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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在经历了17世纪的革命以及一系列对外战争之后，在军事、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和社会生产力等诸

多方面为英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在18、19世纪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贸易扩张，最终

在19世纪建立了一个在军事、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诸国的全球性的商业殖

民帝国。在此期间，伴随着英国对海洋意识的兴起与发展，英国对海洋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海外殖民

扩张、海外贸易扩张运动日益兴盛，经济政策原则逐渐由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贸易主义，英国的海权意

识在此背景下也产生并不断发展。文章意在探讨英国贸易政策转型与其海权意识兴起并不断发展过程之

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英国，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主义，海权意识 

 
 

The Rise of Maritime Pow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From Mercantilism  
to Free Trade Policy 

Chenwei Su, Dongchen Zhou 
History Depart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Received: Dec. 6th, 2021; accepted: Jan. 10th, 2022; published: Jan. 17th, 2022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a series of foreign wars in the 17th century, Britain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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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ts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military,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produc-
tivity.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ritain began to expand its global colonial trade, and even-
tually established a global commercial and colonial empire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was far 
ahead of all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military,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influ-
ence. During this period, along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ritime consciousness, 
Britain’s attention to the sea increased, overseas colonial expansion and overseas trade expansion 
movements beca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cy gradually 
changed from mercantilism to free trade, and British maritime power consciousness also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 this contex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ner connection be-
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itish trade polic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ritime power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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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权理论而最早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提出，在其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盎格鲁–撒克

逊民族的海上发家史作为主要事例，被用来论证解释其海权理论的核心思想—海权作为历史积淀的一大

要素以及作为国家和世界命运的成因之一，对于海上主导权的争夺将会对一个国家、地区甚至整个世界

的局势与命运产生重大而独特的影响[1]。自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开始，海洋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英国政府及民众的海洋意识也愈发强烈。英国的国家战略重心逐渐由欧洲大陆向海洋转移，追求和维护

海外商业贸易利益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英国致力于发展海外商业贸易，

通过种种手段不断加强对于海洋的掌控力，由此英国初步产生了海权意识[2]。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最大程度追求海洋利益始终是英国政策制定和行动实施的重要指导思想，这其中，商业贸易永远是国家

最关键的核心利益。海洋国家以控制海上交通为最主要手段，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最主要目的，以此获取

国家凝聚力和控制力。因此，英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是一个海洋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现实

状况进行的政策调整，不论是重商主义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都是为维护和发展国家的海上利益而服

务[3]。将英国的海权意识兴起和经济政策转变放在一起综合分析研究，能够更全面、明晰地展现近代英

国海权意识兴起的过程，也能够对于英国经济政策由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贸易主义的深层次动机得出更

加准确、深刻的认识。 

2. 17 世纪英国海权意识兴起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确立的过程 

海洋意识本质上是由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其本身利益与海洋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产生的一种不懈追求

海洋利益，增强其对于海洋掌控力的意识思想。海洋意识一旦产生，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经济政

策、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有显著影响。本文不对海洋意识做整体的研究和论述，仅着重针对在海洋意

识影响下产生并发展的海权意识以及经济政策的转变作研究说明。 
17 世纪伊始至 1640 年，英国处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此时期的英国延续了自十六世纪开

始的人口增长趋势。“至 17 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 530 万，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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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万。”[4]人口的快速增长逐渐超出了英国社会当时的承担能力，粮食出现短缺；人地矛盾激化；物

价迅速上涨；大批人口失业，大量民众生活无以为继，济贫问题成为了斯图亚特王朝难以负担的巨大压

力。由于贫困人口得不到有效的救济，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不断上升，再加上 17 世纪初英国的经

济萧条和由于中欧金融混乱及海外市场的商业竞争引发的手工业危机，英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和

社会危机。当时英国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实力已经无法缓解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于是英国政府意

图通过加紧对外殖民扩张的方式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获取更多的海洋经济利益，转移国内矛盾，缓解

国内危机。此时英国的海权意识由于海外利益对英国重要性的提高而逐渐兴起：1604 年英西停战条约的

签订使得英国获得了合法地在未被西班牙占领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权利，即所谓的“有效占领原则”

[5]。“有效占领原则”的确立为英国进行海外殖民行动和发展海上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是英国海权

