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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未能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自发转型？∗

———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假说”及中国与西欧的比较

赵　 峰１，许平中２

（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２．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近代西欧的兴起和中国的落伍，其基础性原因在于地理条件对发展商品市场的激励不同。 欧

洲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扩张”，“市场扩张”的原因则可以追溯到地理条件引起的“产品差异大”和“水

路运费低”，进而形成了对农林牧渔基本产品进行交换的激励，经济人本性使人们致力于发展商品市场，于
是市场经济发展起来。 中国的地理条件导致地区之间的“产品差异小”和“陆路运费高”，进而激励农林牧渔

基本产品的“产品自用”，经济人本性使人们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自身需求，于是商品市场长期处于狭小或

萎缩状态。
关键词：地理条件假说；产品差异；水路运输；市场发展条件；基本产品交换；产品差额；交易费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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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英国的李约瑟（２００６）博
士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

中国，何以没有像欧洲一样发生科学技术革命呢？
由于至今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所以仍然被称

为“李约瑟难题”。 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欧洲的问

题，早就吸引了国内学者们的注意，也产生了大量

的研究成果。
在史学界，徐新吾（１９８６）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

因归咎于小农结构的惰性，何捷（２０１１）归咎于专制

制度的阻碍，李瑶（１９８２）归咎于儒家思想的禁锢，
楚渔（２０１０）则归咎于中国人缺乏科学思维方式。
应当说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 可是问题在于，何
以中国就形成了这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而
欧洲就没有呢？ 可见，这些说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

答问题。
在经济学界，陈平（１９７９）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

原因在于小农结构的单一粮食作物不利于商品市

场发展，林毅夫（１９９９）认为原因在于科举制度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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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缺乏人才，姚洋（２００３）认为原因在于人口

过多使投资于人力比投资于设备、技术合算而导致

工商业投资不足。 经济学研究者对问题的看法显

然比史学研究者较为具体和深刻。 不过韦森

（２００６）却认识到，与近代西欧相比，几个著名的古

老文明地域近代以来都处于落后状态，所以中国落

伍并不具有特殊性。 解答问题的基础是搞清欧洲

兴起的原因所在，否则就很难对近代中国何以落后

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就探讨西欧兴起的原因来说，波斯坦（２００４）有

三点重要认识：一是西欧兴起的基础在于市场发

展①，二是人口增长起了重要作用②，三是产品差异

大促进了西欧市场的发展。 诺思（１９８９）充分把握

了波斯坦理论③，并根据这一理论全面阐述了欧洲

兴起的过程：
公元 １０００ 年以前，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广袤的

荒野，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心一直在地中海地区。 可

是在公元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年，西方社会发展中心却转移

到了欧洲西北部的北海沿岸（西欧）：中心地区的人

口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于是人们迁移扩散到周

围地区定居、垦荒。 西欧地区间气候差异大，新老

地区人口密度也存在差异，于是各地区生产了有差

异的产品，这使他们相互交换产品具有潜在的盈

利。 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广泛的水路方便了

运输④，大批量的农林牧渔基本产品也能够承受远

距离的运输费用。 尼德兰位于海上航线和陆上河

道运输网络的中心，西班牙和英国的羊毛、北海和

波罗的海的鱼类、波罗的海沿岸的谷物和木材、法
国的粮食和酒类，都逐渐集中到尼德兰的市场上

销售。
农林牧渔基本产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使得广大

农民也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以利用本

地区优势，从而直接增加了收入，这使他们有能力

消费更多的制造品（家具、用具、衣物甚至奢侈品），

于是制造品销路增加，激励制造商扩大生产规

模———购买更多的设施、设备、原料和雇用更多的

工人。 很多工人集中劳动，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操作

过程的分工。 毛织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四十

多个工序，因而最适合于发展劳动分工。 精细的分

工使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这就等于把复杂

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动作，大大简化了发

明的难度，刺激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望⑤，于是用机

械代替手工的技术就最早在毛纺织部门发明了出

来。 大批量的生产和加工也使建造大型设施有利

可图，于是在中世纪早期就已被意大利人掌握的使

用水轮机、漂洗机和风力磨坊的技术便推广开来，
西欧生产技术出现了明显的进步。

不过，通过“精细分工”得到的只能是简单技

术。 而市场扩张和生产扩大却要求发明复杂的大

型机器，问题是设计、试制大型机器需要高额投资，
失败风险也很大；即使发明成功，发明者也还有一

个如何保密不被别人仿制的问题。 仿制他人的发

明成果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但发明者却会因他

人仿制而得不偿失，所以一开始就不会去进行研

制。 在欧洲，打破或限制“搭便车”动机对发明创造

活动的阻碍，是通过政府赏金和实施专利制度实现

的。 英国发明家哈里森研制计时钟的成功⑥，就得

力于政府巨额悬赏的激励。 而更多的发明项目则

来自专利制度的保护，对工业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

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等大型机器，都是在专利制

度的保护下发明出来的。 不过，如果以为专利制度

的创新就是西欧出现技术进步的原因，那就把问题

看得太简单了。 其实专利发明的收益完全依赖于

专利产品的市场销路。 如果产品本身缺乏销路，那
么再严格的专利保护也无法使发明人受益。 可见，
潜在的市场销路和可能获得的预期盈利，才是专利

发明的基础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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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史家看来，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没有人把这一点看做波斯坦的重要贡献。
学界已经充分认识波斯坦的这一贡献，甚至将其称为波斯坦的“新人口论”。
“波斯坦理论”是学者们根据其著作归纳出来的，波斯坦并没有归纳出完整的理论。
诺思似乎认为“水路运输”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条件，所以他在书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诺思（１９８９）认为，专业化的趋势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从而降低了发明的费用。
１５ 世纪时，远洋航行需要确定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这就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 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白天测量太

