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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贸易背景下英属新英格兰
地区经济分工的发展初探

王 伟 宏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殖民地时期,英属新英格兰出口及转运贸易的日益繁荣,形成长期的市场有效需求,推动该地

区经济分工的发展,在各个殖民地之间,以及单个殖民地内部区域之间,都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分工。在总体

上,各个殖民地陆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进大西洋贸易体系。而且,殖民地之间的区际贸易快速增长。

因此,新英格兰作为一个统一的地区市场逐步成熟,地区分工关系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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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殖民地到17世纪中期,英属北美的新英格兰经过各种努力逐步确

立了经济发展的商业化方向①。17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新英格兰出口及转运贸易的日益繁荣,外
部世界长期的市场需求推动殖民地经济分工的发展,在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之间,以及单个殖民地

内部区域之间,都形成了如沃勒斯坦所说的动态的“市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经济地理结构②。
总体上,新英格兰的各个殖民地陆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进大西洋贸易体系。在此过程中,殖
民地之间的区际贸易快速增长;新英格兰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逐步成熟,地区分工关系趋于稳定;
各个殖民地发挥比较优势,确立本地区的主导产业,竭力扩大各类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效益,并以

此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进而将更多的地区和人口纳入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单个殖民地内部各个区

域之间的经济分工同样日益凸显。关于该问题,国内学界尚无专门的研究成果,而美国学界虽然有

从外部或内部因素分析新英格兰的经济增长,但对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分工发展却鲜

有研究③。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大西洋贸易的外部市场拉力和殖民地本身市场需求的增长双层市

场动力来探讨英属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分工的发展,以为更好地理解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中地区经

济与外部市场的互动关系,从而丰富学界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北美殖民地经济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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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分工的双层市场动力

在英属新英格兰经济分工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内外两种市场动力的驱动。一是来自大西

洋世界的外部市场需求,二是来自其他殖民地或内部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但是,这两种市场动力

在不同殖民地的不同时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那些建立较早,或者距离海岸或河岸较近的地区,
更早地参与了大西洋贸易。反之,那些建立较晚,或者距离海岸或河岸较远的地区,参与大西洋贸

易的时间稍晚一些。但在总体上,大西洋贸易就如上涨的潮水逐渐淹没越来越多的地区,成为新英

格兰殖民地地区经济分工的重要推力。与此同时,殖民地内部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成为地区经济

分工深化的侧翼力量。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各个殖民地对大西洋世界市场需求增长的

回应不同。并且,各个殖民地能够向大西洋世界市场提供的产品种类或商业服务之变化,也反映着

它们各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迁。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大西洋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英属或法属

西印度群岛等种植园经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强劲和持续的市场需求。与北美南部殖民地

不同,新英格兰缺少在欧洲市场上出售的大宗商品,而且发展农业的土壤也不如中部殖民地。所

以,它的发展并不像其他殖民地那样依赖于奴隶制,但是它“仰赖长途贩运奴隶制出产的各种产品:
蔗糖、烟草和咖啡”。也就是说,跨洋贸易和种植园联合体经济支撑了新英格兰的海事经济[1]。新

英格兰在回应这种市场需求的时效上和能提供的产品类型上都力争上游,发挥比较优势,日益扩大

与奴隶制种植园地区的贸易。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马萨诸塞最先通

过初级产品出口获取了大量利润,积累了经济增长模式向更高层次转变的资本。到17世纪80年

代,该殖民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超过当地农业的生产供给能力。但是,它依靠强大的船运能力,
成为大西洋世界重要的商品贸易转运中心。其中,英国的纺织品和金属制品、西印度群岛的蔗糖、
糖蜜、康涅狄格的粮食、新罕布什尔的木材、纽约的皮毛、缅因的鱼类,都通过马萨诸塞的波士顿等

港口川流不息,远销海外[2]21-22。因此,在新英格兰的所有殖民地当中,马萨诸塞最先实现经济增长

模式的转变,即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变为船只出口和转运贸易为核心。
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包括康涅狄格、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等殖民地,在直接参与大西洋贸

