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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 500年至1 8OO年阊中国货币的来塬 
以闽商为核心 

陈娜娜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1500----1800年间，通过以闽商为核心的海外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白银的大量涌入，促使白银逐渐替代铜 

钱和纸币成为中国流通领域的新主角。这一时期，活跃于世界贸易市场的闽商，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来源之一，支撑了明清 

时期的经济繁荣。同时，闽商的一系列活动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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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在菲律宾 

建立了第一个亚洲殖民据点后 ，世界贸易史上增加 

了一个重要的篇章：欧洲——南美——菲律宾—— 

中国福建的大帆船贸易。16世纪40年代，西属美洲 

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人古 

老的非洲和欧亚范围的金银市场。从此，闽商除了 

通过“大帆船贸易”将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回国 

内之外，同时也把当时世界上第二大产银区——日 

本的白银输人中国。这些新增的白银不仅对中国， 

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明清时期中外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历史上，白银从贵金属逐渐取代铜走 

向完全的货币化，是在明朝时期。明代中叶后，土地 

兼并剧烈 ，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 、大户诡 

寄 、徭役 日重、农民逃徙 ，里 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 

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主张 

赋役改革。那时，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逐渐在全国 

推行了一条鞭法，将徭役赋税大部分摊入地亩，人 

们通过缴纳银两就可以解决赋役问题。这时人地开 

始分离，白银开始货币化。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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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施行，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人亩后 ，地丁合 
一

，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这一系列 

的措施更加促进了白银的货币化。 

明初和清初，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和朝代的更 

替，经济萧条。两朝统治者采取各种政策来鼓励生 

产发展，商品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明代，南京 

“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万辐辏，万国灌输，天下南 

北商贾争赴。”据乾隆《潮州府志》卷 l4《墟市》，潮州 

府揭阳县在康熙时才有5个墟市，到乾隆时已发展 

到有25个墟市，称作“逐日市”，每天的商业活动频 

繁，人来人往，十分繁荣。以这些大小城市、市镇和 

集市为纽带，形成了全国性的商品贸易网络。随着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本身也逐渐具有了商 

品性质。而一条鞭法和摊丁人亩的实施，使劳动力 

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在繁荣的市场交易中，白银逐渐取代铜钱和纸 

币被广泛使用，而成为主要的等价物。正如马克思 

所说：“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 

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 

式也就 日益转到那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 



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11 

而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贫银国”，明 

代之前，在中华大地广泛流通的货币不是银两，而 

是化学性质稳定、不易锈蚀、可长期保存和流通的 

铜。白银的稀缺，导致白银在当时多作为贮藏、装饰 

之用。此时，白银的需求量大量增加，白银从何而来 

呢?又是如何进入流通领域，最终来到中国呢? 

我们首先要谈到当时的欧洲。“欧洲在 18世纪 

工业革命之前，制造业落后，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 

差强人意，需要仰赖中国丰沛的物产。中国幅员的 

广阔与人民的智慧几乎提供了前工业革命时代人 

民生活所需的一切⋯⋯”[21，欧洲人想要获得中国丰 

富的商品，就不可避免的要拿出可以和中国的商人 

进行交换的货币或者商品。可是 ，当时的欧洲没有 

什么物品能够卖给富饶的中国。而作为欧洲货币的 

黄金，在与中国商交易中没有比白银更具价值。16 

世纪40年代，哥伦布的大航海发现了美洲蕴藏丰 

富的银矿 ，欧洲通过殖民和掠夺 ，获取了大量的白 

银。 

弗拉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曾这样说到“任 

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存储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 

