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之他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
禁止出口和鼓励进口! 使得法
国农业生产出现凋敝现象" 据
统 计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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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业产品价
格剪刀差对农业的伤害是巨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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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出生的法国重农
学派领袖魁奈继承了布阿吉尔
贝尔对重商主义忽视农业的批
判视角! 更进一步提出了以农
立国的理论%他指出!#亚麻*大
麻*羊毛*蚕丝是我们工业生产
的原料&!其价值是从土地上产
生的!#是纯粹的利润! 是不断
再生产的财富&%在重农学派看
来!如果农业得不到发展!工业
的发展也将是短暂的! 农业才
是一国的立国之本%

静态 ! 零和与单赢

的对外贸易观

中世纪后! 随着新航海路
线的开辟! 西欧对外通商路线
渐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法国
的诸多沿海城市也纷纷成为各
国商人云集之地! 国际贸易的
市场范围和网络得到进一步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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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柯尔贝尔给路易
十四写了一份关于贸易的备忘
录! 呼吁通过重建国际贸易体
系以给法兰西民族带来更大的
货币回报! 从而实现国家的繁
荣和国力的提升% 在这份备忘
录中! 他这样写道!#金银或货
币回报是贸易的唯一目的 !也
是提升国家伟大和力量的唯一
手段 &!因为他坚信只有 #一国
金银或货币的丰裕程度才是决
定其伟大和力量差异的唯一因
素&+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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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
外贸易在柯尔贝尔重商主义经
济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就当时的法国而言! 对外
贸易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带来
巨大的外部现金流入! 而且通
过发展自身的制造业及航运
业! 可让数百万穷困潦倒的无
业人员从中得到工作机会% 在
柯尔贝尔看来! 法国船只数量
的增加与国家力量提升正相
关! 通过商船贸易所产生的金
银货币流入将使法国极大受

益%不过!柯尔贝尔所持的是一
种静态*零和的视角% 他认为!

欧洲的整体贸易量* 从事贸易
的船只数量及制造品产量都是
有限和相对固定的! 一国要变
得更加富有*强大!只有以另一
国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基于此!

法国还向私人船主发放劫掠敌
国船舰的许可证! 并将战利品
在政府* 私掠船主和船员之间
进行一定比例的分配! 以达到
削减敌国船舰数量* 打击敌国
海外贸易的目的'沈洋!徐海鹰

" 略 论 海 上 私 掠 的 历 史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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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游击战& 为线索'("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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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对外贸易在当时也
被赋予了商业之外的色彩 !成
为法国为经济利益争夺而进行
的一场持久-战争&% 晚清中国
的-商战 &思潮大抵也是如此 %

当然这也是
!&

世纪下半叶欧
洲的一种流行理论和贸易观 %

据统计!在柯尔贝尔时代!法国
丝绸厂商向西班牙出售的丝绸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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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法国亚麻布的年船运
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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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次%其中!不少贸
易是通过西印度公司* 东印度
公司等具有国家职能和优先贸
易权的区域垄断性贸易公司完
成的! 这些公司是法国效仿英
国* 荷兰等老牌外贸大国设置
的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据点 !

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 随着欧洲内
部各国对外贸易和海运市场独
立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海商法
典或海事法规的制定逐渐成为
欧洲各海洋贸易大国的现实需
求% 在法国!这一重任则由路易
十四交到了柯尔贝尔的手上 !

后者先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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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持制定
颁布 .陆上商事敕令 /!其后又
于

!#$!

年主持制定颁布.海事
敕令/! 这是中世纪后欧洲最早
的综合性海商法典!旨在解决法
国各沿海城市在处理海事争议

时!因分别受.奥列隆惯例集/和
.海事裁判例/ 等不同海法支配
而易现分歧的问题!反映了柯尔
贝尔对于将统一的秩序和规范
引入商业活动治理和对外海运
贸易的重视% 此二者也为法国
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制定 .法国
商法典/ 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法
律基础%

内外明显有别的税

收制度安排

中外经济史上的无数实践
都已表明! 财政税收改革往往
是经济改革中的关键环节% 柯
尔贝尔在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
政策方面的许多改革! 同样也
都需要财政税收制度* 政策的
调整作为配合和支撑% 为了阻
止外国产品进口! 保护民族工
业! 法国先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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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次修改关税条例! 对英国
的羊毛和地毯! 比利时的挂毡
及荷兰* 西班牙的呢绒等外国
输入货物课以重税'张芝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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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税调整还相对温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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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那次关税调整则较为剧
烈% 在

!##O

年的一封信中!柯
尔贝尔曾这样阐释实施禁止性
关税的目的! 就是希望使外国
商人需要交纳的税收三倍于法
国公司! 从而完全将他们都排
除在法国市场之外% 如同马克
思所言(#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
保护是不行的! 因为只要其他
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
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
产% &在国内市场对外国商品输
入实行保护关税!以避免自身工
场手工业产品在自由竞争中失
去优势! 也是当时欧洲国家的
普遍做法%

与对外设置关税壁垒明显
不同的是! 柯尔贝尔试图取消
繁多的国内关卡和地方关税 !

