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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演进中的突破之“中世纪农商文明的诞生”
———基于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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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明是国家经济活动与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统一体ꎮ 从农耕文明转向农

商文明ꎬ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重大转变ꎮ 文明突破的核心在于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ꎮ
古代国家因农业革命、社会牢笼等始终为个体农民家庭提供公共产品ꎻ中世纪的西欧因

不太适合农耕的地理条件、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权力分割的封建国家长期存在ꎬ最早

开始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ꎬ成为农商文明的诞生地ꎮ
〔关键词〕文明演进ꎻ农商文明ꎻ国家经济活动ꎻ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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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降临苏美尔至今ꎬ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已历六千年ꎮ 纵观六千多

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ꎬ文明历经了两次突破ꎮ “文明演进中的突破”是指人

类文明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ꎬ它不仅意味着社会私人经济活动方式的变

化ꎬ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经济活动目标和国家行为的改变ꎮ 文明演进中的第一

次突破发生在 １０ 世纪的西欧ꎬ人类社会逐渐从古代农耕文明过渡到中世纪农商

文明ꎮ〔１〕为什么是长期落后的、处于人类文明边缘地带的西欧而不是此前遥遥

领先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河谷、印度河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爱琴海周边地区

率先完成了这次突破? 本文试图从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这一视角予以阐释ꎬ并
揭示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国家角色的历史性变迁ꎮ

一、何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

所谓“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ꎬ 是指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从维持自然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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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市场经济ꎬ国家从主要为个体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向为企业家等各类市场

主体提供公共产品转变ꎬ促进国家与社会走向持续合作的过程ꎮ
国家经济活动是相对于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概念ꎬ是人类社会公共经济活

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ꎬ它涉及国家从社会中提取私人产品及向社会提供公共产

品等内容ꎮ 人类来到地球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公共经济与社会私人经济

的界分ꎬ只有集体生存的共同体经济ꎮ 国家的诞生是人类经济活动史上的一次

伟大的革命ꎬ它将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区分开来ꎬ成为人类社会所

有分工中最重要的分工ꎬ〔２〕公共经济活动因此与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相分离ꎮ 然

而ꎬ国家的产生不意味着国家就此垄断了全部公共经济活动ꎮ 在人类文明的初

期ꎬ教会、贵族等仍然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ꎬ扮演着为社会成员提供部分公共产

品的角色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教会、贵族等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地位逐渐降低ꎬ国
家逐步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ꎮ 当然这并不排斥某些地方在特定时候

出现国家无力提供公共产品ꎬ而教会、贵族等担负提供公共产品责任的情形ꎬ如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ꎻ它也不表示一定要否定国家以外的组织从事公共经济活动

的权利ꎬ如现代国家有时将某些公共产品委托给社会组织来提供ꎮ 社会私人经

济活动的内涵是社会成员识别地球上的资源ꎬ直接利用或进行加工ꎬ生产出能够

满足人需要的产品等ꎬ人类经历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基础

上的市场经济、以工业生产力为内容的现代经济等几个发展阶段ꎮ 社会私人经

济活动离不开公共经济活动尤其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保障与支持ꎮ 可以说ꎬ人类

文明的演进就是国家经济活动与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ꎮ
国家经济活动建立在社会私人经济活动基础之上ꎬ服从、服务于社会私人经济活

动ꎬ随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变化ꎮ 但是ꎬ国家经济活动的作用从来就不是

被动的ꎬ它也会给社会私人经济活动施以巨大的影响ꎬ引导着社会私人经济活动

的发展方向ꎬ甚至促成社会私人经济活动内容的改变ꎮ 国家经济活动与社会私

人经济活动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社会从事私人经济活动ꎬ生产人们需要的各种产

品ꎬ并以一部分产品“供养”着国家ꎻ国家从社会中提取私人产品ꎬ保证自身的运

行以及为社会生产公共产品ꎬ确保社会私人经济活动能够持续下去ꎮ 社会私人

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的变化ꎬ必然会引起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内涵发生相应

的变化ꎮ 同样ꎬ如果国家经济活动发生改变ꎬ也会驱动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方式

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革ꎮ
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有三个方面的涵义ꎮ 首先ꎬ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经