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 

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生产、 

销售和买卖货币与生产、销售和买卖其他商品一样 

能够产生利润，甚至更容易，更有利!”[31因此，他在 

文中总结到，欧洲人将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大部分 

白银运往中国，日本人将自己生产的比美洲多三倍 

甚至十倍的白银出口给中国，以获得中国的丰富的 

物产。因此，全世界白银之外超过一半以上的货币 

最终流转到了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 

由此，欧洲将从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运往亚洲 

与中国的商人交换他们所需的商品，并将从中获取 

的巨额利润用来支持他们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 

地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当然，他们也用这些 

贵金属来买卖其他各种商品，也与闽商一样在亚洲 

的世界各地进行这些商品的交易。 

大量白银的涌人，促使银币在明朝成为正式货 

币，元宝、碎银和银元成为清朝法定货币。 

二、以闽商为核心的货币贸易 

对于巨额白银资本流人中国这个问题，弗兰克 

在《白银资本》的第三章中指出：16世纪中期至 17 

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 30000吨，日本生产的 

白银 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人中国的 

白银 7000或 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 

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 

一 至三分之一。而中国学者全汉升的研究结论是： 

1571年至 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 

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 

人了中国。相比较而言，弗兰克的估计比全汉升保 

守多了，即便如此，短短一百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 

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的手段流人中国， 

也十分令人震惊了。 

那么按照弗兰克的观点，货币从海外输往中 

国，并通过与中国贸易，流人中国市场。在那个海禁 

政策严厉执行的时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就不 

得不提到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杰出商人——闽 

商。在当时，闽商早就在亚洲各地区的贸易中发挥 

着翘楚的作用，亚洲各地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的大市场!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寄生在小农经济的基础 

之上的，农是本、商为末，在朱元璋以及之后历代统 

治者眼中，除了小农经济的农业文明之外，根本没 

有海洋文明的影子!那个时代，以闽商为代表的中 

国东南沿海人民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自由流动 

的海洋被国家的律法所禁，跨进海洋就等于和家与 

国对立 !但是内陆与沿海由于生存、生产条件的不 

同，民众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手段本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却只允许生活在不 

同区域的民众只能采取一种生存方式与生产形态。 

此种制度的腐朽性与反人民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严 

厉的海禁政策排挤之下，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商只能 

采取各种“扭曲”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生存需求：冒 

充各国贡使，利用各种“朝贡”机会进行贸易；私自 

泛洋、武装起来与统治者周旋。以福建为中心的沿 

海，海洋“走私”活动与 日俱增。沿海人民无视法禁， 

明朝人冯璋有言：“泉漳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 

充军、处死之条 ，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 ，私相贸 

易，恬无畏忌”。 

1522年，葡萄牙人被赶出广州之后，沿海岸北 

上，在福建、浙江沿海寻找合适的贸易点。仅在漳州 

一 带就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三大走私港 ：梅岭、浯 

屿、月港。以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为商业据点，是西方 



商业扩张势力接近中国沿海，与滨海民众交易的重 

要手段。由此，一是方便与中国内地民众交易，并便 

于把交易的货物迅速转运往其他地方。二是可以发 

挥海上优势，力求进退 自如地避免与明朝军队正面 

交锋。 

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民众的商业天 

性是无法扼杀的。他们代表的是当时中国与世界经 

济接轨的民间力量；这种行为无意中鼓励了欧洲人 

的商业冒险行为，于是一个“走私”据点被消灭，又 

诞生了另一个“走私”据点。中国民间海商与欧洲商 

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商贸热情和“犯禁” 

行为令封建统治者头疼不已。另一方面，由于长期 

海禁，宫廷内部的海外物产资源奇缺，社会所能流 

通的贵金属也相当有限，在这种内外压力的作用之 

下，明政府终于作出了在他们看来最有利于统治的 

妥协：有限度的、可控制的开港!以此来保证一定的 

海外贸易活动。明政府最终选择一个不是十分合适 

的港口——福建漳州月港。 

从此，闽商的海外贸易由不法的走私成功迫使 

政府承认为合法的、官方允许的活动，在那个海禁 

严厉的时代，为中国海外贸易打开了端口。为之后 

白银的大量涌人，形成以闽商为核心的白银贸易网 

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随着美洲金银(主要是白银)以及日本白银和 

铜通过闽商的贸易活动注入世界市场 ，在世界范围 

内产生了新的流动形态和信贷形态。而这又促成了 

世界范围的生产出现明显的、急剧的增长。这些增 

长满足了新的货币注入的需求，推动了欧洲、中国、 

印度等地的发展。 

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向我们详细的 

论证了白银的输入对亚洲和欧洲的不同影响结果。 

(一)对物价的影响 

弗兰克从费雪方程式 MV=PT即货币(Money) 