于
!##C

年建立起实行统一税
收制的五大包税区! 以促进商
品的国内自由流通和消除税收
的不公正! 并将整修道路和桥
梁以疏通国内贸易看作是促进
对外出口的重要辅助% 对于其
时盛行的包税人制度! 柯尔贝
尔曾一度想将其废除! 但终归
未能摆脱旧制度的路径依赖 !

仅仅是削减了包税合同的数
量% 包税制度的根源是王室财
政需求增长及其衍生而来的债
务关系! 王室以若干财政区的
税收收入作为担保向私人机构
举债! 私人机构以承包的形式
直接向财政区征税! 以作为保
证贷款和利息安全及继续贷款
的条件%不难发现!这一制度从
根本上难以厘清公共利益与个
人利益的关系和界限! 也导致
了旧制度的饱受攻击! 最终在
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为新的
官僚制的税收制度所取代%

尽管受到巨额战争开支和
皇室无节制消费产生的财政支
出等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柯尔
贝尔掌管财政大权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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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时间内! 财政收入却有了较大
的增长! 而且原本加诸工人阶
级的巨大缴税压力在一定程度
上并没有恶化% 这也印证了他
的传世名言( 征税的艺术就像
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

又要少让鹅叫%此外!柯尔贝尔
也致力于消除国王与国家财政
关系中的模糊性! 在财政总监
督任上依托#王室财政委员会&

修订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
预算! 试图建立清晰有序和量
入为出的公共财政体系 '参考

梅俊杰 "论科尔贝及其重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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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年

第
!P

期 )郭华榕 "法国政治制

度史'(人民出版社
P""'

年版(

第
CC

页)%但是!他在这方面所
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终意义
上的成功! 以至于伏尔泰也感
叹柯尔贝尔 #并没有把他力所
能及的事办完! 更没有把他想
办的事办完&%

不过! 柯尔贝尔的财政改
革制度框架却成为他留给法国
的重要遗产% 在法国大革命之
后的拿破仑治下! 法国国家治
理中的很多制度安排正是沿着
柯尔贝尔引入或建议实施的改
革路径来进行的! 如国民账户
和预算体系%当然!在柯尔贝尔
时代! 财政收入依然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支出! 特别是王室
的支出!而不是反过来!且王室
#支出的旧习惯也没有变更 &%

这就是改革的约束条件! 特别
是封建王朝财政上任何的改革
都须得到国王不仅是口头上 !

更重要是行动上的支持! 因为
皇室开支与公共开支混为一
体! 决定了财政支出的方向和
比重%事实上!柯尔贝尔去世之
后不久! 路易十四就打破了前
者所制定的财政纪律约束 !王
室开销激增!放贷举债复燃!财
政资源终被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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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的经济思想与政
策实践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色
彩!成为

!&

世纪后半叶晚期西
欧重商主义的一支重要脉络 %

其中! 以贵金属形式存在的财
富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基
础的货币财富观! 构筑了柯尔
贝尔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 !他
在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
众多改革探索也是围绕这一基
本原则展开的% 无论是对内的
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 还是对
外的贸易扩张和进口限制 !均
是基于积累货币财富* 防止货
币外流的目的! 而他的财政税
收思想则为其对内对外商业和
贸易的政策调整* 制度变革提
供了重要支撑! 最终也是服从
和服务于提升国家货币财富收
入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 重商主义作
为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
理论探讨 &!对商业资本 *流通
过程的重视远超于对生息资
本* 生产过程的重视!#只是抓
住了假象 &!使之不成其为 #真
正的现代经济科学&% 确实!重
商主义的理论体系* 基本观点
和研究方法存在着种种不足之
处!但是其以实践为重心*以政
策为导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却体
现了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基本宗
旨! 为随后的经济理论转向与
升华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 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
经济思想及其实践! 亦是经济
学前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篇
章! 它从正反两方面均为随后
法国重农学派的崛起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渊源%

*作者为上海财经高等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

!

版画 (

!&

世纪 的

法国巴黎

资料图片

学林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上接
!Q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