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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棉花 鸦片战争之前

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

郭卫 东

内容提要 时 至清代
， 棉 纺织 业 成 为 中 国 产 值 最 大 的 手 工 业 ， 原棉 需 求 愈 旺 。 在 输 华 白

银短缺 的 情况 下
， 印 度棉 花 一 度成 为 外 国 输 华 货 品 的 第

一 大 宗 。 印 度棉 花 的 批 量 入华

印 证
， 在鸦 片 战 争前 的 很长 一

段 时 间 内 ， 是
“

东 方 产 品
”

而 不 是
“

西 方 产 品
”

在 中 国 行销

走 俏 。 这是 中 国 历史上 第 一 次 规 模化 的 外 来 原 料输 入
， 涉及 中 国 最 重要 的 两个 经济 领

域——农业 和 手工 业 。 耕 织结 合 系 中 国 传统 社 会 自 然 经 济 结 构 的 核 心
， 此 时 中 国 的 棉

花 经 济 ，

已 不 单 纯是 一个 局 限 于 中 国 境 内 的 国 内 经 贸 体 系 ，
而 是 开 始 受 到 异域 的 影 响 。

英 国 等赖 此 重 建对华 贸 易 结构 ， 海 外棉 也 首次 与 中 国 千家 万 户 耕 织 结 合的 小 农 、 小 手 工

业 经 济相 结合 。

关键词 中 国 印 度 英 国 棉 花 贸 易 鸦 片 战 争前

“

夫棉为人之必需品
， 功用伟大 ，

衣被万邦
， 我 国 以农立 国 ， 棉为农产物出 品之大宗 关系 国计

民生至为重要 。

”

①元明时期 ， 棉布取代麻丝成为 中 国人最重要 的衣被材料 到清代 布又代替盐成

为 占 主导地位的工业品 棉纺织成为中 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 原棉及其制品也成了仅次于粮食的第

二大流通商 品 。 印度是世界棉花的主要生产国
， 印度棉 曾长期居于 中 国进 口 洋货的第

一

位 ； 中 国千

家万户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体也首次赖此与海外货品相结合 从而与 国际市场相联结 。

年 月 日
，
英 国东印度公司船长詹尼弗 （ 指挥的

“

凯瑟琳号
”

① 叶元鼎 等 《 中 国 棉花贸 易情形 》 （
工 商部上海商 品检验局丛刊 第 期 ） ， 年 月 ， 第 页 。

② 关 于 中 国棉 史的研究 甚 多 ， 各时段较重要者有 方显廷 《 中 国之棉纺织业
》 ，

国 立编译馆 年版 严 中 平 《 中 国棉 纺织 史

稿 》 ，
科学 出 版社 年 版 赵 冈 、 陈钟毅 《 中 国棉业史 》 ， 台 北 联经 出 版社 年版

；
〔 曰

〕
森时彦 著 ， 袁 广泉 泽 《 中 国 近代 棉纺织

业 史研究》 ，
社会科 学 文献 出 版社 年版

；
于新娟 《 长 江 三 角 洲 棉业外 贸 研究

（

—

》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等等 。

其 中对 印度棉 花输华 问题 尚未见专 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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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厦门 担原棉 ， 每担 叫价 两银 ， 购者还价 两
，
以 两成交。

① 这是西方输 印度棉花

人华之始 ’ 带有
“

试销
’ ’

性质 ，
也是偶然性事件 。

年后 ， 英国开始规模性地向 中 国转售 印度棉花 ， 年东印 度公司 从孟买装运棉花 担

运往广州 ， 每担售价 两银 。
③ 自此 孟买成为

“

印棉出 货之总机关埠
”

。
④ 年孟买棉花续运

广州 ， 毛利 远超此次航行中所带其他货品 的收益率 （ 胡椒毛利 ， 绒料等均为亏本 ） 。 此

时印棉输华的特点是运量不大 、 利润不低 。 年 ， 印棉 担人穗 。
⑤ 印棉入华仍是断断续续 ，

时有时无 。 年 东印度公司船
“

霍顿号
”

运来印棉等
“

脱售共获纯利 两
”

。 年 在宁

波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收到来 自 广州贸 易情况的通报 ， 告知
“

皇家公爵号
”

满载棉花等前来 预计
“

将

获得极大的利润
”