意识兴起的重要标志。英国政府也出台相应法案法规，鼓励支持英国民众从事私人的殖民冒险活动，这

些个人和私营团体的兴盛大大推动了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进程。在美洲，英国相继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

地、占领了百慕大群岛和加勒比群岛并在新英格兰建立了首个新教徒殖民地。在南亚地区，东印度公司

于 1607 年建立起第一个殖民据点，接下来又先后在苏拉特(1612 年)、默苏利珀德姆(1611 年)、萨拉索尔

(1633 年)和马德拉斯(1639 年)等地建立公司[6] (或商埠)。至 1640 年英国革命发生前，英国已经初步建立

起了在美洲和南亚地区的殖民贸易体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英国的海外扩张主要是民间个人和私

营团体的行为，英国政府虽表示支持，却很少对于本国殖民扩张行动作出干预和管理。由此我们也应该

认识到：17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海权意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此时海权意识处于一种被动发展的状态

中，无法对整个国家大政策起到显著性的影响。 
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查理一世实行强横专制的统治措施，1640 年 5 月，查理一世解散议会，这一事

件标志着英国进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时期。内战期间英国无暇他顾，荷兰、法国等国家趁机拓展

本国海外贸易，尤其是荷兰，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军事力量，基本控制了远洋贸易，这使得英

国的海外贸易利益受到了威胁和损失。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有效保护，在波罗的海地区从事贸易的英国

船只数目锐减，它们在英国与波罗的海从事贸易的全部船只中的比例，从三分之二降为三十分之一[7]。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维护英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方面的利益，复苏海洋经济，由“护国公”克伦威

尔(Oliver Cromwell)掌控的共和国决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英国于 1650 年和 1651 年 9 月先后颁布了具有

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航海法》和《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规定从英国及其殖民地进口的货

物，必须由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进行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接受此项政策，英国与荷兰在 17 世纪中叶进

行了三次战争。英荷战争是典型的海权国家发动的战争，战争的爆发源自双方在海外贸易方面不可调节

的利益冲突，战争的目的是争夺海洋掌控权以维护和发展本国的海外贸易。虽然英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很

大的代价，但是三次英荷战争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条例》，英国获得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据点新阿姆

斯特丹。《航海条例》也奠定了此后近一个世纪英国对待殖民地的基本政策方针，即“在经济上严格控

制，使殖民地附属于英国的经济；但在政治上却让殖民地自我管理，减少英国的开支。”[4]至此，以英

国为主导的，维护英国商业利益的海上贸易保护体系基本建立，这标志着英国重商主义政策逐渐发展到

极盛阶段。 
海洋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不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愈发深切地认识到海洋给英国发展提

供了巨大的机遇和广袤的舞台。由于海洋利益对于英国的发展愈发重要，英国的海权意识变得更加强烈，

由先前的被动发展逐渐转变为主动发展，人们对于海外利益的重视与追求到达了新的高度，因此对于海

洋掌控力的需求也愈发强烈。为了对海上贸易体系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为了巩固和促进对外

殖民扩张活动，维护和发展自身海洋利益，英国海军开始执行海上护航任务。1651~1660 年间，英国海

军增加了 200 艘军舰；从 1649 年起，英国海军开始在海上正常巡逻，其范围扩及地中海与波罗的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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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此之后的对外政策由夺取更多的海上贸易利益逐渐转变为维护和进一步发展完善现有的以英国为

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巩固海上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追求构建海上霸权，英国由旧有规则体系的

挑战者和破坏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体系的卫士和代言人。在经济政策与海权意识的驱动下，英国复辟

王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海外市场快速拓展。为鼓励民间海外贸易，1679 年英国颁布了《人身保

护法》，对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给以法律上的保护。在政策支持下，这一时期的特许冒险家公司也发展

到了历史的顶峰[8]。在 17 世纪下半叶，利凡特公司达到顶峰时，它接受的呢绒占英国呢绒出口总量约四

分之一[6]。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等被授予特许权的海外贸易殖民机构，纷纷利用有利时机发展贸

易活动和殖民活动。特许公司将英国的产品运输销售到海外市场，又从海外市场向英国本土输送大量商

品原材料，这不但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润，也推动了英国国内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下个世纪工业

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1688 年光荣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影响到英国的经济政策的延续性和海权意识的发展，而且光荣革命在