阳在中午的垂线，夜晚测量北极星的斜度），而测算经度则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

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保留到 １８ 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

生精力。



因此，不论是“精细分工”所带来的简单技术发

明，还是在“专利制度”保护下发明制造的复杂机

器，归根到底都是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盈利机会激励

的结果。 市场发展还引起了相应的“制度变革”：为
利用市场范围扩大带来的盈利机会，人们结合成新

的经济组织，逐渐形成了一些交易惯例和交易规

则，合伙贸易、股份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经济组

织和手段都逐渐发明并推广开来，它们或者增加了

盈利机会，或者分散、降低了经营风险，总的结果是

增加了市场盈利。 统治者则从市场盈利的增加中

获得了更多税收，于是颁布法律、法令对这些新的

组织、制度予以认可和保护，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制
度变革”。

诺思对近代欧洲兴起原因的研究，给了我们很

大启发：“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的基础性原因都

在于农林牧渔基本产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于是近代

中国的落后，就可以归结为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交

易市场长期难以发展，即：由于客观条件不利于农

林牧渔基本产品的市场发展，才使中国社会长期维

持小农经济状态。 那么，搞清农林牧渔基本产品市

场发展的原因或条件，就成为解释近代中国何以落

后于欧洲（严格说来是西欧）的根本途径。

二、市场发展的条件与“地理条件假说”

注重于市场发展原因或条件的探讨，可以说是

自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的一个传统。 先是斯密

（２００８）认为便利的水路运输（价格低廉的运输费

用）是市场扩张的最重要的原因或条件；此后李嘉

图（２００５）又阐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是国际贸

易得以发生的基础①；再后是奥林（１８９９—１９７９）把

优势产品较低的生产成本追溯到丰富的“要素禀

赋”②……不过他们主要注重制造品的成本差额，而

没有重视（至少是重视不够）农林牧渔基本产品对

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波斯坦和诺思充分重视了

地理气候条件引起的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成本差

额对西欧市场兴起的重要作用③。

１．市场发展的三大条件

假设商人在甲地雇人收购产品（收购支出为

Ｍ），雇用运输工具运到乙地（运费为 Ｙ），又在乙地

雇人零销（销售收入为 Ｎ）；购销差价（Ｎ－Ｍ）支付雇

工工资（属于交易费用，用 Ｊ 表示）和运输费用（Ｙ）
后就是他的利润（Ｌ）：

Ｌ＝（Ｎ－Ｍ）－Ｙ－Ｊ
为了增加利润，商人会尽量压低收购价和提高

销售价。 但“收购价”低于甲地生产成本将无人出

售，“销售价”高于乙地生产成本将无人购买④。 我

们把 Ｍ、Ｎ 分别看做两地的生产成本⑤，Ｎ－Ｍ 就是两

地生产成本的差额，简称“产品差额”，也称为“比较

利益”（Ｂ）。 于是“利润公式”可简写为：
Ｌ＝Ｂ－Ｙ－Ｊ⑥

显然，产品差额越大，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越

低，经营利润就越高，就越能够激励商人从事异地

购销活动。 我们由此得到市场发展的三大条件：产
品差额大、运输费用低和交易费用低。

农林牧渔基本产品及其简单加工品的产品差

额显然取决于地形、土壤、气候等地理条件的差异；
运输费用则主要取决于有无水路运输可供利用（水
路运费比陆路运费低得多），仍然归结到地理因素

的特点；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是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逐

步实现的，关键还在于客观地理因素形成的前两个

条件如何。 所以地理条件是否有利于商品市场的

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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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斯密阐述了绝对优势（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而李嘉图则阐明了相对优势（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奥林主要考察了“制造品生产成本”的形成，而没有注重“农产品成本”的讨论。
诺思已经明确认识到地理条件引起的产品差异大是西欧市场经济兴起的基础，但他并没有明确归纳出来。
事实上收购价必须稍微高于甲地的生产成本，同时销售价必须稍微低于乙地的生产成本，购销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经

济学把生产者愿意出售的最低价格与实际出售价格的差额称为“生产者剩余”，把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最高价格与其实际支付的

价格之间的差额称为“消费者剩余”。 严格说来，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也都来自“产品差额”。
严格说来，Ｍ 是已经加上了生产者剩余的产地成本，Ｎ 是减去了消费者剩余的销售地成本。 这里 Ｍ、Ｎ 表示一批产品的

