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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国路
易十四时期最有作为也是对这
一专制王朝的鼎盛贡献最巨的
重臣%

3227

年代起"柯尔贝尔
在路易十四王朝统治体系中曾
主管财政 &商业 &建筑 &海军等
多个部门" 其中最重要的要属
3228

年开始担任的财政总监
督一职" 在此职位上他实际上
掌管了王朝的全部内政事务 "

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促进法国
的经济繁荣和财政收入增长 "

以此为路易十四的对外战争及
王室开支和统治提供必需的资
源支持" 为此他对经济发展采
取了突出的国家干预政策% 在
这一点上" 柯尔贝尔与中国历
史上汉武帝时期的股肱之臣桑
弘羊的角色有一定共同之处%

在柯尔贝尔看来" 一国社
会物质上的繁荣将带来政府税
收的增长" 而这一繁荣和增长
离不开一个得到有效管控的经
济%这里的管控"一大重点就在
于对本土产业发展和出口商业
行为的鼓励以及对进口的限
制" 进而由此带来本国货币财
富的积累%可以说"也许没有其
他政治家能比柯尔贝尔更好地
代表

39

世纪后半叶欧洲的重
商主义经济思想和信条% 在这
一时期的法国" 柯尔贝尔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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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是 重 商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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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 "尽管
其更多还是实践性和政策导向
的"理论色彩相对较弱%长期以
来" 国内学术界对于柯尔贝尔
的经济思想与政策缺乏相对全
面&深入的研究介绍%本文主要
从以下几个互有关联的方面来
解析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
思想及实践%

聚敛金银货币财富

的重商主义鹄的

在柯尔贝尔的国家治理宏
大体系中" 以贵金属形式存在
的财富被视作国家繁荣和强大
的唯一基础% 在他看来"金银货
币财富才是一国财产中最牢固
和可靠的部分% 柯尔贝尔认为"

一国'一旦尊严和辉煌衰落"第
一个表现便是货币的衰败(% 为

此" 他通过种种努力来避免和
阻止货币外流" 维护本国货币
的稳定% 整个

39

世纪里"法国
一直在避免法币贬值方面不断
努力尝试" 但只有在柯尔贝尔
时代才 '取得了相对的成功(%

根据伏尔泰的记载"在柯尔贝尔
任内"一个银马克的兑换价格仅
由其上任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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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提高到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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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没有大的变化%

柯尔贝尔对于金银价值取
向的崇尚和货币财富的追逐 "

与同时期的许多其他政治家 &

思想家&哲学家相似"共同反映
了随着

39

世纪欧洲城邦国家
的衰落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
展" 中世纪宗教思想和意识形
态的藩篱约束已被冲破" 而民
族国家也构成了重商主义干预
政策的基础% 柯尔贝尔的货币
财富思想为后世法国经济学家
提供了一个攻击的标靶和建构
对立理论的观照% 重农学派的
先驱人物&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奠基者比埃尔)布阿吉尔
贝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

他反对货币是财富的唯一或绝
对形式的重商主义观点" 认为
金银货币及其积累是造成农业

凋敝& 农民破产和社会罪恶的
根源所在%

当然" 重商主义这一概念
是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 +中对
作为自由竞争& 自由贸易对立
面的重商主义进行大力抨击之
后"才真正开始流行起来的%不
过"作为后期重商主义的代表"

柯尔贝尔的货币财富思想其实
已发生变化" 他开始以资本家
的眼光来看待金银货币%确实"

葡萄牙& 西班牙等早期航海强
国通过入侵征服& 殖民劫掠和
敲诈勒索而获得金银财富的做
法" 并不构成国家收入的可持
续稳定来源" 维持国民经济财
富最好的办法还在于将金银货
币投入到产业经济发展和商品
生产流通中去" 进而带来国家
财政收入和人民货币财富的进
一步增加%因此"对柯尔贝尔而
言" 贵金属的价值主要是作为
再生产的手段而存在的" 而不
仅仅局限于其价值储藏或交换
手段的基本职能%

