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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想理解今天的世界经济乃至整个世界，就必须了解它产生的那段历史。
当今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体系，并非凭空而生；而是肇始于历时近千年且曲折动荡的世界经济发展进
程，而这一进程主要受制于世界各区域之间交往方式的不断变化，除了贸易、移民和投资外，还有政
治和文化的相互影响。
罗纳德·芬德利、凯文·奥罗克编著的《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的主旨就
是要诠释过去一千年来世界各区域的贸易模式及其演进、全球范围的长期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以及
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众多有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历史著作相比，《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
》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破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方法，以世界七大区域为单元，概述
它们在过去1000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域际贸易流动及各区域内的大国兴衰。
二是突出军事力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后的帝国
主义时代，军事强权和国家富足都互为补充、共同促进。
三是强调地缘政治既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因，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结果。

本书还利用当代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大量经验证据，系统分析了重大历史事件，如黑死病、蒙古大征服
、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对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分析了贸易、殖
民地在西方世界的崛起及其现代经济增长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是一部跨越千年的经济史巨著，透过时光之门，探寻世界经济体系与大国兴衰的历史印迹。

史料丰富、视角独特、观点独到、历史感厚重、现实感强烈，是当前危机时期反思现行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预判未来政治经济走势的难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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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俄罗斯的陆上贸易
 结论
第六章 贸易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时期的贸易
 贸易、海外扩张和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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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第七章 1780～1914年的世界贸易：大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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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第八章 1914～1939年的世界贸易：反全球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后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商业政策
 运输成本
 世界贸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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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萧条、世界贸易崩溃和发展中国家
 奥斯曼帝国的覆亡
 结论
第九章 重启全球化：历史视野下的20世纪后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地缘政治后果：共产主义、冷战和反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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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第十章 21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的未来：经济挑战
 全球化的未来：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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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时，用大帆船将丝绸以及其他亚洲产品运往阿卡普尔科深港的需求很强劲。
按照西班牙官方的规定，能在阿卡普尔科购买进口货的只有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居民。
但事实表明，官方不可能阻止秘鲁总督辖区居民讲人阿卡普尔科；甚至在马尼拉也无法通过其代理来
施行政令。
在1600年前后，抵达阿卡普尔科的上等丝绸会被人从韦拉克鲁斯运到西班牙本士（Parry，1967，第209
页），这是一种低廉高质的日用品，被视为非凡的贡品，尽管当时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通道已经连接在
一起，但丝绸仍是富有竞争力的抢手货。
前往墨西哥城和利马观光的欧洲久都很受震撼，他们看见当地人普遍披丝戴绸，其中包括混血儿甚或
印第安人；而当地阔绰的西班牙人所展现的奢侈程度，已经超过在欧洲任一首府所能见到的浮华之风
。
 墨西哥丝绸业被中国丝绸打击得体无完肤，它通过使用进口的中国生丝才得以生存下去。
阿特韦尔（1998，第409页）援引了一份资料，说从马尼拉进口的中国生丝养活了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
的1.4万名纺织工人。
而舒尔茨（第190页）的主张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惊讶。
他说大帆船贸易的利润率在100％～300％之间，而非略多于80％的官方限定水平。
地方行政长官和总督之类的“知名人士”运用自己在稀有货舱空间方面的使用特权，牟取了巨额财富
。
舒尔茨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位16世纪著名的航海家。
他一开始装载了价值200达克特的西班牙和佛兰德产品；接着在马尼拉，他用这些产品换取了价值1
400达克特的丝绸产品；最后，他在阿卡普尔科卖掉这些丝绸，所得净利润为2 500达克特。
然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丝绸的需求却压缩了大帆船贸易的利润空间；不过
，大帆船贸易仍在继续，一直到1815年方才告终。
 4荷兰崛起为世界贸易的霸主 16世纪最后10年的时代特征是，荷兰崛起为世界经济的霸主。
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8世纪期间一直牢牢掌控着贸易霸权，直至最终被
英国打败。
独立前，荷兰境内包括西班牙领地在内，共有17个行省。
，其中的7个北方行省因为无法忍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苛政，在16世纪60年代末期发动了起义。
他们在1579年组建了一个自卫性质的联盟——“乌得勒支同盟”，接着在1581年宣布独立，脱离西班
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南部行省，包括高度发达的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则被西班牙和天主教派留
在了西班牙王国内，但是在此之前相当多的富人和技术熟练的异教徒已经向外移民到北部行省。
布拉班特的安特卫普自15世纪之前的某个时间开始，就一直是欧洲局部地区的主要商业中心，可如今
却基本毁于荷兰人的敌意以及对斯凯尔特河的长期封锁，后来没过多久就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所占领
，当时在七大联合行省中，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最多，也最为富庶。
该省人口在1600年约为5万人，到1620年就翻了一番，而截至1650年时已增至20万人。
 荷兰共和国是商人寡头政权，有些像威尼斯，但远非简单的城邦制。
其人口在100万～200万之间，大致上与葡萄牙相当；其内陆地貌变化多样，且富饶多产。
新生国家的执政阶层大多来自奥兰治世家，是被视为“国父”的‘‘寡言威廉”（卒于1584年）的后
裔。
他们不仅掌握着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行省的省长职位，而且还负责指挥荷兰的国家军队。
该共和国的主要联邦机构就是国家议会（States General），议员聚集召开会议的地点则是海牙。
这个新崛起的共和国的主要优势就是，其经济体制是当时欧洲最有生产力、最有效率的体制，意大利
则在15世纪中期达到其巅峰。
在农业方面，荷兰专注于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如家畜饲养和乳品业，而非耕种庄稼；这为工业和服
务业释放出了大量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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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今天的全球化经济源于千年以来欧、亚、非国家（以及后来加入的美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
、文化和技术往来。
不了解这一历史过程，则不可能正确理解今天的全球经济。
本书由国际贸易学界的领军经济学家所著，跨越了经济学与史学之间的鸿沟，填补了世界贸易史文献
的巨大空白，也让关心中国和全球经济、政治、商业、贸易、大国崛起（衰落）的读者大开眼界。
　　——许成钢 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思维方
式的精髓之一，是执两端守中庸。
如果把经院经济学关于增长和贸易的理论当做一端，本书讲述的可谓是另一端。
强权与暴力对市场拓展的决定性影响，在颠覆基于比较利益和自愿之贸易逻辑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
对经济史的理解。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广博厚重、立意高远、
成就斐然。
两位作者表明，国际贸易是我们全面理解上一千年世界经济史的指路明灯。
　　——巴里·埃肯格林 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　　　　贸易一直是国际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基础。
但是，这本历史研究的前沿巨作指出，贸易也是国家之间竞争和军事冲突最常见的原因。
在探讨贸易对国家富强和战争的作用方面，可谓无书能出其右。
两位作者对文献的驾驭能力堪比当年大英帝国对全球的统治。
　　——尼尔·弗格森 哈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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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强权与富足》还利用当代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大量经验证据，系统分析了重大历史事件，如黑死病、
蒙古大征服、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对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分析
了贸易、殖民地在西方世界的崛起及其现代经济增长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是一部跨越千年的经济史巨著，透过时光之门，探寻世界经济体系与大国兴衰的历史印迹。
史料丰富、视角独特、观点独到、历史感厚重、现实感强烈，是当前危机时期反思现行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预判未来政治经济走势的难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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