生产成本；下面在不致引起歧义时，我们也往往用 Ｍ、Ｎ 表示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这一公式可变形为 Ｂ＝Ｙ＋Ｊ＋Ｌ，表明“产品差额”最终分解为“运输费用”“交易费用”和“经营利润”三部分。 事实上所有

与交易活动相关的收入，包括生产者剩余、运输者和被雇用人员的工资、经营者的工资和利润、消费者剩余、统治者获得的税

收、运输途中的设卡收费以及敲诈勒索者所得等，归根到底都来自“产品差额”。



２．市场发展条件的量化研究

我们把上述利润公式变形为表示运输费用公

式的形式：
Ｙ＝Ｂ－Ｊ－Ｌ
为便于统一计算，我们把 Ｂ、Ｊ、Ｌ 都用产地成本

Ｍ 表示。
设产品差额率为 ｐ，即 ｐ＝（Ｎ－Ｍ） ／Ｍ，于是：
Ｂ＝Ｎ－Ｍ＝ ｐＭ
假定交易费用占商人投资总额（Ｍ＋Ｙ）的 １０％，

即“交易费用率”为 ０．１，则：
Ｊ＝ ０．１（Ｍ＋Ｙ）
商人的“预期利润”达到“投资总额”的一定比

例才愿意经营。 古代交易量小，每宗交易的资金周

转时间也长，交易风险大，所以必须有较高利润率

商人才愿意经营，古代商人的预期利润大约为投资

总额的 ２０％。 现代交易量大，资金周转时间短，商
人的期望利润率也大大降低，零售业的利润率约为

１５％；批发业的利润率甚至降到 ３％。 这里假定预期

“经营利润率”为 １０％，即：
Ｌ＝ ０．１（Ｍ＋Ｙ）
由以上参数求得运输费用的表示式：
Ｙ＝（ｐ－０．２）Ｍ ／ １．２
它表示“产品差额”扣除“交易费用”和“预期利

润”后剩余的“能够用于运输的费用”。 如果运费单

价为 ｙ，那么能够运送的距离为：
Ｓ＝Ｙ ／ ｙ
我们把运费单价也用货物的产地成本 Ｍ 表示。

如果某种货物运送 ｄ 公里，其运费就等于货物的产

地价值 Ｍ，那么运费单价（每公里的运费）就为：
ｙ＝Ｍ ／ ｄ
可得货物（产品）实际能够运送的距离：
Ｓ＝（ｐ－０．２）ｄ ／ １．２
代入 ｐ 和 ｄ 的具体数据，即可求得能够运输的

距离。 如果这一距离超过两地间的实际距离，就可

以实现产品交换；反之则无法实现产品交换。 下面

举例说明：
甲乙两地相距 ５００ 公里，乙地小麦的生产成本

高于甲地 １００％（即产品差额率 ｐ ＝ １），计算由牲口

驮运（古代普遍的运输方式）能否实现异地交换。
这里缺少运费单价的数据。 根据波斯坦（２００４） １０３

所提供的资料①：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统治时期，骡子

驮运 １００ 磅的货物，每英里运费约为 １．７５ 德纳利

斯。 当时 １００ 磅小麦的价值约 ２２５ 德纳利斯。 照这

样计算，驮运 １２８．５７ 英里（２２５ ／ １．７５），运费就等于

小麦在产地的价值。 １ 英里 ＝ １． ６０９ ３４４ 公里，
１２８ ５７ 英里大致为 ２０７ 公里。 为便于计算我们取

２００ 公里，则牲口驮运小麦 ２００ 公里，运费就等于小

麦的产地价值，即 ｄ ＝ ２００（公里）。 将 ｐ ＝ １ 和 ｄ ＝
２００ 代入公式，可得：

Ｓ＝（ｐ－０．２）ｄ ／ １．２ ＝ １６０ ／ １．２≈１３３（公里）
理论计算的能够运输的距离与两地之间的实

际距离 ５００ 公里还相差很远，所以无法实现异地

交换。

３．“地理条件假说”

根据此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上文分析，我们提

出解释中国与西欧市场发展反差的“地理条件假

说”：地理条件是否有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是西欧

和中国出现社会历史反差的关键。 西欧地理条件

使得“产品差额大”并有便利的“水路运输”，激励人

们致力于商品交换，于是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交易

市场发展了起来。 中国地理条件适合于农业耕作，
但地区间产品差异小并且往往缺乏水路运输，产品

差额无法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导致农林牧渔

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市场发

展程度的差异进而决定了西欧和中国社会历史进

程的反差。

三、“地理条件假说”的史实验证

１．西欧市场经济的兴起

（１）产品差额和运输费用的一般情况

欧洲半岛众多、海岸线曲折、地形支离破碎，在
小范围内地形、土壤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更重要的

是气候特点：由于地球东西方向的自转，使得世界

各地都形成了南北方向的气温差异。 西欧除了符

合这一普遍情况外，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和常年盛

行的西风的影响，气温和降水还呈现出明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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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孙彩红（２００７）归纳的唐五代时期的运费和米价资料，可求出牲口驮运米 ４０ 公里（８０ 里）运费就等于米本身的价