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英国的国王与议会的主权之争，建立了一套领先于当时世

界的政治体制结构，这都为英国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海权意识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加合适的政治条件，

在此背景下，英国海权意识的发展迎来关键时期。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和妻子玛丽登上英国王位后，英荷

之间形成了一个政治联合体，荷兰作为曾经的“海上马车夫”，向英国输出了许多先进的经济贸易与殖

民理念，尤其是荷兰金融系统的传入，对于英国此后的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和海权意识的发展都起到了深

远的影响。以英格兰银行成立为标志的现代金融机制使英国最终分享了历史上最大的红利[9]。1694 年，

经议会决议通过和国王批准，英格兰银行在伦敦成立。作为一种由国王批准，政府担保，承担法律责任

的法人团体，银行的出现为英国社会集资和民间剩余财富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方式，促进了英国的资金

流动，极大程度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出现为海权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

金保障：英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控银行体系和发行国债等金融手段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中相当一部

分被英国用于发展海军、支撑对外战争和开拓海外市场。在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下，英国所构建的贸易体

系更加稳固和完善，英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不断增加，这种红利反馈给了国家和民间投资者，令

他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将更多的资金投资到英国的海外行动中，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这样的

良性循环之下，海洋给英国带来了庞大的财富，这使得海洋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持续增强，进而又刺激英

国海权意识进一步发展。另外不能忽视的是，得益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商品需求量不断增加，英国

的制造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国内的工业生产技术和规模不断提升，推动英国于十八世纪率先爆发了工

业革命，而领先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也保证了英国商品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英国的海军能够具备强

大的军事力量，这也就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也为英国海上霸权的构建提供了生产力

基础。 
总的来看，17 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外部势力的竞争和打击但是危机与挑战同样刺激

了英国海权意识的兴起。此时期，英国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即重商主义)的政策，并根据

政策在金融、军事和外交等诸多方面采取了诸多行动，最终初步构建起了以英国为主导，以强大的海上

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全球范围的贸易体系。在国家内部，光荣革命的胜利令英国建立了一套先进的、较为

稳定并符合实际社会状况的政治制度，为英国 18、19 世纪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扩张创造了良

好的政治条件。17 世纪英国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对外行动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为英国“日不落帝

国”的最终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入 18 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英国得益于先前打下的

良好基础，迅速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海权意识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战略”被提出并付诸实施，

英国的经济政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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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 世纪英国海洋霸权的建立与经济政策的转型 

进入 18 世纪，英国进行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国内的政治冲突已经平息，新的

政治制度得到了确立与巩固；重商主义已经被朝野上下一致接受，海外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不断加深；

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不断增强为英国的向外扩张提供了财政和武力

方面的支持；海权意识蓬勃发展，“由于英国全民性的商业进取心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夺殖民地的意识” [6]
成为了英国进行对外扩张的内在推动力。在种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英国在整个 18 世纪发动或参与了一

系列以夺取更多殖民地，争取更大海上贸易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战争。通过回顾这一系列战争，我们可以

深切的感受到英国此时所具备的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和在海权意识的驱动下通过对外扩张建立一个世界

性商业殖民帝国的战略意图。 
战争所针对的首要对象，便是在当时与英国利益冲突最为严重的法国。1701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争爆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的查理二世去世后没留下子嗣，根据其生前所立遗

嘱，法国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普将继承统治权，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分支则提出应由分支的查理大

公继承西班牙王位。英国担心如果让菲力普继承西班牙王位，法国就会轻易获得西班牙的大量殖民地和

其所拥有的强大海军力量，这将使法国在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绝对优势，进而严重阻

碍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政策，严重威胁英国的海上贸易利益。为了保障本国的利益，以英国为首的反法

联军和法国进行了长达 12 年的战争。战争过程双方互有胜负，战争结果是英方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

后与法方展开谈判，最终双方与 1713 年签订《乌特勒支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法国与西班牙合二为一

的可能性彻底断绝，英国获得了地中海地区、北美洲地区和西印度地区的广大殖民地，并取得了为期 30
年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黑奴贸易的垄断权以及每年派出一艘载货 620 吨的商船与该地区进行贸易的权利。

英国最终成为了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首先，英国的帝国版图得到了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更大面