历着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ꎮ 大约从距今一万到八千年前开始ꎬ农业革

命在亚欧大陆各地相继爆发ꎬ人类从游牧转向定居ꎮ 定居农业的出现极大地提

高了生产力水平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ꎬ有能力“供养”国家ꎬ人类得以迈入文

明时代ꎮ 农业革命后ꎬ社会的私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ꎬ但不等于没有市

场ꎮ 相反ꎬ要维持自然经济ꎬ必须有市场作补充ꎬ市场也早在国家诞生之前就出

现了ꎮ 恩格斯在分析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时曾指出ꎬ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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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ꎬ不仅有了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ꎬ而
且海外贸易也有了ꎮ〔３〕社会之所以在整体上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ꎬ原因就在

于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剩余物用于交换ꎮ 对社会绝大多数人即农民来说ꎬ耕
田种地为的是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生存的需求ꎮ 为了保证家庭经营能够维持

下去ꎬ农民不得不从有限的产出中挤出一部分用于市场交换ꎬ换回自身不能生产

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用品ꎮ 市场机制在商品流通环节上发挥作用ꎬ对农民的生

产过程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ꎮ〔４〕 手工业虽然是市场化的ꎬ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

所占的比重太小ꎬ既不会改变社会私人产品生产的形式ꎬ更不可能改变社会私人

产品生产的性质ꎮ 与此相适应ꎬ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必然是维护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ꎮ 到了中世纪中期ꎬ西欧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市场经济ꎬ国家在传

统的土地收入之外开辟出新收入的途径且新收入可能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

加ꎬ因而将经济活动的目标逐步转移到市场经济上来ꎬ支持市场的成长与发展ꎮ
其次ꎬ国家经济活动服务的对象从个体农民变为企业家ꎬ国家从主要为个体

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向为企业家等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共产品转变ꎮ 在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中ꎬ个体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ꎬ不仅生产了家庭成员

生存所需的产品ꎬ而且提供了国家维持自身运转以及保障社会生存、维护社会秩

序的大部分资源ꎬ围绕个体农民及其家庭的生产经营提供国防、秩序等公共产品

成为国家的不二选择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尽管社会也存在着市场ꎬ但手工业特别是

商业成了国家压制的对象ꎬ不管是东亚的中国、非洲的埃及还是欧洲的希腊、罗
马ꎬ无一例外地将“重农抑商”列为国策ꎬ阻碍商业的成长ꎬ〔５〕 以免市场侵蚀建立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ꎮ 在初生的市场经济中ꎬ虽然在生产力

水平上与自然经济并无大的差异(同为农业生产力)ꎬ但市场的地位发生了显著

变化ꎬ市场不是在个体农民家庭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ꎬ也不再仅仅充当

个体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补充ꎬ而是在个体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之外形

成的ꎬ是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独立发展的结果ꎬ因而市场能够独立发挥作用ꎬ开始

推动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家庭缓慢地转变为市场化的农场ꎮ 市场地位和作用的

变化使得企业家的正向功能体现出来ꎮ 美国学者鲍莫尔认为ꎬ任何社会都不缺

企业家ꎬ关键在于企业家从事的是“创造性生产”还是“破坏性生产”ꎮ〔６〕 在古代

农耕文明ꎬ企业家进行的是破坏性生产ꎬ“财富是政治、军事或宗教权力或地位

的报酬ꎬ而不是经济活动的报酬ꎮ” 〔７〕 在中世纪西欧ꎬ由于不存在官僚机构和常

备军ꎬ企业家广泛分布在企业(商业公司、手工作坊)和农场(个体农民家庭甚至

是封建庄园)中ꎬ受市场机制的支配ꎬ从事创造性生产ꎮ 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这

一变化ꎬ促使国家改变经济活动服务的对象ꎬ国防、秩序等有了新的意涵ꎬ它们不

再是国家为个体农民而是为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的公共产品ꎮ
最后ꎬ国家与社会走向持续合作ꎮ 在自然经济中ꎬ个体农民家庭是社会私人

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ꎬ生产在家长的组织下进行ꎬ不太需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合

作ꎬ协作的程度较低ꎮ 家庭生产经营只要求国家提供国防和社会秩序等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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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ꎬ并不需要国家介入到家庭的生产经营过程之中ꎮ 作为实现全社会范