值。 这一数据显得运费太高（或是米价太低），基本上不可用。 这才只得利用欧洲经济史中的相关材料得出数据。



方向的差异：西部气温高、降水多，东部气温低、降
水少，反映到地图上就是气候线呈小网格状。 事实

上我们从欧洲腹地出发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每到一

个地方，所遇到的气候都会与出发地有所不同：欧
洲各地区间的气候差异，比中国各地区间的气候差

异程度要大得多（后面在谈中国气候特点时用数据

进行比较）。
气候差异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大。 西欧在不

大的范围内，Ａ 地适合于生产粮食，Ｂ 地适合于生产

葡萄（酒），Ｃ 地适合于生产鱼类，Ｄ 地适合于饲养牲

畜（出产羊和羊毛），Ｅ 地适合于生产木材，Ｆ 地适合

于生产苹果，Ｇ 地适合于生产蔬菜……由于这些地

区间距离都不远，加上大部分地区可以利用水路运

送货物，于是大批量的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交易市

场就逐渐发展起来。
例如最初英国和法国都生产葡萄和葡萄酒，但由

于气候条件的差异，法国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比英国要

低得多，于是英国就购买法国的葡萄酒。 最后英国就

退出了葡萄酒生产，只从法国（还有葡萄牙）进口。
（２）相关参数的数量计算

根据波斯坦（２００４） １７０提供的资料：法国波尔多

附近葡萄酒的出厂价为每桶 ５ 里弗（包括购买葡

萄、造酒和经纪费），出厂后运到波尔多的短途陆路

运费为 １．５ 里弗（够高的了），在波尔多缴纳出口关

税 ２．５ 里弗（也太高了），装船运到英国南部或东部

港口的运费为 ２．５ 里弗，在英国港口还需支付税费

１．５ 先令（折合 ０．２１ 里弗），在英国港口的批发价为

１４ 里弗。 在英国港口批发之前，葡萄酒的全部“成
本”（商人的投资总额）为：

５＋１．５＋２．５＋２．５＋０．２１＝ １１．７１（里弗）
商人的经营利润为：１４－１１．７１＝ ２．２９（里弗）
于是经营利润率为：２． ２９ ／ １１． ７１ ＝ １９． ５５％ （将

近 ２０％）
我们将出厂价 ５ 里弗看做葡萄酒的“产地成

本”，将英国港口的批发价 １４ 里弗看做销售地的生

产成本，于是成本差额就为 ９ 里弗。 产品差额率 ＝
９ ／ ５ ＝ １． ８ ＝ １８０％，其中运输费用耗去了 ４ 里弗

（８０％），支付税费 （ 属于 交 易 成 本 ） ２． ７１ 里 弗

（５４ ２％），经营利润为 ２．２９ 里弗（４５．８％）。
可见，由于两地间“产品差额大”，抵偿不菲的

运输费用（因为有一段短途陆路）和高额的交易成

本后仍有可观的盈利，这就吸引众多商人参与葡萄

酒的异地购销活动。
我们再看其他基本产品的产品差额。 １５ 世纪

后半叶，英国出口一袋高质量羊毛的平均成本是 ８
英镑，运到加来和布鲁日的运费和税费约为 ３ 英镑，
而销售价在 １２ 到 １３ 英镑之间，销售价按 １２ 英镑计

算，产品差额率为 ５０％。
由于羊毛自身价值很高，所以产品差额率并不

显得太高。 低值货物就不同了：１４０１—１４２０ 年，英
格兰的木材价格是其波兰产地的两倍，产品差额率

为 １００％。 木材制品的价格差额更高：１４３８ 年，壁板

在波兰每 １００ 件不到 ２ 马克，到英国的雅茅斯港价

格竟高达 ２４ 马克，产品差额率竟达 １ １００％；同一时

期造弓的木棍，在但泽每 １００ 件是 １４ 马克，到了英

格兰就是 ５１ 马克，产品差额率为 ２６４％；厚模板在但

泽大约是 １０ 马克，到英格兰的价格大约是 ３５ 马克，
产品差额率为 ２５０％。

甚至那些不便于包装、储存和运输的卷心菜、
大蒜、洋葱等蔬菜类产品，也能够参与到远距离贸

易中来。 可见西欧的产品差额实在是大，成为市场

兴起的最重要诱因和条件。
（３）阻碍市场规模扩张的人为因素

不过，西欧基本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张也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其中最大的阻碍因素，就是运输途中

多如牛毛的过路费、过桥费、过境费以及敲诈勒索、
盗匪抢劫等。 据波斯坦（２００４） １５５所说，在法国，“卢
瓦河、萨穆河、奥斯河、罗恩河、加龙河上有数不清

的收费站”。 莱茵河则更甚，由于它流经多个国家

和领地，每个国家和封建王公都设卡收费，有的还

不止一处，结果 １２ 世纪时沿途收费站有 １９ 个，１３
世纪末约有 ３５ 个，１４ 世纪末增加到 ５０ 个左右，１５
世纪末有 ６０ 个以上。 由此可以想象商业活动承受