易的时效性上普遍落后于马萨诸塞,而且规模也比马萨诸塞小很多。这些殖民地在大部分时期内

充当了马萨诸塞出口贸易的货源地。也就是说,这些殖民地在马萨诸塞主导的地区经济贸易中,处
于附属或半边缘地位的角色。例如,康涅狄格殖民地,在1680年以前,主要致力于生存型的生产和

防卫,特别是防卫的大量支出,削弱了其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能力[3]。罗得岛殖民地,直到18世纪初

开始,大规模参与奴隶贸易之后,它在大西洋贸易体系中地位才逐步上升。而新罕布什尔,一直都

是马萨诸塞木材出口重要供应地。大多数时候,其并非直接参与大西洋贸易,而是作为马萨诸塞的

附属。尽管如此,这些殖民地都因大西洋贸易———这个外部市场力量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而加快各

自的经济商业化进程和地区经济分工的发展。
与此同时,殖民地内部市场需求的增长推动新英格兰地区经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17、18世

纪之交,在海外贸易增长的同时,殖民地人口快速增长、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对各类农产品的需求增

长,这进一步推动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商业化。例如,波士顿以及其他港口市镇,人口的快速增长,
导致养牛、养鸡和种园子的空地减少。18世纪中期,有2.5-3万人生活在波士顿、塞勒姆、普罗维

登斯等镇,这些市镇人口越来越依赖于周边农民的供应,如肉类、蔬菜、水果、黄油和面粉等[4]210。
因此,市镇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周边及更远地区的农民因地制宜地开展并扩大市场化生产,久而久

之形成专业化。从地理空间分布看,木材业集中在新罕布什尔和缅因,粮食生产日益集中在康涅狄格

河谷和马萨诸塞的米德尔塞克斯和东伍斯特郡。牲畜饲养集中在新英格兰南部沿岸的山丘和沙土地

带,奶制品生产集中在市镇附近[5]。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受内外两种市场力量的驱动,新英格兰各

个殖民地日益被整合进一系列地方或海外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网,日益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联结

进更大的省区和大西洋世界市场,并进而实现地区经济分工的稳定,地区间的经济互补性不断加强。



二、地区经济专业化的动态趋势

在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参与大西洋贸易和地方经济的过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并且这

种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外部市场和自身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调整。也就是说,其各自在大西

洋贸易中的地位,因时因地的发生改变。在整体上,所谓“经济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经济地理结

构,无论是在大西洋贸易体系,还是在地方经济体系中,都处于复杂的动态变化之中。

17世纪末期以后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新英格兰经济的中心,是大西洋

世界的产品集散中心,其他殖民地的产品基本上都经由波士顿运输到大西洋世界各地。马萨诸塞

在本地出产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转运贸易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640-1710年,马萨诸

塞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6~2.0%之间,这一比率按17世纪的标准看,是非常快的[2]22。但

是,到18世纪中期,北美其他殖民地日益直接参与大西洋贸易。因此,马萨诸塞作为商品集散中心

的地位随之下降,波士顿逐渐被纽约和费城这些后起的贸易中心超越。同时,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内

部经济分工日益发展。波士顿、塞勒姆等这些港口城市的不断增长,推动外围地区的生产结构调

整。例如,波士顿周边的农民,不仅供应城市居民,而且将产品卖给出口商。戴德镇的农民生产大

量的蔬菜供应市镇。伊普斯维奇的农民生产大量牛羊向波士顿供应优质牛肉。萨德伯里会在冬季

时把他们的羊赶到波士顿出售。虽然安多佛,距离市镇较远,但是当地农民也把玉米运送到市场销

售[4]205。所以,这些外围地区的人口日益依赖港口市镇消费其生产的各类产品,自觉地充当了港口

市镇的半边缘地区或边缘地区,分享着市镇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机遇。市镇则主要向这些周边地

区提供各类制成品和信贷服务。
与马萨诸塞相比,康涅狄格直接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时间较晚,但在18世纪,逐渐摆脱对马萨诸

塞的依赖,开始独立地参与大西洋贸易。因此,其在地区经济分工中的角色变得更为复杂。同时,
康涅狄格内部也出现程度不同的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如同马萨诸塞一样,康涅狄格市场经济

的发展路径,主要以出口贸易带动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贸易对象和产品类别都与马萨诸塞