围合作的国家的运行与作为社会私人经济活动过程中进行合作的家庭的生产经

营之间是脱节的ꎬ双方间的合作关系(国家为个体农民家庭提供国防、社会秩序

等ꎬ个体农民家庭为国家提供税收和各种赋役等)一旦建立ꎬ国家无须干预个体

农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ꎮ 这种合作关系因为国家内部的腐败、“马尔萨斯陷

阱” 〔８〕和游牧民族毁灭性入侵等不时中断和重建ꎬ因而是断续的ꎮ 市场经济则

不同ꎬ私人产品的生产是市场化的ꎬ为的是满足社会成员生存乃至于发展的需

求ꎮ 市场以各种合作形式将越来越多的人联合起来ꎬ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

高ꎬ在私人产品的生产上有着更高的效率ꎬ显示出巨大的优势ꎮ 美国经济史学家

爱泼斯坦认为ꎬ市场是一种以合作为基础的公共或集体产品ꎬ而合作却并非是免

费的ꎮ〔９〕显而易见ꎬ作为公共产品的市场由国家统一来提供是最有效率的ꎮ 以

国家介入到生产过程为契合点ꎬ将社会私人经济活动过程中微观层面的合作同

国家宏观层面的合作衔接起来ꎬ社会以向国家提供新的收入为手段约束国家的

行为ꎬ防止国家的腐败ꎬ国家则通过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建立统一法律体

系并严格执法、保护知识产权等支持社会ꎬ促进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ꎬ从而

形成长期的、持续的合作关系ꎬ正是这种合作将人类社会推上了农商文明的轨道ꎮ

二、古代农耕文明国家经济活动非市场化的根源

国家最初出现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河谷、印度河平原、爱琴海周边和黄河中

下游地区ꎮ 这些地方(爱琴海地区除外)位于北回归线至北纬 ４０ 度线之间ꎬ水
热同期ꎬ河流的定期泛滥带来了富含腐殖质的土壤ꎬ土质疏松ꎬ易于垦殖ꎬ夏季日

照时间长ꎬ特别适宜谷物生长ꎬ农业生产条件优越ꎬ因而最早开启人类文明ꎮ 早

期的人类文明是农耕文明ꎬ以利用土地、人力和畜力ꎬ种植谷物为主要特征ꎮ 个

体农民家庭是社会私人产品生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ꎬ社会私人经济活动主要表

现为个体农民家庭的生产经营ꎮ 个体农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是自给自足性质的ꎬ
虽然社会中存在着恩格斯所称的“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ꎬ但是ꎬ无论

是手工业者还是商人ꎬ在农耕地区都无法逃脱国家的控制ꎮ 观察这些地方的历

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ꎬ当它们处于列国并存、群雄争胜状态时ꎬ往往是商

业繁荣的年代ꎮ 一旦实现了统一ꎬ商业很快走向衰落ꎮ 究其根源ꎬ就在于商人缺

乏相对独立性ꎬ统一后的国家打压商人和商业ꎮ 由于个体农民家庭贡献了国家

所需的绝大部分税收和各种赋役ꎬ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ꎬ国家必然围绕个体农

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提供公共产品ꎬ如开疆拓土、抵御外来侵略、维持社会治安、兴
修水利工程、建仓救荒〔１０〕等ꎮ 依存于土地产出的国家ꎬ为了维系个体农民家庭

生产所需要的土地、灌溉等条件进行旨在占领土地的扩张ꎬ因而权力的集中统一

不可避免ꎬ以权力分割为特征的封建国家在农耕地区没有长期生存的任何可能ꎮ
这种权力集中统一的国家只会为个体农民家庭提供公共产品ꎬ不会也不可能出

台并执行推动整个社会私人经济市场化的政策ꎮ 简言之ꎬ国家经济活动非市场

—０１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８. ８学科前沿



化是普遍现象ꎮ
国家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化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一是农业革命剥夺了绝大多数人选择“谋生技能”的能力ꎮ 农业革命是继

人类学会采集—狩猎之后生产力的又一次革命ꎬ这次革命不仅直接引发了人类

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ꎬ而且还将世界分成为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ꎬ农耕地区由此

获得了比游牧世界高得多的生产效率ꎬ养活了比游牧世界多得多的人口ꎬ对游牧

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ꎮ 农耕地区的富庶引来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入侵ꎬ
他们迁居到农耕地区后学会了耕田种地ꎬ相应地缩小了游牧世界ꎬ扩大了农耕世