的额外负担：“在 １５ 世纪晚期的塞纳河，对航程 ２００
英里以上的谷物所征收的税超过其销售价格的一

半。”这意味着远距离运输和销售谷物的额外负担，
等于产地成本、（纯粹）运输费用和经营利润之和。
如果产地成本为 Ｍ，（纯粹）运输费用为 ０．５Ｍ，经营

利润也为 ０．５Ｍ，那么额外承担的税费就有 ２Ｍ（销售

价为 ４Ｍ）之多。 如此沉重的额外负担当然严重阻

碍了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扩张。 但是尽管如

此，中世纪西欧的基本产品贸易却仍然发展了起

来，这反过来又表明产地和销售地生产成本的差额

足够大，产品差额抵偿运输费用、交易费用和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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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后仍然有利可图。

２．中国不能自发形成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

由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未形成农林牧渔

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异地交换

产品的价格资料，我们很难找到地区间的产品差额

数据。 不过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成本差额主要来自

地形、土壤、气候等客观条件的差异。 由于宋、元、明、
清以来地理气候条件变化不大，这就使我们能够利用

现代产品差额资料对古代的情况予以类比。 尽管这

样做只是一种理论计算或者说是一种“纸上谈兵”，
但对我们认识其中的道理却很有帮助。

（１）地区间气候差异和产品差额的一般状况

由于不同纬度接受太阳辐射的不同，中国的气

温普遍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点；南北方向的季风又

加强了气候的地带性特点，结果中国气候明显表现

出南北方向的差异，而东西方向的气候则基本相

同。 例如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大致就是暖温

带和半湿润地区的共同部分，包括现今的甘肃中

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南和河北大部、山东几

乎全部以及安徽和江苏北部。 这一地域东西长约

１５００ 公里，宽度也有三五百公里不等，其南界大体

就是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北界则因地

形影响稍为曲折一些，与 １ 月份零下 ６ 度等温线、７
月份 ２４ 度等温线、４００ 毫米降水量线大体重合。 从

该地域最西端的甘肃兰州一直到最东端的山东半

岛，土壤、气候几乎都是相同的。
相同的气候决定了农作物品种也大致相同。

自古以来这一地域夏熟作物就主要是小麦，秋熟作

物则有粟子（小米）、高粱等，清代以来又引进了玉

米和甘薯。 由于基本产品相同，因而没有相互交换

的必要。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主要河流黄河、长江

也都是东西流向。 由于上下游之间的产品并无多

大差异，没有交换的必要，结果便利的水道交通就

没有利用价值。
即使在南北方向上，中国地区间的气候差异相

对来讲也很小。 在相同距离内，中国气候差异程度

比欧洲要小得多。 以“年降水量”为例：英国南部最

宽处东西宽约 ５００ 公里，西海岸年降水量超过 ２ ０００
毫米，东海岸年降水量却只有 ６００ 毫米。 假定降水

量均匀递减，则每公里年降水量的差额约为：
（２ ０００－６００） ／ ５００＝ ２．８（毫米 ／公里）①

中国降水呈南北方向差异。 广州年降水量

１ ７０５毫米；北京年降水量 ６２６ 毫米。 两地纬度相差

１７ 度，南北垂直距离约 １１１．１×１７ ＝ １ ８８９（公里），每
公里年降水量的差额为：

（１ ７０５－６２６） ／ １ ８８９≈０．５７（毫米 ／公里）
可见在相等的距离内，英国降水差异约等于中

国的 ５ 倍（图 １）。 进而，中国地区间气候差异小导

致相同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小②。

图 １　 英国和中国降水线密度差异示意图

（相邻两条线的降水量差额相等）英国降水线密集度等于中国的 ５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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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实际上英国降水最多和最少处并不在东西两端的海岸线上。 我们按 ５００ 公里计算的“单位距离降水差额”，比地区间降

水的实际差额要小。
产品差异一般是指品种不同，但是不同品种无法进行生产成本比较。 而相同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正体现了地区间的