毫无二致。它也是因为在西印度群岛市场的开拓、沿海贸易的扩展和造船业规模的扩大等因素,导
致其参与大西洋贸易的程度得以深化。在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方面,康涅狄格主要向对方提供各

类农副产品,特别是马匹和木材,并从西印度群岛运回蔗糖、糖蜜、朗姆酒和盐等必需品。这些产品

出口的增长上培育了该地区的经济专业化。
在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很多地方,农民生产多种经济作物,而且饲养牲畜主要是为了出口。在一

些地方,肉类和乳制品的生产超过粮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导类型。这种专业化趋势的出现,
除受外部市场需求的推动之外,也是因为农民学会了对不同土地类型的有效利用,特别是建立在山

地、丘陵地带的新殖民地更适合发展畜牧业。因此,这些地区成为固定的农产品需求市场[6]。在农

业商业化的同时,康涅狄格也开展各种手工业和制造业。1730年,康涅狄格总督及议会提交给英

国“贸易与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近十年来,我们建造了大量船只出售到波士顿、西印度群

岛、陛下的其他殖民地、布里斯托等地。”但是,“我们的制造业不值一提,这里的居民一般从事制革、
制鞋和其他手工业,以及建筑、裁缝、铁匠,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生存”[7]。从这些报告的内容不难

看出,康涅狄格的制造业总体水平比较落后,主要还是依赖于外部市场的供应。
在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康涅狄格都是作为马萨诸塞出口贸易的附属,其通过向对方提

供各类农副产品换回所需的各种英国制成品和热带地区产品。但是,18世纪中期,康涅狄格试图

摆脱对马萨诸塞中间商的依赖,试图独立地、直接地与西印度群岛、英国和其他北美大陆殖民地开

展各种商品贸易。例如,该殖民地的商人将目光转向纽约,与纽约的殖民者进行大量贸易。同时,
一些康涅迪格的商人成为英国商品的进口商,直接从英国进口各种商品。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发

现,“纽约的产品多与康涅狄格相同;他们与英国的贸易,更难获得利润”[8]。所以,最终,康涅狄格

还是更多地依赖与马萨诸塞的贸易。



罗得岛在大西洋贸易中的地位,除了一些农副产品出口之外,更主要的是依赖奴隶贸易的扩

展。1700年,这里的商人首次尝试开展奴隶贸易,他们乘坐3艘船,去往西印度群岛,并于8个月

之后在巴巴多斯卸下284名奴隶。此后,奴隶贸易的份额不断扩大,逐步成为该地区经济商业化的

重要推力,各种经济生产活动日益服从和服务于大西洋奴隶贸易。例如,1709-1775年间,罗得岛

的奴隶贩子去往非洲513次贩运黑奴,向新大陆运送了将近6万名非洲黑奴[9]309。奴隶贸易不仅

给罗得岛的商人提供了获取巨大利润的途径,而且为其他阶层的人口提供了各种工作机会,包括水

手、造船工、木匠、索工等。而且,该地酿酒业的发展也与奴隶贸易息息相关,雇佣了大量人员。与

此同时,该地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推动经济商业化的发展。到美国独立战争前,罗得岛的居民

数量约为59678人,其商业类型基本与马萨诸塞一样,但很少或不建造船只。该地制造业也较为落

后,鲸蜡是主要的制造业。[10]因此,罗得岛在内部的经济专业化方面进程比较缓慢。
新罕布什尔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都是作为马萨诸塞的经济外围,服务于马萨诸塞的出口经济,

成为大西洋世界中重要的原木和木材制品供应地。其依靠马萨诸塞的商人出口本地产品,主要以

初级产品为主,包括木材、鱼类、毛皮等。到18世纪30年代,每年由波士顿商船从这里运走的木材

和鱼类价值约5000英镑。而依靠自身船只,每年出口到西印度群岛和欧洲的货物总值为1000英

镑。同时,该地从马萨诸塞进口各种英国制成品,年进口总值为5000英镑[11]。该地的制造业主要

以船只和各类木材产品加工为主,例如:木板、桶板、木瓦、船桅、房梁、箱子、桌子、橱柜、椅子等,大
多销往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12]。至于该地的内部经济分工,发展则比较缓慢,多样性的商业经济

