各地的工商业品须集中
运往伦敦， 再有伦敦统一出口或分拨至全国各地， 还规定各地出海出口
船只必须先开往伦敦港后才能出海。
诸多法令的颁布有效规范了市场行为，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

术进步与创新， 但英国工商业确实得到了发展， 再加上各项有利于伦敦
经济贸易的法令的推行为伦敦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创造了优越的环境，
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国内和国外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随着人口的迁入， 伦
敦城内手工业从业者的数量大大增加， 生产出大量手工业品以满足随着
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需求。 由于伦敦周边乡村与伦敦城的经济联系不断
增强， 乡村不再仅仅为伦敦提供农产品和手工业原材料， 还兴起了大量
由伦敦富商投资开办的新兴工业， 例如晒盐业、 制糖业、 皮革业等， 这
些工业产品先被集中运往伦敦， 再在伦敦进行加工后输送到全国各地。
由海外进口到英国的普通消费品、 奢侈品和工业原材料大部分也都要通
过伦敦再送往其他地区。 随着制造业蓬勃发展， 先进的煤炭开采技术传
入英国， 煤逐渐成为一种廉价的燃料， 广泛用于制造业和家庭生活之
中， 伦敦巨大的人口引发的需求促使大量的煤炭通过陆运、 河运输送到
伦敦。 与此同时， 工商业的繁荣对信贷业的需求不断扩大， 促使伦敦的
金融信贷行业也呈现出发展态势， 在伊丽莎白时代， 贵族为了筹措现金
经常会将金银器皿或珠宝抵押给金银匠和珠宝商， 手工业者为了开展经
营也会进行贷款活动， 大商人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广泛运用汇票， 金融
信贷业的繁荣反过来又推动了票务法、 保险法以及破产法的制订和
发展。
三

除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法令， 另外一个对伦敦经济贸易发展具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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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的就是特许权 （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张乃和教授在其著作 枟近代早期英
国特许权研究枠 中提到， 特许权是王室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的， 其目的
是增加王室经济收入， 增强国家实力并实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 作
为一个法律术语， 特许权在商法的意义上是指给予生产者、 配送者、 销
售者的许可 （ ｌｉｃｅｎｓｅ）， 使之在特定时期和区域生产或销售指定的产品
或服务。
从 １４世纪开始， 国王就通过颁布皇家特许状的方式， 组织贸易公

司并授予商人海外贸易的特权， 这种特许权在对外贸易领域发挥着极大
的作用。 国王将规定了经营内容、 经营领域的特许权授予从事海外贸易
的商人团体或贸易公司， 使其在该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并获取丰厚利润，
作为回报， 他们需要向王室缴纳税收， 并向王权表示支持。 都铎王朝时
期这种形式的贸易公司十分繁荣。 早在 １５０５ 年， 亨利七世就为专营呢
绒出口贸易的冒险商人开拓公司颁布了特许状， 赋予其出口呢绒的特许
权利。 到伊丽莎白时代特许权公司的发展达到鼎盛， 一大批贸易公司纷
纷建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冒险商人开拓公司， 还有东地公司、 东
印度公司、 俄罗斯公司、 非洲公司以及利凡特公司等， 政府赋予他们贸
易垄断权， 向欧洲大陆、 东地中海沿岸以及印度出口呢绒等产品并换取
当地的粮食、 香料、 药材等产品， 通过将这些产品贩卖到欧洲各国以赚
取高额利润， 获得丰富的资本积累。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特权贸易公司
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伦敦商人。 所以， 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仅使伦敦商
人赚取了巨额财富， 还为政府的关税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统计在
１５５９ －１５６０ 年， 全国关税收入总额有 ８３０２４ 磅， 其中伦敦缴纳了
５０８０９磅。

此外， 伦敦的各行业工会还会在议会上提出维护自身利益的提案，
向政府申请允许其垄断伦敦该行业的经营权。 伦敦的鱼商同业公会曾经
提交禁止外地人在伦敦贩鱼的议案， 使雅茅斯等地的鱼贩无法在伦敦市
内贩鱼， 伦敦书商公会也曾多次向国王申请成立法人组织并获得英国印
刷出版特权。 伦敦工商业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多项特权， 在伦敦城内乃
至全国范围内的多个行业占据垄断地位， 由此可见， 政府为其工商业的
发展以及经济实力的增长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伦敦迅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自身的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但这并不是推动伦敦崛起的最关键因素，
其政治条件才是真正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因素， 我们不能忽视都铎政府颁
布的有益于伦敦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起到的重要作用。 伦敦的手工业
者和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累积了大量的财富， 伊丽莎白时代， 商人的财富
主要来对外贸易， 经统计伦敦商人拥有的动产价值人均约 ７７８０ 镑， 而
相比同时期的英国一般贵族的土地年收入只有 ３６００ 镑， 骑士为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镑， 由此可见伦敦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之庞大。 此外商人逐
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资产阶级新贵族以及大商人凭借其财力成
为城市中的权贵， 担任市长、 市议员或进入下议院， 据统计在 １４８０ －

１６００年间， 伦敦的 １７２任市长中， 只有 １４ 人是伦敦出生的。 这就形成
了一个循环， 即大商人进入议会， 提出有利于商人群体的提案使其多财
富， 再使更多商人阶级进入议会或市政府任职。 在这种循环下， 商人阶
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不断得以壮大。
政府在颁布法令以推动伦敦经济发展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对其他地

方城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伦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把周边的城镇
乡村作为自己的资源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地， 还凭借特许权与其他城镇进
行激烈的贸易竞争， 切断了其他城镇的商品流通渠道和部分港口城镇的
海外贸易活动， 赫尔、 波士顿、 布里斯托尔等地方城镇无法与伦敦竞
争， 经济发展趋于停滞， 直至都铎末期才重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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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卡洛· Ｍ．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 （第二卷）．北京： 商务印

书馆， １９８８．
［１２］ 　费尔南· 布罗代尔．１５ 至 １８ 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

义 （第二卷）．上海：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２．
［１３］ 　阎照祥．英国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４］ 　张乃和．近代早期英国特许权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作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下接第 ２４页） 新能源利用率的反常影响， 技术进步对于新能源利用率
是否能否起到实质型的推动作用仍然应该是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需要证实

或是证伪的重点之一。
（三） 政策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全体数据回归还是分组数据回归均表明目前看来， 政府的各

种民族地区能源政策在新能源产业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是
对新能源使用率影响最大的因素。
总体而言， 我们从计量结果中发现政府的民族政策扶持在新能源产

业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扶植民族地区的新能源产业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受到政府更大

程度的重视。 此外， 虽然计量结果没有证实技术因素对新能源产业发展
的短期影响， 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对新能源产业是无意义的， 相反正是
由于技术因素对行业发展发挥作用的时滞较长， 在现实中时常被急功近
利者忽视， 因此事实上更加应该得到我们充分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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