界ꎮ 但是ꎬ农业革命塑造出了独特的农耕社会ꎮ 称其独特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

解ꎮ 第一ꎬ与此前采集—狩猎社会相比ꎬ农耕社会相对固定ꎬ绝大多数社会成员

不像在采集—狩猎社会中那样为了生存经常流动ꎬ长时间定居于某地ꎬ在有限的

一生中很少离开生活的村子ꎮ 第二ꎬ与此后的工业社会比较ꎬ农耕社会是静态

的ꎬ不像在工业社会中那样ꎬ社会成员有较多的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机会而频繁

流动ꎮ 尽管农耕社会也存在着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的分野ꎬ但对于社会的绝大多

数人即农民来说ꎬ他们不可能变换职业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ꎬ只能依靠土地为

生ꎬ在长辈们的带领下ꎬ在长期的田间劳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经验、知识ꎬ在极其

有限的社会交往中型塑了他们的世界观ꎬ没有机会形成别的谋生技能ꎬ一旦离开

了熟悉的农耕世界就意味着死亡ꎮ 绝大多数人丧失了选择“谋生技能”的能力ꎬ
必然导致农耕地区一再选择耕田种地作为解决生存问题的根本之道ꎬ国家经济

活动始终停留在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目标上ꎮ
二是“社会牢笼”将绝大多数人“囚禁”在土地上ꎮ “社会牢笼”是英国社会

学家迈克尔曼提出的概念ꎬ其涵义是“把人类包围在明确的、固定的、有限的

社会和疆域之内” 〔１１〕ꎮ 社会牢笼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ꎮ 第一ꎬ特定的地理

环境ꎮ 适合农耕的地方以及周围地形地貌造成相对封闭的环境ꎮ 适合农耕意味

着该地比周围地方能够养活更多的人ꎬ具有极强的吸引力ꎬ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

两河流域、尼罗河河谷、印度河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等都是这样的地方ꎮ 在这

些地方的周围ꎬ地形地貌强化了其封闭性ꎮ 以南亚次大陆为例ꎬ南临印度洋ꎬ北
抵青藏高原ꎬ东与中南半岛相连ꎬ西为伊朗 － 阿富汗高原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

的地理单元ꎬ只有通过西北部的山口与中亚相通ꎮ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ꎬ次大陆

的人很难大规模外逸ꎬ只有外来民族入侵次大陆ꎮ 由于入侵者的文明程度低于

被征服的印度人ꎬ所以ꎬ“相继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

人ꎬ不久就被印度化了” 〔１２〕ꎮ 第二ꎬ国家的作为ꎮ 国家的生存与活动不仅要有一

定的领土作为依凭ꎬ而且还需要控制一定数量的人口ꎬ能否将人限制在某一地域

之内ꎬ防止其外逃成为农耕文明国家的首要任务ꎮ 由于对耕地及其产出的高度

依赖ꎬ国家借助于高山、大海、沙漠等形成的天然地理障碍ꎬ将绝大多数人“囚
禁”在土地上ꎮ 他们以农业为生ꎬ成为支撑国家的“编户齐民”ꎬ国家与农民的相

互依存强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非市场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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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地缘政治的局限ꎮ 农耕文明的显著特点是向心结构ꎬ核心区是北半球

最适合谷物种植的几大河流域的中下游平原或三角洲地区ꎬ国家最初出现在这

里且呈现点状分布ꎮ 随着更多国家的出现ꎬ核心区形成了列国并存与争霸局面ꎬ
其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ꎮ 由于“马尔萨斯陷阱”与国家内部腐败的存在ꎬ农耕文