比较优势。 由于长期选择生产本地区的优势产品，这才形成了地区间的品种差异。 因此，“产品差异”是“产品差额”长期作用

的结果。 反过来说就是：“产品差额”的大小反映了“产品差异”程度的高低。



　 　 （２）中国南北方向上小麦产品差额的估算

河南新乡地区小麦单产最高（成本最低），向
南、向北单产都逐渐降低（成本逐渐升高）。 我们取

武汉和新乡（南北距离约 ６００ 公里）进行比较。 根

据肖世和（２００７）提供的资料，２００６ 年湖北小麦平均

亩产 ４０６ 斤，我们将 ４０６ 斤看做武汉小麦的平均亩

产量；根据叶优良等人（２００８）提供的另一份资料，
２００６ 年新乡附近浚县小麦亩产 ９６０ 斤，我们把 ９６０
斤看做新乡小麦的平均亩产量。

新乡小麦亩产高，一方面是由于土壤、气候条

件优越，另一方面则是水、肥、机械、人工等投入成

本较多。 我们假定产量差额（５５４ 斤）的一半（２７７
斤）来自土壤、气候条件优越，另一半来自水、肥、机
械、人工等投入较多，由此做出投入产出曲线如图

２：横轴表示投入，Ａ 为武汉每亩投入，Ｂ 为新乡每亩

投入；纵轴表示亩产量，新乡 Ｈ ＝ ９６０ 斤，武汉 Ｆ ＝
４０６ 斤。 较低曲线 ＯＰ 为“武汉投入产出线”；较高

曲线 ＯＱＤ 为“新乡投入产出线”①。 ＡＰ 延长线交曲

线 ＯＤ 于 Ｑ，Ｑ 点（纵坐标）表示新乡投入为 Ａ 时的

产量。
当两地投入都为 Ａ 时，新乡每斤小麦的成本

Ｍ＝ Ａ ／ ６８３；武汉每斤小麦的成本 Ｎ ＝ Ａ ／ ４０６。 此时

Ｎ ／Ｍ≈１．６８，产品差额 Ｂ ＝ ０． ６８Ｍ，产品差额率 ｐ ＝
０ ６８。 新乡和武汉之间只能通过陆路牲口驮运，按
ｄ＝ ２００（公里）计算，可得：

Ｓ ＝（ｐ－０．２）ｄ ／ １．２
＝（０．６８－０．２）×２００ ／ １．２ ＝ ９６ ／ １．２ ＝ ８０（公里）

由于新乡到武汉有 ６００ 公里之遥，比这里计算

的能够运送的距离 ８０ 公里要远得多，所以小麦根本

无法从新乡运到武汉进行交换。

图 ２　 新乡、武汉小麦生产的投入产出示意图

　 　 还可以用更简便的算法说明问题：由于运送

２００ 公里运费就等于小麦的产地价值，于是把新乡

小麦驮运 ６００ 公里到武汉，光是“运费”这一项，就
等于小麦产地价值的 ３ 倍（３００％），于是到武汉的售

价就必须达到（新乡）收购价的 ４ 倍，商人才勉强够

本，这还没有考虑“交易费用”和沿途的其他收费。
由于售价大大超出武汉本地的生产成本（新乡收购

价的 １．６８ 倍），所以就不会有人购买，于是商人就不

会去做这一生意。 结论就是：在古代运输条件下，
中国的小麦无法通过陆路运输实现异地交换。

那么，在能够利用水路运输的地方，粮食能否

实现异地交换呢？ 考虑到中国粮食生产成本的差

异呈南北方向，我们考察赣江上下游之间的稻谷能

否实现交换。
（３）稻谷与水路运输

江西农业信息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报道，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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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理论上说，农民的投入量都会止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 在那一点之后，虽然投入增长还会引起产量增

长，但产值的增量还没有成本的增量大，所以在那一点上农民就不再增加投入，即实际产量要小于理论上可能的最大产量。



市湖口县文桥乡水稻高产万亩试验片稻谷亩产

１ ０００斤；赣州市安远县，其水稻高产万亩示范片稻

谷亩产 １ ０８０ 斤。 假如两地每亩稻田的投入成本相

同，都为 Ａ，那么赣州稻谷的成本 Ｍ ＝ Ａ ／ １ ０８０，九江

稻谷的成本 Ｎ ＝ Ａ ／ １ ０００。 Ｎ ／Ｍ ＝ １．０８，此时产品差

额 Ｂ＝ ０．０８Ｍ。 即九江稻谷成本高出赣州 ８％。 如此

之小的“产品差额”，连 １０％的交易费用也负担不了

（无法支付收购和销售人员的工资），也就根本谈不

上异地运输和销售了。
长江以南地区之间的产品差额都是很小的，现

在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哪一地域稻谷的生产成本较

低（具有优势）。 产品差额太小使得地区间没有相

互交换产品的必要，结果水路运输也就没有意义。
赣江流域航运业兴衰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这

一问题很有好处。 明清时期赣江航运曾有过两个

多世纪的繁荣，那是由于欧洲各国对景德镇瓷器的

需求发展起来的。 景德镇位于江西北部，所产瓷器

早已享誉海内外。 景德镇瓷器经赣江逆水运到赣

南，然后卸船用牲口驮运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东

江水域后再装船运往广州乃至遥远的欧洲。 赣江

沿线也因服务于瓷器运输而繁荣起来。 之后江西

所产剩余粮食大米也沿着赣江航线供应广州乃至

海外。 可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景德镇瓷器和

沿线大米都可以北上经九江装船直运上海乃至欧

洲，不需要再用牲口驮运翻山越岭了，于是沿赣江

航线向南的商路被弃之不用。 此后赣江航运急剧

衰落，整个江西的经济也大幅度下滑。 赣江流域的

人们何以不利用水路运输相互交换产品呢？ 根本

原因就在于地区间产品差异太小（甚至看不到差

异），相互交换产品没有意义。
这样，从中国的总体情况看，要么是由于产品

差额太小（水稻），要么是由于陆路运费太高 （小

麦），总之是“产品差额”无法抵偿“运输费用”和

“交易成本”，结果粮食就无法实现异地交易，于是

中国也就不可能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粮食市场①。
历史上倒也有粮食长途贩运的记载。 不过仔