数量乘以流通速度(Velocity)等于商品和服务的价 

格(Price)乘以其生产和销售的交易量(Transactic)。) 

的角度谈到，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 

而流通速度和交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地上涨。在 16世纪， 

新的美洲货币进人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究竟是 

什么因素导致欧洲的价格上涨，以及价格实际上涨 

了多少，是在什么时候上涨的?弗兰克在考察了多 

位学者的观点之后，认为杰克·戈德斯通(1991a，b) 

的观点最具说服力：“欧洲(除西班牙之外)的通货 

膨胀主要是由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导致的，而不是由 

新的美洲货币供应造成的。” 

在亚洲，会不会也存在通货膨胀呢?首先弗朗 

克列举了大量学者的考察结果，论证印度的物价上 

涨至多是个别现象，仅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商品。 

除了l7世纪中期外，印度实际上没有通货膨胀。其 

理由是，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货币供应的 

增长。 

他同时也论证了，中国与印度的情况一样。生 

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 

上涨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克斯以及 

他与沈春生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 

除了个别短暂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 

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 

的价格则倾向于下降。另外，他们引用了其他学者 

的成果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价昂贵时 

减少生育，在物价便宜时增加生育。”因此，“如果说 

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根据经济形势来调节他们的生 

育，那么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 

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 

(二)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影响 

上述有关物价的史实和讨论支持了一个论点： 

货币的涌人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 

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 

弗朗克提到，货币的涌人在亚洲既刺激了消费 

者对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产的供给，更大 

层面上促进了拓殖和生产的扩张。新的货币供给， 

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 

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 

在印度的孟加拉和比哈尔被莫卧尔帝国征服 

和兼并后，它们是生产扩张最明显的地区(Richards 

1987：5)。实际上，从 1657年到 1714年，虽然有大 

量的白银从国外流人，但与印度其他地区相比，孟 

加拉的物价比较低，而且一直比较稳定(Prakash 

1994：Vm 165 o如果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引 

起物价的相应上涨，那么其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 

的流通速度是随着经济的逐渐货币化而增快了，生 

产的总量增加了。因此，生产的扩张应该主要归因 



于印度人经营的内销市场和出口市场实现了某种 

结合。 

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 

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 

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马克斯引述 

当时一位总督的论断：“交易皆用白银，白银流通全 

省。”商人们向农民预付定金(这种资本大概也直接 

或间接来 自出口换得的进口白银)，日后收取他们 

的农产品。马克斯作了一系列概括性的描述。其中 

有一段特别能说明问题： 

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 1600 

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 20万公斤的白银流 

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 

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 

外)到 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 

种植桑树 、棉花、甘蔗和水稻 ，高处种植玉米和红 

薯)。 

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 

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 

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 

1500---1800年间，通过以闽商为核心的海外贸 

易，大量白银流人中国。闽商不仅开启了中国与世 

界的白银时代，对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大量 白银通过闽商经营的贸易网络源源不断流人 

中国，对中国国内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中国 

乃至世界的近代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2】苏文菁．闽商文化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 17． 

【3]弗兰克．白银资本【MJ．北京：中央编译，2008：125． 

[4]弗兰克．白银资本【M] B京：中央编译，2008：147． 

[5]苏文菁 ，徐晓望．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古代部分 [M]．厦门大 

学出版社，2013． 

【6】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M】．北京：经济管理 

出版社，1995． 

[7】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 

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J]_史学月刊，2002(01)． 

[8]郗鹏．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赋役制度改革[J】．思茅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 

(责任编辑：郑 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