明核心区反复上演分裂与统一的剧目ꎮ 核心区的外围是农耕与畜牧交汇的半核

心区ꎮ 半核心区的居民经常与核心区发生联系ꎬ不时入侵到核心区ꎬ搅动核心区

国家的发展ꎬ促成国家的统一或者造成国家的分裂ꎮ 在半核心区之外是农耕文

明的边缘地区ꎬ这里草原或荒漠辽阔ꎬ活跃着部落游牧民族ꎮ 在全球气候异常的

时期ꎬ部落游牧民族往往四出劫掠ꎬ对核心区、半核心区发动大规模攻击ꎬ成为影

响农耕文明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突发性因素ꎮ 在农耕文明向外传播和部落游牧

民族迁移过程中ꎬ文明的区域日渐扩大ꎮ 到 ５ 世纪时ꎬ最终在亚欧大陆上形成了

一条从东起中国、西迄苏格兰高地的农业文明带ꎬ〔１３〕 原来的半核心区一部分融

入到核心区ꎬ另一部分则与边缘地区一道构成了亚欧农业文明带上连接几大核

心区的中间地区ꎮ 无论是农业帝国的对外扩张、内部塌陷ꎬ还是部落游牧民族的

闪电式进攻ꎬ都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ꎮ 周期性的大动荡强化了核心区

和半核心区人们对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选择ꎬ市场经济缺乏发育成长的社会土

壤ꎮ 不仅如此ꎬ原本在农耕文明核心区或半核心区边缘存在的工商繁荣的国家ꎬ
如腓尼基、雅典等在同农业帝国、部落游牧民族的竞争中ꎬ因缺乏地理屏障的掩

护而失败、消失ꎮ 由此可见ꎬ在农业文明带成型之前ꎬ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具备

选择有别于农耕的生产方式的地缘政治环境ꎬ国家只能依存于自给自足的农业

经济ꎬ为个体农民家庭提供公共产品ꎮ

三、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启动的条件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ꎬ国家经济活动从自给自足转向市场化有着非常

严苛的条件:相当数量的人不再依靠土地活命而选择手工业、商业来维持生存ꎻ
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ꎬ发展进程不受外来毁灭性入侵的打断ꎻ有利于市场经济产

生与发展的国家形态ꎮ 一个地方要同时满足这几项条件极为困难ꎬ但是ꎬ亚欧农

业文明带形成后的西欧却极为罕见地具备了这些条件ꎬ因而最先开启了国家经

济活动的市场化ꎮ
一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西欧人对手工业、商业的重视ꎮ “在欧洲ꎬ大部分

土地都存在着白垩化、沙化、石化的现象或者长满了硬木林ꎬ因而比较贫瘠ꎮ 要

种植粮食作物ꎬ就必须花大力气对这些土地进行开垦和施肥ꎮ” 〔１４〕贫瘠的土地不

利于谷物的生长ꎮ 欧洲西北部密布森林ꎬ要开垦为耕地ꎬ必须砍伐树木ꎬ使用重

犁清除树根ꎬ可是ꎬ西欧直到 １０ 世纪才有了重犁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从 ５ 世纪到

１０ 世纪ꎬ全球经历了一次大灾变ꎬ气候对西欧的影响尤为突出、深远ꎮ 在这段时

间ꎬ气候异常寒冷ꎬ地中海式生物群落与大陆性生物群落的分界线从地中海北岸

南移至南岸ꎬ有时甚至横穿北非大陆ꎮ ８２９ 年冬季尼罗河出现结冰ꎬ而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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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则处在大西洋海洋气候的控制之下ꎬ阴冷潮湿ꎬ原本大规模种植谷物的高卢

地区变得异常艰难ꎮ〔１５〕气候变化导致了谷物产量大为降低ꎬ有时甚至绝收ꎬ维持

生存较为不易ꎬ重复亚欧农业文明带核心区的生存方式已难以为继ꎮ 恶劣的环

境逼迫西欧人反复尝试用农业之外的生产方式解决生存问题ꎬ手工业尤其是商

业的重要意义突显出来ꎬ西欧有可能不再像亚欧农业文明带上的其他地方那样

依靠种植谷物的方式谋求生存ꎬ而是通过市场购买粮食来保障生存ꎬ相当多的人

转向手工业、商业ꎬ从而改变了数千年来依赖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局面ꎬ为国

家转而向社会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市场创造了可能ꎮ
二是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西欧国家维持已经选择的发展道路ꎮ 在人类文明

演进过程中ꎬ亚欧农业文明带的形成具有世界性意义ꎮ 第一ꎬ原来分散、孤立的

农耕文明连成为一体ꎬ技术、知识等因帝国扩张、民族大迁徙、人员的往来和货物

的流通等而得到传播ꎬ推动了各地社会的进步ꎮ 西欧能够从文明的交流中不断

获得技术与知识ꎮ 第二ꎬ西欧地缘政治优势显现ꎮ 亚欧农业文明带使得各地区、
各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最终稳固下来ꎬ凡位于这条文明带核心和中间地区的国家

都无法避免崛起的邻国的扩张或游牧民族的凌厉攻势带来的巨大国防压力ꎬ不
是被征服就是在抗击入侵中耗尽国力而衰亡ꎬ如此往复循环ꎮ 例如ꎬ财政收入主

要依靠商业贸易的南宋王朝ꎬ在蒙古铁骑冲击下很快败亡ꎮ 位于四战之地的阿

拉伯尽管曾经商业发达ꎬ但也难逃衰亡的命运ꎮ 只有西欧ꎬ因为地处亚欧农业文

明带的最西端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ꎬ北部的森林沼泽ꎬ南部的地中海

特别是存在达上千年的拜占庭帝国构成了抵御农业帝国扩张和游牧民族“闪
击”的屏障ꎮ 没有了农业帝国的周期性兴起、游牧民族进攻而产生的生存困境ꎬ
西欧在进入封建阶段后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ꎬ发展进程始终未中断ꎮ