发展较为落后,因为人口数量较少、内部市场需求不足等方面制约了经济专业化的发展。

三、地区经济中心的辐射效应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每个经济世界都有一个极点,都有一个城市作为其商业活动的

后勤中心:信息、货币、资金、信贷、商人,指令和商业信件潮水般地向这里涌来,又纷纷向各地四散。
一些中转城市包围着极点,与极点相隔或长或短的距离,但他们都配合极点的活动,更经常的则是

(甘心)扮演次等角色。它们的活动依中心城市的活动为转移,分发或转运中心城市交托他们的物

品,依赖或接受中心城市的信贷。”[13]按此观点,在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分工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

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经济中心,这些中心由沿海港口向内陆市镇呈点状分布,并且彼此相连,发挥

着商品集散、信息传递和商业服务的经济功能。
波士顿成为新英格兰最早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该地地名源自英国兰开夏的一个小镇。波士

顿位于马萨诸塞湾底部,建造有多个与港口连接的码头,其中最大的叫“长龙码头”(LongWharf)
(修建于1711年),长800英尺,大型轮船可以轻松装卸,一次可进出50艘船[14]198。17、18世纪之

交,波士顿作为新英格兰的经济中心,在交通条件和商品服务等方面都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当时

一位在波士顿的英国商人给家人的信中描述到:“波士顿在陆上与南部各镇有多条道路相通,沿岸

最主要的建筑就是房子和各种仓库。沿街的建筑排排相连,拥有各种精美的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

商品。有许多铺着卵石的宽阔街道,还有设计美观的砖石结构房屋。”[15]充满市场机遇的波士顿对

周边地区极具吸引力。例如,一个波士顿以北数公里的小镇,需要从波士顿购进各种必需品,并卖

出本地产品。在西南的戴德镇生活着许多饼干制作人和屠夫,他们的产品在波士顿有很好的销路。
布伦特里和韦茅斯向波士顿供应牲畜和木制家具,欣厄姆向波士顿供应木材、皮货、木板、桅杆和食

品等[16]62。这些周边地区,成为波士顿的经济外围,经济商业化的地区因此扩展。
到18世纪前半期,波士顿的商业经济持续繁荣。例如,1714年,每月有40艘船只出港。到

1730年,马萨诸塞有500艘船只,5000名水手。但到1740年,单波士顿就有大小船只300到400
艘。1750年,从波士顿出港的船只每年多达1000艘[16]117-118。波士顿的繁忙也反映在该地人口的

快速增长。到1756年,波士顿的人口达3万人,和英国的布里斯托一样大,而且,可以和英国伦敦

之外的任何市镇相媲美[17]。作为地区经济中心,波士顿通过定期开办集市发挥经济功能。除每周



四的集市外,波士顿每年都会在5月第一个星期二、10月最后一个星期二举行大型集市,每次为期

3天[14]197。同时,作为殖民地社会物质生活的“标杆”,波士顿成为外围地区竞相模仿的对象。消费

新产品、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成为周边地区众多人口扩大市场化生产的不竭动力。这些人敏锐地感

知波士顿的市场变化,调整家庭经济结构和劳动力配置。而这种调整进一步推动殖民地经济结构

的整体变迁,创造并扩大原为自给的生活必需品市场,推进家庭、市镇和地区的经济专业化水平。
从单个家庭到地区经济再到国际经济都逐渐被整合进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中。

罗得岛的纽波特逐渐成为新英格兰的第二大经济中心。纽波特位于罗得岛东南沿岸,1639年

建立,具有像波士顿一样的良港优势,甚至比波士顿更好。当时有一位殖民地的观察家描述到:“比
起波士顿,纽波特在冬季,它是温暖的外套,在夏季,它是凉爽的外衣。而且在其周围拥有众多的岛

屿,这使其避免了狼的进入,而狼在大陆上一直都是牛羊的威胁。”[18]但是,在该殖民地建立后的很

长一段时期内,其经济规模和辐射效应都微不足道。1675-1676年,“菲利普王战争”使罗得岛原

本弱小的经济雪上加霜。因此,当地商人开始努力寻求各种收入来源。他们把当地出产的猪肉、牛
肉、蔬菜和奶制品,甚至马匹出口到西印度群岛,然后换回蔗糖、糖蜜,再加工成朗姆酒出口到西印