积的殖民地；其次，英国通过战争很大程度打击了法、西等国，尤其是阻止了法国与西班牙的合并，确

保了英国能够在海上力量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英国的种种成果促进了对外贸

易的发展。战后英国维持了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伸向全世界，它在建立世界帝国的

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4]。而这，也仅仅是英国 18 世纪构建海上霸权，建立重商主义殖民帝国的开始。 
为保障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海上商业利益，扭转不利局面，英国与普鲁士结盟，在 1756 年至

1763 年间同法国在北美、印度及地中海、大西洋海域进行了“七年战争”。七年战争初期，由于政府决

策不当、军队结构不合理以及后勤给养保障不到位等原因，英军在诸多战场上节节失利，先后丢失了加

尔各答、梅诺卡岛即奥斯威戈等重要殖民据点，使得英国殖民体系和海上贸易利益遭受极大损失。在此

背景下，英国政府被迫改组，威廉·皮特上台执掌政权。前文曾提及，威廉·皮特是当时英国商业利益

集团的主要代表之一，同时也是对外殖民扩张，建立海外帝国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上台后立即

针对战争形势做了一系列调整部署，在其当政的 4 年时间内，英国基本扭转了战争局势，取得了战争的

主动权。1761 年，由于内阁否决了他对西班牙宣战的提议，威廉·皮特宣布辞职，但是继任者布特伯爵

仍旧对西班牙宣战并采取了军事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1763 年，交战的双方各国签订《巴黎和约》，

七年战争最终以英国及其盟友的大胜而结束。七年战争是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次决定性战争[4]，而英

国又一次成为了战争中最大的赢家。《巴黎和约》规定英国获取加拿大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殖民地，

并且以哈瓦那和法国的路易斯安那为筹码与西班牙交换得到佛罗里达，这使得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基

本被英国完全清除，英国在北美地区基本建立起一个殖民帝国。加之英国在加勒比海域获得的诸多岛屿

和在西非获得的塞内加尔等地，英国成功以海权大国的身份在世界范围内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重商主义贸

易体系下的殖民帝国，世界范围内构建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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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英国建立帝国且不断扩张殖民领的主要目的是从殖民地获取垄断性的贸易利益，其出发点

是重商主义政策。为了使殖民地更好地服务于英国本土的利益，作为殖民母国的英国对殖民地的工业和

贸易进行严格监督管控，对于各个殖民地当地产业的类型和规模都做出严格的限制，规定其某些产品只

能销往母国。此时期保卫英国本土安全、保障英国对外殖民扩张活动的进行、维护和发展英国的海上商

业利益等实际需要大大促进了海权意识的发展。不论是通过控制海上交通，切断海上贸易等手段展现“威

慑力”以保障商业利益和本土安全，获取国家凝聚力和控制力；还是主动发动军事行动以打击敌对国家

或进行殖民扩张，都需要应该具备更强大的海上实力，都促使英国更加重视向海洋发展。对于此时的英

国而言，加强国家的海洋实力，既是铸就了一面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坚盾，更是拥有了一把

扩大国家领土，争夺更大利益的利刃。 
然而，自 18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浪潮的逐渐兴起以及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矛

盾的逐渐激化，这个刚建立不久的殖民帝国就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以重商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经济政策

和对外殖民扩张政策已经不再适应日益发展变化的新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英国的海上利益受到严重威

胁和损失。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英国开始进行政策调整与改革。使得在 18 世纪最后的 30 年中，以亚

当·斯密、乔赛亚·杜克尔(Josiah Tucker)和杰米里·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英国应实行自由贸易主义

的经济政策的主张并不断完善相关理论，这一主张被一些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接受并以之为指导在英国

尝试进行改革，英国自由贸易改革运动徐徐展开。 
英国是全世界最早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革命对于英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且

深远的影响，“随着新技术的涌现、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推广，英国的工业生产效

率大为提高，工业品的质量愈加精进，英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10]这对于英国

经济政策的转型以及殖民地政策的改变都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首先，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仅拿棉纺织业举例，在 18 世纪的最后 40 年，英国棉纺织业的产量增加了 25 倍[11]。而随着工业生产产

量的迅速增长，英国对于商品生产原材料的需求愈发强烈。据统计，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英国 1784 年