三是有利于市场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国家形态———封建国家长期存在ꎮ 美国

学者汤普逊认为ꎬ封建制度是“由个别私人在或大或小的领土范围内ꎬ在或高或

低的程度上ꎬ代表或占有ꎬ夺取或行使公共权力的制度”ꎬ“由地主贵族ꎬ俗人或

僧侣ꎬ男爵或主教或住持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ꎬ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执
行司法、征收赋税的制度”ꎮ “在这样的一个政体里ꎬ政府的实质是分裂的ꎮ 王

座只保留一个空洞的宗主地位(宗主权)ꎬ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ꎬ而国王被缩

成一个阴影而已”ꎮ〔１６〕归纳起来ꎬ封建国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及其治理能力ꎬ
国王不仅要同贵族、教会并存ꎬ而且后来还得与市民阶级竞争ꎮ “贵族、教会和

王公为统治权的份额与土地的收益所进行的斗争贯穿于整个中世纪ꎮ １２、１３ 世

纪ꎬ又有一个集团崛起ꎬ进入角逐的行列ꎬ那就是特权化的城市居民ꎬ即‘市民阶

级’ꎮ” 〔１７〕多主体的并存和竞争ꎬ造成了国家极度虚弱ꎬ失去了压制商人、摧毁市

场的能力ꎬ为社会私人产品的生产转向市场化释放出难得的空间ꎮ 同时ꎬ具有企

业家才能的人不再像以往那样聚集在政府和军队中依靠国家权力掠取社会财

富ꎬ〔１８〕而是分散到社会的各个等级和行业中进行创造性劳动ꎬ成为推动社会私

人经济活动走向市场化的主要力量ꎮ 正如霍尔默斯在«牛津中世纪欧洲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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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所说ꎬ“中世纪历史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是ꎬ因权力碎片化和财富分散到无数

个相互竞争的、向无法预知的不同方向扩张的中心而产生的非凡活力和创造

力ꎮ” 〔１９〕封建国家为社会私人经济活动市场化提供了空间和动力ꎬ但还得有可供

市场发育成长充裕的时间ꎬ而西欧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又正好满足了这一条件ꎮ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ꎬ权力分割的封建国家或一定地域内列国并立状态并

非只限于西欧ꎮ 中国在西周初年推行过分封制ꎬ〔２０〕 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希腊

都曾出现过列国并存、商业一度兴盛的局面ꎮ 但是ꎬ它们在亚欧农业文明带形成

过程中因缺乏地缘政治优势都早早地结束了ꎬ消失在历史的浮尘烟云中ꎮ 只有

西欧ꎬ因有地缘政治环境作保障ꎬ封建国家持续了上千年之久ꎬ足以保证社会私

人经济活动缓慢地市场化ꎮ

四、中世纪农商文明在西欧的诞生

到了 １０ 世纪ꎬ西欧在经历了长达 ５００ 年的混乱后终于实现了稳定ꎮ 正是从

这时起ꎬ西欧开始了私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ꎬ其标志就是城市的兴起ꎮ 中世纪西

欧的城市分为三种类型ꎬ一是传统上与东方进行贸易的意大利城市ꎬ它们恢复了

同东方的贸易ꎬ相比较而言它们是“复兴”ꎻ二是新兴的工业中心如根特、布鲁日

等ꎻ三是波罗的海沿岸新出现的商业城市如汉堡、但泽、里加等ꎮ〔２１〕 这里有几点

需要明确ꎬ第一ꎬ城市的兴起表明ꎬ西欧国家在原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之外产

生了市场化的社会私人经济活动ꎮ 第二ꎬ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ꎬ关键在于

专业商人队伍的出现ꎮ〔２２〕专业商人与以往的商人不同ꎬ由于没有权力集中统一

国家的控制ꎬ他们不再依附于国家权力ꎬ而是独立地从事经贸活动ꎬ为商业或市

场机制渗透进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ꎬ推动社会私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打开了一