。 到 世纪 年代 ， 英 国 开始 比较稳定地输人印棉 。 年 ， 有 印度棉花运

入 。 年 ， 输入 印 棉成本 为 两银 ， 售得 两银 。 年 ， 输人广州 的 棉花 已 增 到

担 。
⑥

到 世纪 年代 ’ 中 国发生灾荒饥馑
’ 政府鼓励种植粮食作物 ， 植棉不得已减少 ， 导致中 国对

进 口 棉需求陡然增长 印棉乘虚而人 ， 中国传统的 自 然经济在此被 打开缺 口 。

— 年间 在

广州 贸易的主要输人品 中 ， 印棉的 价额是年均 银两 首次超过英国 毛织 品 （ 年均额

银两 ） ， 成为英国输华第
一

大货品
；

—

年印棉年均输华价额 银两 ， 远超 同期英 国

毛织 品的年均价额 银两 。 自 此之后 ， 印棉输入更是惊人跃进 ， 年输人棉 花 担 ，

“

已成为印度 贸易上的
一

种重要货物
”

。 年输人 担 ， 年达到 担 。
⑧ 价额

方面 ，

— 年 ， 年均升至 银两
，
已 是 — 年均额的 余倍 。

⑨ 此局面延续

到 年 ，
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 的首位 。 此时的 中国棉花经济开始受到异域影响 。

输入棉花主要是为了交换中 国茶叶 。 世纪初叶 ， 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 国 出 口 商品 的首

要大宗 。 西方国家东来之际
， 多利用 白银购茶 。 年明 政府改行 以银为主的币 值 （

一

直沿用 至

年法币 改革 ） ， 银 的需求量急剧 增长 ， 中 国的 自 产银远不足应付需要 ， 只得依赖大量进 口 。 据

统计 ， 在 至 年间 ，
英国人用来购买中 国货物的货款 是以金银币偿付冲抵 ， 真正以

货易 货的份额很小 。
⑩ 人华 白银的最大来源地是美洲 秘鲁和墨西哥两地的 银产量在 世纪时

① 美 〕 马士著
，
区 宗华译 《 东 印 度公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
卷

，
中 山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早在 年
，

西班 牙驻菲律宾总督就 曾向 西班牙 国 王报告中 国 商人收购菲 律宾的棉 花 。 刘 军 ： 《 明 清时 期 海上 商品贸 易 研究

—

》
，
博士学位论文 ，

东 北財 经大 学工 商管理 学 院 年
，
第 页 。

② 此亦揭 开外 国 棉花输 华的 序幕 嗣后
， 外棉在 中 国 的棉花消 费 中 占据 了 愈 来愈重要 的位 置 。 如 年

， 中 国 的棉 花供需

状 况为 ： 国 内 产量 千担 进口 千担 年 ： 国 内产 量 千担
；
进 口 千担 。 王子 建

： 《 民 国二 十三年 的 中 国棉纺织

业》 ， 《 东 方杂志 》 第 卷第 号 ， 年 月 ， 第 页 。

③ 马 士
： 《 东 印 度公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 卷
， 第 页

。

④ 退之 ： 《 外商 在华航业之概况 （ 十二
） 》 ， 《 申 报 》 ，

犯 年 月 曰
，

“

本埠增刊
”

第 版 。

⑤ 马 士
： 《 东 印度公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史》 第 、 卷 ，

第 —

、 页 。

⑥ 〔 美
〕
马 士著

，

区 宗 华译 ： 《 东 印 度公 司 对华贸 易 编年 史
（ 》 第 、 卷

，
中 山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⑦ 马士
： 《 东 印庋公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 卷
， 第 页 。 另 参见 〔

曰
〕
田 中正俊 《 中 国 社会的 解

体与 鸦 片 战争 》
，

武汉大学 鸦 片 战 争研 究组等编译《 外 国 学 者论鸦 片 战争 与林则 徐 》上册 福建人民 出 版社 版
，
第 页 。

⑧ 〔 美 〕 马 士著
， 区宗 华译 《 东 印 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卷 ， 中 山 大 学 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⑨ 陈 慈 玉
： 《 以 中 印 英三 角 贸 易 为基轴探讨十九世纪 中 国 的 对外 贸 易 》 ， 中 国 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 员 会主编