的纺织原料进口量为 468 万英镑，而这一数字在 1856 年增长到 4283.1 万英镑，是 1784 年的 9 倍；从 1819
年到 1861 年间，英国年均原棉进口量增长了近 8 倍[12]。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使得英国对于销售产品

的海外市场有了更强烈的需求，财富和生产力的高速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使得低下的社会

购买力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最终导致了了资本的大量过剩，引发了英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788~1789
年的经济危机使得英国许多工厂裁员甚至倒闭，对英国纺织业造成了巨大打击；1793 年的经济危机更是

导致 100 余家银行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倒闭；大约 12 个纺纱厂在 1793 年宣告破产；英国的原料进口也由

原来的 3500 万英镑骤降至 1900 万英镑[13]。这不但使得英国商业贸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大大激化了

英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社会矛盾，英国必须扩大海外市场，加强对殖民地的资

本输出。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方式不仅不能够满足英国实际的需要，反而成为了限

制英国拓展海外市场的枷锁。 
另外，工业革命的进行改变了英国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工业革命之前，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

英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大片土地的土地贵族控制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18 世纪前期，

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虽然已经出现了少数的资本家，但其主要代表人物的银行家和商人[11]。这

时主宰英国的仍旧是土地利益，土地始终是权利和财富的基础，真正掌控国家政权的始终是英国的大土

地所有者们。但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却迅速改变了英国先前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工业迅猛发展并很快

取代了农业在英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话语权不断提升，逐渐取

代了先前的大土地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成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体。工业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

了他们相较于前二者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自身与海外市场的关联也更加的紧密，面对当时英国所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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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贸易体系无法满足贸易需要的实际情况，他们积极主张改变传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通过“自

由贸易”的方式进行商业和殖民扩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爆发了统治危机，而危机

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在重商主义思想下对殖民地采取的统治方式和经济政策。英法七年战争期间，

英国为打击法国封锁了法属西印度群岛，禁止北美殖民地与其进行商业贸易，损害了北美殖民地的商贸

利益。与此同时，英国为增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掌控，强制禁止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移民

活动，宣布要在北美地区驻扎常备军并要求殖民地承担相当一部分军费开支，随后为增加财政收入，英

国在北美殖民地增加了征粮税、蜜糖税和印花税等诸多税目。这一系列的举动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

色彩，极大程度损伤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对此英国政府采取残酷镇压

措施，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战争自 1775 年爆发直至 1783 年《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历时 5 年，结

果是“美国取得了独立地位，法国则在印度、北美和非洲取得新的立足点，西班牙收回了梅诺卡和佛罗

里达。” [4]而英国则因为战争丢失了大量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殖民地的丢失直接导致英国殖民帝国瓦解，

英国的殖民事业和海外贸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经济形势、殖民扩张形势以及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引发了英国国内对于重商主义政策的深刻而

广泛的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工业革命开始后的英国已经脱离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英国的经济实

力已经足够强大，这使得英国再无必要通过以暴力手段扩张和控制殖民地的方式来实现贸易垄断和维护

对外贸易出超地位的目的。如果英国继续坚持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但无法因此获得任何利益，反而会

激化与各个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妨碍英国海外市场的拓展。1776 年，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

中对于重商主义进行批判，并提出了推行自由贸易经济政策，转变传统殖民统治方式的主张。他指出“垄

断殖民地贸易本来是为了本国产业的利益，可实际上不但没有发展哪怕一点点本国产业，反而削弱了本

国产业。为了促进一个国家商人阶层的小利益，伤害了这个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和所有其他国家所有阶层

的利益。”[14]他认为重商主义政策使得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目的仅仅局限于“一直维持垄断”，为了维

持殖民统治，英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但是垄断却制约了市场活力，不仅没有使得英国获利，

反而阻碍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针对此，亚当·斯密提出英国应彻底改变这种殖民统治方式，应当建

立一种以人类的理性为基础的行为模式(即自由贸易体系)，若如此，“各国的贸易动机虽然是自私的，但

是最终结果却增加了所有国家的财富，因而这种贸易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利。”[14]而得益于工业革命带

来的生产力提升，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独占鳌头，这也保证了英国的产品在全世界任何一

个市场中都具备极其强大的商业竞争力。在自由贸易的体系之下，英国可以迅速霸占世界范围内某一国

家或地区的市场的份额，进而通过控制市场、操控经济的手段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或开扩新的殖民地，