个缺口ꎮ 第三ꎬ支撑社会私人经济活动市场化的企业家不仅有专业商人ꎬ而且还

包括手工业者和部分封建主、农民、骑士等ꎬ〔２３〕 其活动的组织形式是企业和农

场ꎮ 第四ꎬ从中世纪中期到近代初期ꎬ西欧私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虽包含着日益

扩大的私人产品生产市场化ꎬ但在总体上以商业贸易活动为主ꎻ尽管商业贸易呈

增长趋势ꎬ但在整个社会的私人经济活动中依然是很小的一部分ꎮ 因此ꎬ商业贸

易能否推动私人产品生产的市场化ꎬ从而使市场化的私人经济在整个社会私人

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ꎬ这不但取决于以专业商人为核心的企业家群体的增加和

队伍的扩大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无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市场的国家ꎮ
封建社会初期ꎬ国王、贵族与教会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地ꎬ依靠领地的收入养

活自己ꎮ 所谓领地内的收入ꎬ其实就是来自土地的收入ꎬ这与亚欧农业文明带上

的核心区和中间地区国家的收入没有本质的差别ꎮ 国王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有某

种形式的征税权ꎬ〔２４〕但并不是定期征收ꎬ主要还是靠领地收入生活ꎮ 与之相对

应ꎬ国王、贵族与教会各自负责自己领地的秩序和安全ꎬ正如贵族、教会不得介入

王室领地内的事务一样ꎬ国王不能也不愿去干预贵族、教会对其领地的管理活

动ꎬ因为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ꎬ干预意味着更多的付出ꎬ而且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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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ꎮ 结果ꎬ国家管理活动被私人化了ꎬ私人化严重削弱国家(国王)的行动能力ꎮ
当然ꎬ国家管理事务的私人化也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封建国家内各个权力主体

在承担超出领地管理范围的任务、履行新的职能时要求被管理者“付费”ꎬ被管

理者有可能借此与包括国家(国王)在内的各主体进行讨价还价ꎬ以商讨国王征

税的等级代表机关———议会或国会的产生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ꎬ而超出领地的

事务就是市场化的私人经济活动ꎮ
城市在西欧的兴起ꎬ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为封建国家内各权力主体提供了新

的收入来源ꎬ引起国家收入结构的重大变化ꎮ “１２ 世纪ꎬ英国国王一半以上的收

入来源于土地(地租和税收)ꎬ１ / ３ 以上收入来源于封建领主和司法权(封建赋

税、大领主的捐赠、教会职位空缺时由国王代征的收入)ꎬ只有 １３％ 是来自税收

(基本上是丹麦金)ꎮ １３ 世纪晚期ꎬ亨利一世 ８５％ 的收入来自于土地、封建领

主、司法活动ꎬ而到爱德华一世时下降到 ４０％ ꎮ 爱德华绝大多数的收入来源于

税收ꎬ税收的性质从与分封土地有关的封建赋税转向全民性的赋税ꎬ征收的对象

不再是直属封臣ꎬ还包括自由民ꎮ 税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特别补助金ꎬ征收的

对象是全体自由民的收入和可动财产ꎮ” 〔２５〕 收入来源的变化促使封建国家的各

权力主体竞相为市场化的私人经济活动提供公共产品ꎬ开始了国家经济活动市

场化的进程ꎮ “城市的保护人形形色色都有:红胡子腓特烈皇帝和科隆大主教ꎬ
迈森的公爵们和香槟的伯爵们ꎬ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ꎬ以及那些德意志

和斯拉夫的王公贵族们ꎮ” 〔２６〕在公共产品中ꎬ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是最基本的ꎬ
无论什么形态的国家都必须提供ꎮ 然而ꎬ在不同国家ꎬ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目

的和指向是不同的ꎬ农业帝国维护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ꎬ封建国家逐渐转变

为支持市场化的私人经济活动ꎮ 在西欧国家ꎬ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教会都派兵

清剿盗匪ꎬ确保领地的社会秩序ꎬ为企业家经商贸易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ꎮ 同

时ꎬ采取各种措施ꎬ吸引商人、工匠前来经商、兴办实业或者定居ꎬ有的国家甚至

以限制、禁止商品进出口为武器打击竞争对手ꎮ “在 １３２６ 年ꎬ伦敦商人被禁止向

低地国家出口起绒机和漂白土ꎻ爱德华三世统治时ꎬ想出了许多刺激英国纺织工

业增长的权宜之计:禁止向佛兰德斯出口羊毛、进口布匹ꎻ欢迎外国布匹工人来

到英国ꎻ对羊毛出口征收重税ꎬ等等ꎮ” 〔２７〕

西欧国家的所作所为表明ꎬ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和国家的行为已经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ꎬ由于国家提供了作为公共产品的市场ꎬ商业贸易得以逐步扩大ꎬ而
商业贸易特别是后来海外贸易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私人产品生产的市场化ꎬ生
产的市场化使社会合作以更大规模、更多形式、更快速度发展起来ꎬ取得了比建