： 《 中 国 海 洋

发展史论文集 》 （ 第 辑
）

， 台 北
， 中研 院三民主义研究所 年版

， 第 页 。

⑩ 〔
美 〕 张馨保著

，
徐梅芬等译 《 林钦差与 鸦片 战争 》 ， 福建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

〔
英 〕 莱斯利 贝 瑟 尔主编

，
中 国社会科 学院拉 丁 美洲研 究所译 ： 《 剑桥拉 丁 美洲 史》 第 卷

，

经济管理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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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世界产银总量的 世纪占 ， 世纪 占 。
① 到 世纪末 ， 长期 的过度开采使

美洲银矿 日 渐枯竭 。 美洲银的减产拉动世界银产量下降 世界银产量 由
— 年的

盎司
， 到

—

年降至 盎司 。
② 年英 国东 印度公司驻华委员 会发现

：

“

广州 银

元奇缺 ， 这是近几年来从中国运出 白银而又没有相应银元流人这个国家的必然结果 ，
而且 中国人除

了 那些 旧 的西班牙人的铸币 以外 历来都顽固地拒绝收取任何银元 ， 自从殖民地独立 以后
， 这种铸

币 已经逐年减少 。

”

③ 世纪初美洲独立运动开展后 殖民地转变成
一

系列独立国家 ， 他们不再向昔

日 的欧洲宗主国供银。 因为拿不出较多白银来和中 国进行交换
， 到 世纪 年代 ，

几乎所有先前与

中国有传统贸易的欧洲大陆国家 葡萄牙 、 西班牙 、 荷兰 、法国 、普鲁士 、瑞士 、瑞典等 都淡出 了 中 国市

场 。
④ 而这 当 中 ， 独有英国等个别 国家例外

， 对华贸易非但没有萎缩 ，
反而大幅增长 。

—

年外棉进 口量 （ 单位
：
担 ）

进 口量 进 口 量 进 口 量 进 口 量
—

“ —

资料来源 ：根据马 士
《 东 印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编年史 （

—

》第
一 卷提供数据统计编制 。

英国所以例外 ， 耐人寻味 。 其中很重要的原 因是找到 了 白 银 的替代品 ， 那就是 印度 的棉花 。

“

植棉业也是印度
一

种古老产业
， 它 主要产于古吉拉特 （ 。 但在 年以前

， 古吉拉特的

棉花除向 信德 、 马德拉斯和孟加拉 出 口 外 ， 从不向其他地区 出 口
， 而且一个世纪以来 这种棉

花生产
一

直处于萎缩状态 。 大约在 年 ， 英 国启 动了从印度到中 国 的棉花出 口 贸易 … …世界需

求的增加 ，
似乎是 年英国吞并苏拉特的

一

个因素 。

”

⑤于 是 ， 棉花成为中 印两个古老国家间有

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易物 品 。 口 年 月 日
， 英 国政府给卡斯卡特 （ 来

华使团 的训令中要求他们能够让中方理解英国与印 度的关系 ， 并注意英国
“

购买总重量达 万

磅的 中 国草 （ 茶叶 ） ， 这是在其他市场不能售出 的 因为任何国 家 ，
不论是欧洲或亚洲的 ， 都不用它 。

我们为了购买它 ， 用毛织品 、 棉花及其他对中 国人有用 的货物来交换。

”

⑥应该看到 ， 早期 国际贸易

① 金应熙主编 ： 《 菲 律宾史 》 ， 河南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张馨保 ： 《 林钦差 与 鸦 片 战争》 ， 第 页 。

③ 马 士 ： 《 东 印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编年 史 （

—

》 第 、 卷 第 页 。

④ 郭卫 东 ： 《 世纪初 叶欧美 国 家对华 贸 易 反差现 象研 究》 ， 《 安徽 史学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⑤ 〔 美
〕 伊曼纽 尔 沃勒 斯坦著

，
庞卓恒等译 《

现代世界体 系 》 第 卷 ， 高 等教育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马 士 ： 《 东 印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 卷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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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实际上是很单调的 ，
因为经济的不发达 、 交通工具的落后 导致外贸商品价格奇高 能够享用国