这既能令英国摆脱传统殖民统治模式中为保障对殖民地区控制而承担的大量财政支出，还能够通过开放

市场限制的方式迅速扩大英国的海外市场，为过剩资本的输出和转移社会矛盾提供场所。所以毫无疑问，

英国将会成为自由贸易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得到了当时英国精英阶层

的广泛支持。乔赛亚·杜克尔指出：“英国应该相信自己物优价廉的工业品和信贷能力，英国仅依靠自

身具备的强大资本就能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商品。在旧的贸易体系中，英国必须从自己的殖民地购买那些

本可以以更低价格从其他地方购买的工业原材料。因此，实行自由贸易比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更为有利。” 
[15]英国功利主义代表者杰米里·边沁更是提出：“贸易受资本的掌控，如果不能将更多的资本用于贸

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动贸易发展；而如果拥有足够雄厚的资本，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

以阻碍贸易发展。”[16]他从资本的角度出发，指出英国传统的殖民统治方式阻碍了英国资本在全球范围

内的有效分配，而放弃传统殖民统治方式，英国反倒是可以同殖民地之间发展互利贸易关系。至此，英

国经济政策向自由贸易主义转型的全部条件均已成熟，英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由贸易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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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 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与“日不落帝国”的建立 

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化解英国殖民扩张与发展贸易之间的矛盾，

从而促进英国扩大海外市场，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政府自 18 世纪后期便开始

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改革主要针对海外贸易和殖民政策，因此更加需要强有力的

海权作为保障，英国海权意识在此过程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核心意识地位，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建

立，英国海权意识在 19 世纪发展到了巅峰。 
首先，在对待殖民地的政策方面，英国采取了一种“二元制”的改革方式，“开始将殖民控制和经

贸控制结合起来。”[10]一方面，对于如美国、加拿大等主要由白人移民者所组成的，与英国具有相同的

血缘和历史文化认同感的殖民地，英国政府不再追求对其的占领和控制，转而采取了“用殖民地对母国

的情感和挚爱的新年为联系纽带，如果它们想独立，就应该让它们独立”[4]的政策方针，并着重培养英

国与这些殖民地的亲密关系，以便于顺利在这些地区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向其

“友好国家”开放英国殖民地贸易，以此换取英国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在 1825~1850
年间，总计有 17 个欧洲国家同英国签订了自由贸易条约。另一方面，针对以印度为代表的与西欧地区文

明差异极大的地区，英国坚持实施高压统治政策，并且加紧对这些地区进行殖民侵略。如 1858 年，在镇

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为加强对印度的掌控，直接废除了莫卧儿帝国的傀儡皇帝，指派英国总督

直接统治印度，至 1867 年，维多利亚女皇加冕为“印度女王”。英国在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

带来了深重的伤害，也显示出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仍旧是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贸易体系，依靠强大的军

事力量迫使某些地区或国家为了自由贸易体系服务具有浓烈的海权意识色彩，是英国自由贸易改革的重

要内容，这也证明了海权意识是英国经济政策的重要保障。 
在海上贸易政策方面，作为一个以海洋贸易立国的海洋国家，英国为避免贸易体系过于动荡损伤本国

利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另外需注意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英国的贸易政策出现过较大的反复。

18 世纪末期，英国政府便开始改变重商主义原则下的贸易保护政策。18 世纪 90 年代初，时任英国首相的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便致力于进行贸易和关税方面的改革。他是自由贸易主义的坚定支

持者，并根据自由贸易的原则对英国的关税政策实行全面改革。具体措施有：降低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与法国签订《英法通商条约》；降低双边关税等。但是改革也遭到了一部分英国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他

们“用政权的力量来保护土地利益，因此反对完全的贸易自由原则，主张保留国家对经济的随意干预。” 
[4]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战争的影响使得欧洲市场谷物价格直线上升，引得英国国内一大批土地所有者

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粮食生产，以赚取巨大的利润。然而到 19 世纪 10 年代，伴随着战争形势逐渐明朗，

欧洲局势逐渐稳定，粮食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回落，这对土地所有者们的利益造成极大威胁。1815 年，

英国议会通过《谷物法》，规定当市场小麦的价格低于 80 先令每夸特时，禁止从外国进口粮食。这一法

令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特色，为了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强行抬高粮食价格的做法，损害了社会各个