度群岛[19]。从此,纽波特的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扶摇直上。此后,随着奴隶贸

易的繁荣,到18世纪中期前,纽波特发展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市镇。该镇的商业精英通过与西印

度群岛的贸易、掠夺商船和在战争期间与英国的敌人进行贸易来获取利润,然后投资于该镇的工

业,包括酿酒厂、面粉厂、造船厂和制帽厂。1720-1742年间,该镇人口增长了63%,总人口达

6200人。到1742年,纽波特商业更加繁荣,甚至在加勒比贸易和沿岸贸易上都超越了波士顿。

1743-1775年,纽波特的人口从6200人增长到11000人,其作为北美贸易港口,进入了黄金时

代[9]311-312,315。这种对外贸易导向的经济类型,使得该镇内部本身,以及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依赖程度

不断深化,其作为地区的经济中心,将周边地区纳入它的市场经济体系当中。
新英格兰17世纪的许多村镇在18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成为重要的二级商业中心,包括港

口: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马萨诸塞的塞勒姆、马布尔黑德、格洛斯特,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布里

斯托,康涅狄格的纽黑文、新伦敦和诺威奇;内陆商业及行政中心:马萨诸塞的伍斯特、斯普林菲尔

德,康涅狄格的米德尔顿[20]。例如,1710年,一位船长提到:“塞勒姆的居民很勤劳,并且该镇承担

了与南部殖民地的大量贸易,还有与亚马逊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贸易;该镇从英国进口了大量制成

品,以船只进行支付。”[21]另外,马萨诸塞的格洛斯特在18世纪前40年,随着海事产业和跨洋贸易

的增长,其由一个死气沉沉的偏远小镇转变为一个忙碌的海港,成为新英格兰一个木材产品、鱼类

产品贸易和转运中心[22]。再如,罗得岛的布里斯托,在18世纪中叶,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

中心,该地多数市民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向西印度群岛出口各种加工产品、马、鱼等,然后换回咖

啡、糖蜜、蔗糖和热带水果,并把糖蜜加工成朗姆酒,再将其用来扩展在西非海岸的奴隶贸易[23]。
这些后起的二级商业中心成为新英格兰殖民地后期经济商业化向内陆扩展的重要媒介。

另外,康涅狄格的纽黑文,作为新英格兰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港口,主要与西印度群岛贸易往

来,出口马匹、牛、猪肉、牛肉、牛油、木材,进口西印度群岛的产品。到18世纪70年代,该地拥有

108艘船,总吨位71700吨,水手756人。该地每年从英国进口制成品和印度商品的总值为4000英

镑。从波士顿和纽约运来的欧洲和印度商品,年总值4万英镑。该地也向法属殖民地运送马匹、
牛、木材,换回蔗糖、糖蜜,平均年总值3000英镑。另外,新伦敦也主要与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该

地有72艘船,总吨位3247吨,雇佣了406名水手。此外还有20艘沿岸船只,雇佣了90名水手。该

地主要从纽约和波士顿进口各种消费商品,年总值15万或16万英镑。他们还与法属和荷属的西

印度进行贸易,还有直布罗陀和巴巴里,向这些地区运送马、牛、羊、猪、食品和木材,向直布罗陀和

巴巴里运送面粉、木材、朗姆酒和各种产品,年总值5万英镑[24]。这些港口作为地区的经济次中

心,经济辐射的效应同样不可忽视,如其他重要的港口市镇一样,都具有聚拢周边及更远地区产品

再向外出口的功能,它们同样也是地区物质生活变化的重要参照中心。



总之,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英属新英格兰的经济与外部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外部

市场需求的增长推动其内部经济分工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港口市镇为中心的经济地理格局,
殖民地之间及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之

间,以及新英格兰与外部世界的彼此依赖程度日益加强,殖民者为满足对外部商品消费的需求,不
得不扩大经济商业化生产,从而进一步推动当地商业经济的繁荣,这为后来美国工业化的开展奠定

了重要基础。可以说,大西洋世界经济的繁荣在缔造一个又一个欧洲强国的同时,也缔造了新英格

兰的繁荣,当然新英格兰各个殖民地依据自身优势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成为其经济繁荣的关键,这
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所涉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无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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