际贸易商品的人仅局限于上流社会。 但地理大发现之后 伴 随远洋交通 丁具旳 改 良 和工业革命的

开展 国际贸易才迈进平民消费的 门槛 从而进人外贸商品多元化的时代 。 茶叶和棉花都是世界步

入近代国际贸易初期 的重要交换物 品
， 印棉 则是鸦片 贸 易兴起之前中 国最大宗的 进 口 货品 之一

。

“

欧洲繁荣的极大部分是建立在它们 的美洲 大陆的姐妹国 家 它们在亚洲 的租借地和在非洲 的殖

民地基础上 的
”

① 这对英 国此类具有庞大殖民地和传统航海优势的 国家尤其如此
， 英 国没有把主

要精力放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上 而是依赖举世无匹 的海军致力 于 日 不落帝 国的构建和远洋贸易优

势地位 的攫取 。

在 中 国
一方 承接 印棉的 主要是当时唯

一

的开放口 岸 广州 的行商。 观察中西交通图
， 广州是 中

西国 际航线上的大埤 口 岸 此地换季有序 、 风帆助航 ’ 在帆船 时代 ， 每年农历 四月 至九月
， 海风从南

方洋面吹来 外国商船顺风而驶 ； 十月 至次年三月
，
北风劲吹 则是返航的好季节 。 行商是当时清朝

官方认可的 垄断对外 贸易 的商人群体 。 年 ， 中 国的行商组织
“

公行
”

公 布了进 口 货物的 价 目

表 标明棉花每担 两银 试 图获得进 口 商品 的定价权 。 年 月 日 ， 行商潘启 官到广州 商

馆通知东印 度公司代表
“

将他全部 的利息作为棉花的预付定金 。 公行 曾把棉花的价钱定为每担

两
，但未能成功 于是他提议要把本季度运到 的棉花全部订购 每担银 两 。

”

可见 棉花受到欢

迎 中方的压价行为难以奏效 棉价主要受市场供求 的制约 。 年 潘启 官 购棉花每担 两银
，

英方之所 以接受低价 ， 是为了鼓励潘启 官购买英 国的 毛织品
，
以棉花赢利来填补毛织品 的 可能亏

损 。
③ 年 行商宜官破产 ， 欠外商棉花贷款 万元以上 。 乾隆皇帝对是案亲作批示

： 该商
“

揭

买夷商货价 久未清还 情殊可恶 ！ 应照拟发遣 。 所欠银两
， 估变家产 余银先给夷商收领 ，

不敷之

数 各商分限代还 。

”

④遥在京城的最高统治者的过问 反映出输华印棉 的重要性 。 输华印棉还牵连

到中 国 的其他重要商业群体
，

“

数以百计的 山西票商 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 的庞大的棉

花生意 出借银钱
”

。
⑤ 此反映 了外棉在中 国流通地域之广和部分购货资金渠道 。

除英 国外 ，
还有其他 国家的插足 。 在东方贸易 中 具有重要地位 的荷兰较早进行

， 年荷兰

运棉 担入广州 ， 表明他国 开始进人这项有利可图 的买卖 。 年 ， 输人广州 口 岸 的棉花为

担 ， 其中有荷兰的 担 法国的 担 。 年 ， 丹麦输入 担 。 年 ， 荷兰输入

担 法国 担 。 当然 ， 他国的参与 比较有限 ， 英国仍为 印棉输华 的绝对主力 。 年 ， 美国立

国后第一艘来华商船
“

中 国皇后号
”

（ 由 船长格林 指挥从纽约放洋

月 日 到达广州 运来货物中 即有棉花 担 。 这是
一

个重要象征 ， 刚 刚建 国的 美国 即将棉花纳

入对华贸易 的名 录 ，此项贸易后续有 了长足发展 美国成为仅次于英 国的第二大原棉输华国 。 翌年

人穗 的进 口 棉中 丹麦有 担 ， 普鲁士 担 ， 西班牙 担 。 年则有意大利 担 。 愈来

愈多的 国家参与进来 。 其中美 国 的增长最为迅速 年美国输人 担 ， 第二年骤增至

担 。 此间 的印棉交易还流行托名 顶替 年的人华棉 ， 除了 英 、 美外 还有法国输人 的 担 ， 瑞

① 〔
德 〕 奥古斯特 勒施著 ， 王 守礼译 《

经济空 间 秩序——经济财货 与地理 间的 关 系 》 ， 商 务印 书 馆 年版 第 页
。

② ：
，

③ 马 士
： 《 东 印度公司 对华贸 易 编年 史 （

—

》 第 、 卷
，
第 、

—

页 。

④ 梁廷枏总幕 袁钟仁校 注 《 粤海 关志 》
，
广 东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