细分析不外以下三类：一是政治需要，二是军事需

要，三是局部地区遭灾。 京城是政治统治中心，各
地征收的粮食（实物税收）不惜代价也要运到京城

保证居民消费；边疆驻军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统治

者也要不惜代价保证供应；灾荒地区的粮价往往高

出丰收地区几倍乃至几十倍②，这时异地贩运粮食

就有利可图。 不过遭灾地区的普通百姓根本不可

能有那么多银子去购买价格猛涨几十倍的粮食，商
人从外地运来可以保命的粮食，不被饥肠辘辘的百

姓哄抢才怪，商人为此丢掉性命也有可能。 所以统

治者主张百姓“异地就食”（逃荒要饭）。 很明显，中
国历史上粮食的这三类长途运输，都属于特殊情

况，它们并不能激励商品市场的发展。 其实这三种

情况正好从反面说明，正常情况下中国粮食是无法

实现异地交易的。
（４）中国古代无法形成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交

易市场

能够参与市场交易的物品，与物品本身能否承

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密切相关。 相同重量的货物

按照价值高低，可以大体区分为高值货物、中值货

物和低值货物三类。 粮食可以看做是“中值货物”，
比粮食价值高的货物称为“高值货物”，反之则称为

“低值货物”。 由于运费与货物重量成正比，而与货

物的价值无关，所以高值货物的运费与其高额的价

值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这决定了它们能够承受远距

离的运费。 正因为如此，几千年前人们就开始进行

这些物品的远距离运输和交易。 历史上那些越大

洲、跨大洋的贸易，如中国北方通往“西域”的 “丝
绸之路”、南洋群岛通往阿拉伯世界乃至欧洲的“香
料之路”以及中国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外地货物，基
本上都是“高值货物”。

“低值货物” （又称为“笨重货物”）则相反，它
们体积大、重量大，因而运费也大。 由于本身价值

很低，所以运费与其本身的价值相比就显得非常

高，有时运费甚至超过货物本身价值好几倍③！ 砖

瓦、石子、河沙等建筑材料是最典型的“低值笨重货

物”，古代条件下它们只能在产地附近销售。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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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米市”都是“五口通商”之后发展起来的，并不是粮食市场自发发展的结果。
根据孙彩红（２００７）归纳的资料：唐贞观十六年，斗米值 ５ 钱。 可高宗永淳元年关中饥馑，斗米竟 ３００ 钱（贵了 ６０ 倍）；五

月乙卯，关中先水灾、后旱煌，斗米达 ４００ 钱（贵了 ８０ 倍）。
清代著名改革家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三书》中说：“以北口之皮，京师之煤，天津之货，作货者人四百，而运货者人六百，

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实际上也是认识到中国陆路运费太高，运费甚至等于货物产地价值的一倍半。



块根、水果、木材、海鲜等农林牧渔产品也大都属于

“低值货物”，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所以只

能在本地农户之间互通有无，难以形成辐射范围广

阔的大市场。 从这一角度说，欧洲西北部能够形成

辐射距离达几千公里的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实在

是因为那里具有发展商品市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粮食所能够承受的运输距离，应当介于“高值

货物”和“低值货物”之间。 在中国，由于粮食无法

实现异地交换，所以比粮食价值还低的农林牧渔基

本产品也就更无法实现异地交换了。 因此，鸦片战

争之前，中国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就一直没有发展

起来。 那么，在汉、唐、宋、元、明、清的历史记载中，
何以有不少商品市场繁荣景象的描述呢？

（５）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商品

历史上参与市场交易的产品，大部分都属于我

们所说的“高值货物”，如金银、珠宝、玛瑙、象牙等

“贵重物品”和棉麻、丝绸、毛皮、香料、茶叶等“特殊

物品”。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地中海世界，其
商品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莫不如此。 不过也正因为

它们价值高，导致普通百姓消费不起，所以它们的

交易“繁荣”对市场交易手段的发展并没有多大促

进作用。
河南朱仙镇的兴衰，对我们认识古代市场上所

交易的物品很有价值。 朱仙镇位于开封西南 ２０ 公

里处，根据何一民（２００８）的介绍：１３４４ 年（元代）贾
鲁受命治河，他对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故道清

沙起淤，疏浚河道，引京索须郑之水，经郑州、中牟，
从朱仙镇汇人古运河，南达于淮，该河现今仍叫“贾
鲁河”。 朱仙镇依托贾鲁河的航运和开封的消费，
很快发展起来，成为明清时期四大名镇之一。 康熙