与此同时" 在柯尔贝尔看
来" 西欧各国流通的金银货币
总量是一定的" 要使自己国家
的货币财富不断扩大" 就必须

设法将别国手中的货币财富转
移到本国来" 一国只有以牺牲
另一国的利益为代价才能变得
更富有 ,!美 "斯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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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通过扩
展对外贸易实现金银货币的净
流入"是柯尔贝尔给出的药方%

并且" 还需要通过依赖劳动力
投入的生产制造业的发展让人
民从这种货币的转移和财富的
扩大中获益" 同时实现政府财
政收入的增加以增强国家能
力" 如此才能内生性地防止货
币的外移%可以看出"这些货币
思想与他的产业政策思想 &对
外贸易思想和财政税收思想均
有着密切关联%

民族工业发展中的

国家扩张与监管

在柯尔贝尔任职初期 "法
国国民经济中并无占据非常明
显主导地位的民族工业" 很多
产品都要从其他国家购进% 这
显然与柯尔贝尔的经济民族主
义设想是不相符的"

3226

年他
在一份记录当时法国经济条件
及其改革计划的备忘录中曾开
宗明义地写道"'几乎所有伟大
的国家" 都在它的本国国土上
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了自我维
持&自给自足"当然前提是这些
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实实在在的
管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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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柯尔贝尔的经
济蓝图中" 法国要成为真正的
伟大国家" 也应致力在所有产
品上实现自给" 减少对进口产
品的依赖" 进而通过扩大出口
在欧洲和全球市场中分一杯
羹" 这就必须创建和发展自己
的工场手工业体系%

然而" 当时的法国私人资
本家普遍更倾向于充当国家债
权人和包税人" 不愿将资本用
于从事实际生产经营活动% 为
了扭转既有制度安排下的激励
扭曲" 柯尔贝尔主导制定了对
率先引入新产业的先行者赋予

一系列特权或资助的激励政
策" 如一定年限的垄断制造权
或销售权& 更多的政府补贴资
助&税收豁免权&皇室荣誉冠名
权等%

3223

年至
3256

年间"柯
尔贝尔就利用国家力量创办了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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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享受税收豁免的大的
皇家手工工场!鲁友章%重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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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使许多奢侈品行业都
得到很大发展 "并在欧洲众国
中建立起领先地位% 德国历史
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指出 "柯尔
贝尔去世之际的法国 " '纺织
机已经有五万架" 每年丝织品
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 "'法国
工业的全盛时代( 是从柯尔贝
尔开始的,!德"弗里德里希#李

斯特 (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

系 &' 陈万煦译 '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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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无
疑 "强有力的封建王权与国家
扩张 "成为推动和扶持这个时
期法国产业资本迅速发展的
重要后盾%

与此同时" 柯尔贝尔也非
常重视运用国家力量对产品质
量和规格实行严格的监管规
制%

3293

年"一家法国制衣公
司负责人曾就法国出口衣物低
质问题向柯尔贝尔抱怨" 指出
这会影响到法国产品的国际声
誉" 认为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
来纠正这些不良厂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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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6

年"法国通
过敕令形成了关于工场手工业
管理的基本指导方针" 从中央
到地方设置了层层严格的质量
控制体系和刚性纪律约束% 以
纺织品为例" 如果达不到规定
的经纱数及一定长度& 宽度或
重量"就会被视作违法"相关产
品要被公开焚毁%如果再犯"对
此负责的商人或工人还要面对
行会全体人员接受斥责% 在柯
尔贝尔时代" 普通纺织品至少
须经过六道检查% 当代美国社
会学家沃勒斯坦称许" 柯尔贝
尔主义 '代表了一种从低水平
的非生产的保税人和租地人向
高水平的生产者的转变(%

当然" 柯尔贝尔借助国家
力量发展民族工业也带来了国
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极大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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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实践
陈旭东

柯尔贝尔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重臣! 他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 是
39

世纪后半叶晚期西欧重商主义的一支重要脉络" 柯尔贝尔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贵金属形式存
在的财富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基础! 他在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众多改革探索都围绕着
这一基本原则展开"

柯尔贝尔曾任职财政总监督' 在此职位上他实际上

掌管了波旁王朝的全部内政事务' 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

促进法国的经济繁荣和财政收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