立在有限合作基础上的个体农民家庭经营更高的效率ꎮ 西欧国家日渐拉开了与

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ꎬ开始由原来亚欧农业文明带的边缘地区向现代工业文明

的核心地区转变ꎬ形成了对传统农耕文明国家的绝对优势ꎬ彻底颠覆了原有的地

缘政治格局ꎮ 一言以蔽之ꎬ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推动西欧国家迈入了农商文

明时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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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ꎬ农商文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形态ꎮ 言之特殊ꎬ是基

于这几个原因:第一ꎬ它仅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欧ꎬ而且也只是在中世纪的部分时

间存在过ꎬ并非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文明形态ꎮ 第二ꎬ它是过渡性的文明形态ꎬ
是人类社会从古代农耕文明过渡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中间形态ꎬ没有农商文明ꎬ人
类社会就不可能发展到现代工业文明ꎮ 第三ꎬ农商文明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西

欧就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ꎬ恰恰相反ꎬ西欧的工商业极为落后ꎬ与中国南宋

和元朝的海外贸易比较起来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ꎮ 但是ꎬ西欧出现了相对独立

的专业商人和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ꎬ这是其他任何地方不曾有过的ꎮ 正是国

家的强力推动ꎬ西欧国家走向全球ꎬ造就了引发工业革命的市场规模ꎬ率先迈入

工业文明时代ꎮ 因此ꎬ国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才是农商文明的核心ꎬ也是现代工

业文明的前提和基础ꎬ而后来的许多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未能明白这一

点ꎬ整个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ꎮ 从 １０ 世纪开始ꎬ西欧在特殊的地

理条件、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长期存在的封建国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

了市场经济ꎬ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越来越多的人组织起来ꎬ进行协作劳动ꎬ实
现了更大范围的合作ꎬ提升了合作的程度ꎮ 国家顺应新型的社会私人经济活动

的需要ꎬ改变公共经济活动的目标ꎬ从压制市场转而为市场运作提供安全、秩序、
法律和知识产权等公共产品ꎮ 以国家经济活动市场化为标志ꎬ西欧从古代农耕

文明过渡到中世纪农商文明ꎬ完成了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第一次突破ꎮ

注释:
〔１〕关于文明类型ꎬ学界有不同的看法ꎬ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佛教文明等ꎬ是根据在一定地域

内流行的宗教作出的划分ꎻ而中国文明、日本文明、英国文明和法国文明等则是以国别来分类的ꎮ 我们以

为ꎬ人类诞生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活动ꎬ生产构成了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ꎬ是理解文明及其演进

的钥匙ꎮ 马克思视生产力为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４４０ 页)ꎬ只有以生产力为标准对文明进行分类ꎬ才能更好反映出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性ꎮ 从

古至今ꎬ人类社会大致存在过古代农耕文明、中世纪农商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等类型ꎮ
〔２〕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２７ － ３１ 页ꎮ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６０ － １６４ 页ꎮ
〔４〕〔７〕〔美〕罗伯特Ｌ海尔布罗纳等:«经济社会的起源»(第十二版)ꎬ李陈华等译ꎬ上海:格致出

版社等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７ － １８、２１ 页ꎮ
〔５〕在早期的市场尤其是远距离贸易或国际贸易中ꎬ国家(政府)、神庙等这类组织才是最重要的市

场主体ꎬ参见〔德〕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ꎬ赵蓉恒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２６ 页ꎻ根据班固的记述ꎬ汉武帝推行算缗告缗的结果之一是长安城内ꎬ“商贾中家以上大

氐(抵)破”ꎮ (班固:«汉书食货志»)英国学者齐默恩对希腊情况的描述是ꎬ“希腊商人醒着躺在船尾的

楼阁里ꎬ根据恒星的方位航行时ꎬ所惧怕的并祈求行会信奉的诸神使其规避的ꎬ是一些公民所熟悉的不

幸ꎬ这些不幸普遍地降临在同行身上———战争、饥荒、地震、一时兴起的禁欲主义ꎬ或政治家一挥手的决

定ꎬ顷刻间就能挤干整条商业之流ꎮ”(〔英〕阿尔弗雷德Ｅ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 ５ 世纪雅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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