年间朱仙镇有商铺 ６２０ 余家，它们销售的外地物品

有：从山西、陕西运入的皮毛、木材、铁货、桐油，从
北京、天津运入的食盐、杂货，从江西、福建运入的

茶叶、瓷器、纸张，从江浙运入的绸缎、鞋帽和从湖

广运来的大米、糖、首饰和茶叶等。 朱仙镇一直繁

荣到 １９ 世纪中叶。 １８４３ 年 ７ 月，黄河出现特大洪

水，在郑州花园口一带冲决堤坝，泥沙淤塞了贾鲁

河，从此舟楫不通，朱仙镇的经济急剧衰败。
一方面，朱仙镇是依靠人工交通水道贾鲁河的

航运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朱仙镇市场上销售的

物品，主要就是我们称之为“高值货物”的外地商

品，因为只有它们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 由

于经营一般农林牧渔基本产品不能赚钱（实际上是

得不偿失），所以也没有人经营。
有意思的是山西、陕西所产笨重物品———木材

也能够运到遥远的朱仙镇市场销售。 这是山西、陕
西的商人利用黄河支流沁河、渭河发大水的有利条

件，将砍伐下来的树木顺水漂流到朱仙镇来的。 如

此利用流水做动力，运输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才能够实现木材的异地交易。

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大米。 大米在南方是基

本农产品，价格并不昂贵。 但是沿长江进入淮河支

流颍河，再逆水而上沿贾鲁河辗转运到朱仙镇，销
售价格中就必须包括运费、交易费用和适当利润，
于是就成为一般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大概只

有开封和附近城镇的富户才有能力消费。 就消费

来说，事实上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大米还是北方农

民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北方有的农民为了吃上

大米，就从南方引进种子种植“旱稻”。 这一选择反

过来说明：由于运输费用太高，农民与其交换外地

运来的产品，还不如调整结构种植所需产品来得合

算。 调整种植结构的选择，使得各地都形成了“小
而全”的农户：农户只为满足家庭消费生产，只有自

己不能生产的盐、铁等产品才从商贩那里购买，于
是社会也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

农户必须购买盐、铁产品，也使经营盐、铁产品

能够赚钱。 可是统治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汉代就

开始实行垄断经营。 国家垄断经营的高额收入实

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其对市场发展却几乎没

有什么作用。
从商品自身的特点来说，经营中药材也许是唯

一能够使民间商户稳定赚钱的生意。 中药材“荒年

是草，丰年是宝”。 承平年代人们有点小病就赶快

求医问药，社会对药材的需求量大，交易总量也大。
清代安徽亳州、河南禹州、河北安国、河南辉县、江
西樟树都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药材市场。 电视

剧《大宅门》中的白家就是依靠经营药材兴盛起来

的。 不过从经济学角度说，药材世家只是利用“药
材”这种特殊商品，把广阔地域的“农业剩余”集中

了起来。 而药材市场本身来的发展，则很难说对经

济有多大促进作用。
（６）抑商政策是商品交换难以盈利的结果而不

是原因

学者们往往把历朝历代实行的抑商政策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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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实这是倒果

为因的说法。 实际上，由于基本产品的交易无利可

图，所以普通商贩就只好行奸弄巧（因而被称为“奸
商”），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因而被称为“私贩”）。
从经济角度看，商贩向国家提供的税收，甚至弥补

不了国家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税收收入不够税务

人员发工资），所以在统治者看来，商贩对社会就只

有负面作用，于是都提倡以农为本，采取抑商政策。
甚至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严厉打击农民“弃
农经商”。 当然，抑商政策肯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

利。 不过由于我们前述的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

抑商政策，中国大范围的基本产品的交换市场也不

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四、结论与启示

古代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心一直在地中海地区，
那时交易的物品主要是被称为奢侈品或准奢侈品

的高值货物，但也因为它们价值高，所以消费量很

小，对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并不大。 欧洲西北部的

北海沿岸（西欧），地区之间地理条件差异大导致自

然产品差异大，又有广泛的水路可供运输之用；人
口增长迫使人们迁移到那一带以后，人们就开始了

广泛的市场交易。 公元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年，农林牧渔基

本产品的交易市场逐渐发展起来。 基本产品的大

批量交易使广大农民也能够根据本地优势安排生

产，从而获得了“比较利益”，这使他们有能力消费

更多的日用制造品甚至奢侈品，从而大大增加了制

造品的销量（在欧洲主要是毛纺织品的销路越来越

广）。 销量增加激励制造商扩大生产规模，雇用更

多工人进行生产，于是精细分工、技术创新、科学诞

生和发展、机器发明、制度变革等合乎逻辑的发展

过程就出现了，最终带动了社会进步乃至向工商业

社会的转型。
古代中国市场上交易的物品也大都是高值货

物，它们对社会进步没有多大促进作用。 中国农林

牧渔基本产品的差异太小并且往往缺乏水路运输，
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其所需产品还

没有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来得合算，结
果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就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缺

乏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激励，生产扩大、
分工发展、技术进步、科学诞生和发展、制度变革等

就都无从谈起，当然也就谈不上向近代工商业社会

自发转型了。
市场发展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发挥地

区优势、实现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生产

效率，发展交通设施、降低运输费用可以促进市场

发展。 这些基本论点和原理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

和指导经济运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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