美
〕
魏 斐德著

，

王小荷译 《 大 门 口 的 陌 生人 》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马 士 《 东 印度公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 史 （
—

》 第 、 卷
， 第 页 。

⑦ 马 士 《 东 印度公司 对华贸 易 编年 史 （
—

》 第 、 卷
， 第 、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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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 担 ， 以及热纳亚和托斯卡纳输人的 担 ， 但后两者实际上为英国人运作 。 打着其他 国

别地区的旗号来做生意 ， 那时很常见 。 此期 ， 大多数国家包括美 国
，
运往中 国的 棉花多来 自 印度 。

较早进人印度港 口 的美 国船是 巴尔 的摩的
“

折撒匹克号
”

， 年出洋
“

它在 印度受到热烈欢迎
，

孟加拉最高委员 会豁免 了它的
一

切关税 。 康华理勋 爵和印度政府会同发布 了一道命令 准许美国

船只在东印度公司 的 居留 区内
一

切都享受最惠国外 国人的待遇 。

”

②

因为是洲际转口 贸易 若发生 国际战争则对输送影响殊大 特别是印棉输华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之间的 战争 。 年英美战争爆发 这年美国输华棉花仅 担 ，
显然受到战争影响 。 随着战事

扩大 ， 美船来华海道被切断 ， 、 两年间 ， 美 国人无法运棉花到广州 。 而英国 的转运基本未

受战争影响 ， 年输华棉 花 担 ，
年增至 担 ，

反倒填补美国 的 空 白 。 年

月 日
， 美 、 英缔结《 根特和约》 结束战争 。 翌年 ， 美 国开始恢复棉花对华贸易 。

③ 虽然战后美

国本土棉植业逐渐发展起来 ， 但在
一段时期 内 美商仍 以转运印 度的棉 品为主 。 年 美 国从英

属 印度运人澳门价值 万元的棉花④ 说明 战争影 响完全消失 。 到 年左右 ，

“

美国才开始运

本国产的棉花及粗棉织品到 中 国及南洋各地
”

⑤ 美商输华棉花基本来 自 印度的局面有所改变 。 在

世纪 年代美 国
“

棉花王国
”

兴盛之前 印度长期是世界上第
一

大棉花输 出 国 ， 尽管在 世纪

初叶有加勒 比海地区 和北非棉花的突起 但在输出总量上仍无法与印度比肩 。

因着输华棉花的重要性 ，
这一经济作物也每每受到超经济强制因 素 的支配 ，

主要来 自 中 国官

方 中 国 当局时将进 口 棉用作对外交涉 的利器 。 年 月
， 广东当局

“

接 到皇帝谕 旨 ， 本季度禁

止棉花进 口 亦不准在广州 出售
”

。 朝廷 给出 的解释是 ： 鉴于
“

各 国夷船 … …重载棉花 海运来广 ，

以致内 地棉花拥塞不通 。

”

但英 国所得的情报是 ： 乾隆皇帝
“

从云南总督得 到 的 报告 ， 说勃 固人

缅甸 民族之一

） 用售棉花给欧洲人的办法
， 来支持他们反对 中 国

，
因此皇帝下令不准欧洲人向 中

华帝国输人棉花
”

。 查禁棉 花也还有内部原 因 ， 曾 任两广 总督 、 刚刚调任云 贵总督 的李侍尧上奏 ：

“

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船只全载棉花 ， 颇为行商之累 ， 因 与监督德魁严行饬禁 。 嗣 后倘再混装

棉花人 口
，
不许交易 ，定将原船押逐 。

“

故而上谕也提到
“

内地处处出 产棉花 供用极为 宽裕 ， 何藉取

给外洋
”

。 但外交事态很快得到解决 自 从勃 固政府归顺 （ 清朝 ） ， 并允许将长期扣 留 的 总督的 儿

子释放后 皇帝现在对勃固人已没有什么意见 故命令官员 通知欧洲人 ，
可在广州 照常进行棉花贸

易
”