阶层的利益，自法令出台之日起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并成为了推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投身于议会改革运

动的重要原因。在经历了三十余年斗争后，首相罗伯特·皮尔以 1845 年爱尔兰大饥荒为契机，于 1846 年

向议会提案废除了这一法令，这是自由贸易原则的胜利，也预示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最终失败。《谷物法》

自出台到废除的过程也表明，自由贸易主义符合英国绝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英国经济政策转型的大势已经

不可阻挡。1849 年，英国废除了自 17 世纪中期开始实行的《航海条例》，重商主义政策对于英国经济政

策的最后一丝影响也被消除了，自由贸易原则得到了完全地、彻底地认可。1852 年，英国议会发表原则

声明，宣布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的自由贸易改革运动至此取得完全地胜利，英国也由此开启了

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英国成功的建立起了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基础的“第二帝国”(即日不落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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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有力证明了海洋利益是英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从自由贸易改革运动胜利直

到“日不落帝国”最终崩溃，英国的经济政策原则再没出现过根本性的改变，英国的海权意识也始终是

英国的核心意识，其具体表现有： 
第一，英国依旧扮演者海洋秩序保护者的角色，对海洋的掌控权是其工业发展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

体系以确保英国贸易霸权的基础。19 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自由贸易原则的体系内，

英国规模庞大的远洋船队将本国工业产品运输销售到世界各地的海外市场，再将各地的工业原材料运回

本土进行生产加工，而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所带来的海上霸权便成为了维护这一自由贸易体系的最有力

保障。英国在许多地区占有广大的殖民地，英国的贸易航线更是遍布世界，这使得英国在面对许多威胁

和挑战时难以及时有效做出应对。针对这种状况，英国“精心挑选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在国际海上交通

线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4]通过经营建设以及派部队和军舰驻扎的方式，英国将这些战略要地

打造成了英国海军的行动据点，进而成为了英国控制海上贸易航线、增强对殖民地控制的“枢纽”。“英

国海军当时在选择那些设有贮煤站的主要港湾之时，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才是建港最大的目的，为了保

护这些分布于全世界的贮煤港以及舰船维修设施，其周围开始建造要塞炮台，屯驻陆军。”[4] 
第二，对于本土面积狭小，海外殖民地面积广大但分散范围十分广泛的英国而言，海洋是“日不落帝

国”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英国所具备的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可以保证英伦三岛本土地区不

被外敌入侵。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四面环海，领土面积狭小，缺乏足够战略纵深的岛国而言，一旦本土遭到

外敌入侵，整片国土被全部占领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且作为整个帝国的最核心区域，英国本土的动荡不安

将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因此，依仗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阻止任何有可能来犯之敌，实现“拒敌于国门

之外”，是英国最明智的选择。这不但加强了英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反应力，更重要的是英国凭借强大的

海上霸权形成了一种“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对于维系一个全球性帝国的统治具有非凡意义和价值。 
最后，英国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向全球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开拓世界市场。对于当时处

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国家和地区，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它们融入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1839
年，英国兼并了亚丁湾地区；1839 年陈兵秘鲁的卡亚俄；1839~1842 年以及 1856~1860 年间两次对华发

动鸦片战争；1861 年占领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并于同年入侵墨西哥。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世界市场的

规模不断扩大，诸多国家和地区被强制性纳入自由贸易体系之中。英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工业生

产力可以轻易操纵世界市场，进而以贸易为途径，以资本为手段向整个世界市场的成员们不断施加自身

的影响力并获取更多利益。 

5. 结语 

综上所述，英国海权意识的兴起源自英国对于海洋利益需求的不断提升，随着海洋利益成为英国国

家利益的核心，海权意识也不断发展增强并最终成为主导国家行动的核心因素。英国近代经济政策的转

变，其根本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英国原有获得和发展海

洋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已经阻碍甚至损害了英国的海外利益发展。而自由贸易主义兴起、发展并最终成为

英国国策的过程，正是一个具有强烈海权意识的国家和民族为增强对海洋的控制权，维护和发展自身海

洋利益而进行反思、探索与改变的过程。在这一意识的驱动下，英国在数百年的时间中不断上演着这一

过程，这使得英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海洋发展和海洋优势”，并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世界性帝国，创

造了伟大的海洋文明，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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