。 这道禁令施行两个月 后 即被废止
， 对外棉输华影响不大 。

棉花能够赚钱 ， 于是经常发生花包在广东海 域被盗 的 情况 。 年 月 日 ， 船 长沃 森

来见东印度公司驻华管理委员会主席 说在转载棉包的清朝官艇上发现棉花被盗
，

追究时一名 印度水手又被该艇上的 中 国船夫殴打并推落水中溺死 其他印度水手亦被打 甚至殴成

重伤 ； 中 国船夫还将艇绳解开
，
使被殴者无法求救 。 后来 ， 中方海关官吏赶来将船夫监禁 。 几天后 ，

行商知会英国大班 ：

“

船夫 已受审讯
， 并 向他们保证

， 假如 印度水手的尸首发现有任何伤痕 ， 其中
一

名船夫无疑要处死刑 。

”

年发生同样盗案 船长拉金斯 （ 的载棉船在广州被窃 ， 装

① 马士 《 东 印 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 史 （

—

》 第 、 卷 第 、 、 、
、 、 、 、

—

瓦 。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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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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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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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卫 东 印 度棉 花 ： 鸦 片 战 争 之前 外域 原 料 的 规模 化入华

货册记载在孟买和广州 的装卸货均为 担 但在商馆交货时只有 担 。 不仅担数短少 那些

表面完好的花包也被做了手脚 ，
底部短了约一英尺 然后缝合 。 据说

“

驳艇载运船上货物到商馆途

中
”

，
此类窃案

“

经常发生
”

， 英方于是 向粤海关 申诉 一个月 后 海关监督勒令行商共同赔偿损失 ，

分摊数额如下
： 祚官系该船保商和驳艇所有主赔 元 棉花购买者石琼官和宜官分赔 元和

元
， 潘启 官 、 周 官 、文官 、平官 、 浩官每人摊赔 元。 对此方案 ， 英 国大班并不满 意 ， 认为

“

祚

官应负担全部赔偿 ，
因为驳艇是他的 显然是他的船夫偷去的

”

。 英方表示 此次
“

他们接受这个解决

的办法 但下一季度 ，他们起运公司货物时 ，

一

定要 由保商负 责全部损失责任
”

。 中方答辩 由行商连

坐分摊是相沿巳久的
“

老规矩
”

但答应嗣后如再发生此类盗案会考虑英方只 由当事人赔偿的建议 。

鸦片战争前的 中西贸易中 ， 使西方对华贸易人超局面部分改观的不是来 自 西方的 货品 而是来

自 东方殖 民地的货物 ， 棉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 。 这是 中 国历史上第一

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

人 ， 牵涉到中 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 ， 外来原料直接 由大批的小农和小手工业

者使用 。 植棉 、 纺纱 、 织布三个环节涉及众多 中 国的 劳动者和消费者 ； 其制成品的 出 口
， 还与国外的

众多消 费者发生关联 。 而棉花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 国际贸易产品 除 了能够满足人们 日 常穿用之

外 ，
还与其生物性有关 ， 棉株对自 然条件的要求非常宽泛

， 耐碱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
， 自 南纬

°

至北纬
° 之间的广阔地带均可种植 。 印度正是棉花的最早原产地 因为地处热带 棉作生产期

短 ， 产量较高 ’ 再加上无掺水之弊 ， 质量比较划
一

； 印度的土壤差异较大 ，
生产 的棉花种类很多 其

主要棉类从纤维长度来看又与 中 国棉最接近 而其天然卷 曲度却优 下中 国棉 ， 印 棉每寸可达 个

卷曲 ， 而中 国棉仅 个 中 国棉纺的纱抗牵 强度很低 除非与其他棉类混揉 ， 否则很难纺 成高支

纱 。 印棉品质虽不足 以纺织细纱 却适宜粗纱纺织 而中 国正是粗纱纺织的大国 。 棉花在印度适得

其地还因其栽培加工需要密集型劳动 ，
要消耗大量 的劳动力 ， 这正好符合印度 国情 充沛 的廉价劳

动力带来印棉最大的优势是价廉 。 还有运输成本 ，

“

广东
一

带人民从印度购棉 比买江浙的 棉花运

费要低
一些 。 广东地 区的印棉价格大约能比 国产棉花每担低一两银子之谱 。

”

④印棉的这些优势为

其大宗输华奠定了有利条件 。

“

因 自然资源天赋之不平衡 ，
人们必须互助始能维持全世界人民全

体之生存 同时世界经济进展至现阶段已成为
一

密接不能分离之整个体系 。

”

⑤中 印两 国交往源远

流长 但前此交流主要在形而上的文化 特别是佛教
；
值此 棉花等物质层面的交流遂成主题 此乃

中 印关系史上 的巨变 。 遗憾的是 文化层面的研究层 出不穷 而物质层面的研究却相形见绌 。

自 北宋以来 ，衣棉者渐多 ， 棉花成为全民性需求 。 年 元世祖设
“

木棉提举司
”

， 责民岁 输

棉布十万匹 。
⑥ 迄明朝 棉花已成 中 国 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

一

政府专门规定 ， 有地 亩以上 的至

① 马士
《 东 印 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 史 （

—

》 第 、 卷
， 第 、

一 页 。

② 中 国 的棉花掺水相沿成 习 ，
年上海设

“

水气检查所
”

， 严 查棉花掺水掺 杂 （ 金国 宝 ： 《 中 国 棉业 问 题》 ， 商务印 书馆

年版 第 页
） 。 到 年

，
国 民政府工商部 常务次长穆藕初仍 痛 斥

“

数十 年 来棉花 贸 易 之 陈 陈相 因 ， 弊端百 出 ， 为 诸君之所 熟

知
，
即 以掺水一端而论

，
亦非 从速设法积极改革不可 。 《 穆次长在 两 团 体之 演辞 》 ， 《 申 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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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植棉半亩
“

十亩以上倍之
”

。 清朝时人所述 ：

“

予尝北至幽燕 南抵楚粤 ， 东游江淮 ， 西极秦陇 ，

足迹所经 无不衣棉之人
，
无不 宜棉 之土

”

②
“

江南产木棉 ， 种者 十之五
， 藉以裕 民生

， 大半此 为

主
”

。
③ 中 国是世界人 口 最多的国家 棉花又是人人都需穿用的 物品 棉花在中 国有着极广阔 的 市

场是毋庸置疑的 。 于是 中方有市场 ， 印 方有货品 ， 供求关系赖此搭建 。 如 《 海国 图 志》 所述 ：
孟买

“

邻地丰产棉花 大半运赴中 国
”

。
④

常规情况下应属双边关系的 中 印 贸易 ， 由于当 时印度是英国 的殖 民地 这一

关系成为中英印三

角 贸易关系 。

“

世纪末的局势是 ：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 已 无利可 图 ， 因为它的利润不但不能

随着孟加拉的税收而增加 反而在事实上被行政开支耗费殆尽 。

”

⑤另
一

方面 英 国东印度公司有大

量 的利润来 自 中 国的茶叶等项 但英国 了无相应的物品来和中 国交换 印度却有 。 由 于中 印贸易 的

开展
， 亦使印度殖民地的经贸状况改观 ，

“

当 时中 国与所有各 国 间的 贸 易几乎都是顺差
， 唯有与印

度 的贸易是为逆差
”

。 如此这般 一

个新 贸易 体系 开始兴盛
——英 国货卖到印度 印度棉卖到 中

国 ， 中 国茶卖到英 国 。 英国也极力维护其在 印度的 殖民 利益 ， 当时有关税法规定 ：

“

从英 国船只 上

进 口 的英国棉制品
， 进 口 关税为 ；

而从外 国船只上进 口 的英国 棉制品 ，进 口 关税为 … … 这

一殖民政策使得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制造品市场 中居于垄断地位 。

”

⑦这
一

时期 英国输人印 度的

纺织品在 巨 幅增长 ， 从 年到 年 ， 英国输人 印度的棉织 品从不足 万码激增到 万

码 以上 ；
而从 至 年间 ， 从英 国输入印度的棉纱增加了 倍

， 从而导致印度传统棉纺业

的破产 使印度这个原棉的故乡 和棉品的
“

祖国
”

充满 了英国 的棉织品
“

棉织工人的 白 骨把印度平

原都漂 白 了
”

的名 言⑧
， 所指 即 此 。 亚当 斯密断言殖 民地 贸 易

“

决不能成为英 国贸易 盛大 的原

因
”

， 自然不能成立 。

人们时常谈论中 国一英国
一印度之间 的三角 贸易 每每将此与鸦片贸 易相联 认为鸦片贸易奠

定了三角贸 易的基石 。 其实 较早的 中英印三角贸 易是由 棉花开始 ，且不似鸦片贸易 是非对等的邪

恶贸易 ，
而基本是互利性的 。 从空间经济地理而言 ， 当某个地区被融人到世界经济体时 ， 往 往导致

与 之毗邻的另
一

个地区也被拖入其 中 ， 看上去好像这里存在着
一

个不断扩张 的外部边缘 ， 当 印度被

融人时 ， 中国就成 了外部世界的
一部分 。 这是经济 区位研究论者的习惯看法 惯于将近代时段的欧

洲视为 中心
，
而将亚非拉视作边缘地区。 但是 我们现在似乎看到 了

一

个悖论反例 ， 在这个三角 关

系中 英 国是拿不 出什么东西来和 中 国交换的 ，
反倒是中 国 的茶叶和 印度的棉花成为交易 主角 。 由

此佐证
，
至少在这

一

时段 东方贸 易更扮演着中心 角 色 。 因为 白银的 短缺 欧洲人找不到别 的支付

手段
“

印度的融人给英 国提供了某些选择余地 这对英 国有利 ，
而且 中 国也可以接受 。 这就是后

来被称作印度一中国
一英国三角 贸易 的起源… … 在过程 中产生的一个 问题是怎样处置印度的棉 花

种植业
，
因为若通过水运 将棉花运到 欧洲 的话

，
经济上并不划算 。 事实证明 ， 中 国需要更多的原

棉…… 印度向世界体系 的融人 导致了其生产模式 的变化 （ 纺织产品 的下降 ） ， 这为古吉拉特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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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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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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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 英 〕 波斯坦 、 哈巴 库克等 编 ， 王春法等译 《 剑 桥欧洲 经济史 》 第 卷 ，
经济科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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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者制造了麻烦 ， 但这个问题通过在外部地区 （ 中 国 ） 找到 了 出 路而得以解决 。

”

从事印棉输华的 主力 是
“

散商
”

， 这是些专 门 经营中 印贸易 的商人 。 年 ， 散商运棉人广州 ，

表 明东印度公司体制外 的另
一商人群体崛起 ， 并在起始即从棉花交易 人手 。 年 输人广州 口

岸的棉花 公司有 担 ， 散商承运 担 散商不及公司 。 年 ， 公司运人 担 散商运

人 担 。 自 此 散商的运量超过公司 ， 成为 印棉输华的 主体 此后格局基本未再改变 。 以几

个年度为例 ： 年 ， 公 司承运 降至四 位数 （ 担 ） ， 散商是 担 ， 供货量大幅超 过公司 。

年公司是 担 散商 担 。 年公司是 担 ， 散商运人却高达 担 。

年 ， 散商的 比例更有提升 公司输华 担 ， 散商输华 担 ，

一举突破 万量级 。 年的

数据是 ： 公司运进 担 ， 散商运进 担③
，
步人 万的数量级 并且远远超过公 司 。 东印

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在手 ， 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 口 子 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 中英

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 。 在散商贸易 中 ， 印棉是其获利 的 主要货品 ，

口 —

年印棉 的交易额占

到散商贸 易总额的 以上 。
④ 利润率在 上下 甚至还要高 如 年运人的孟买棉花赚到

了进货价 强的利润 。 而中 国对印度只输 出 食糖等少量商品 。
⑤ 早期 印棉 的来源 地主要是孟

买 ，
后来 苏拉特 和加尔各答也参与进来 ， 但孟买仍

“

为输出 印度花纱之总荟萃埠
”

。 在

— 年间 孟买输华货物中棉花份额最大 为总货值的 。 操控了孟买商业的巴斯人

亦为散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其经营 的各种商品中 ，
原棉和鸦片

“

两项产品 — 年度

占 印度出 口 总产品的 年度 占 。
⑧ 此外 ，

孟加拉也成为印棉的重要输出地 。

公司配给往返于中印间航船职员的
“

优待吨位
”

后来也成为散商承运的重要构成部分。

“

对广州

贸易的各船船主 、 大班及其他办事人员所允许的私下贸易 ， 单是东印度公司船从广州作 的这种输出 贸

易 的平均价值 ，就是 万元
一年

， 这个数 目 完全由私下的输人贸易来偿付 。
⑩优待吨位有所变化 ，某

些年份每艘船的
“

特权为 吨
”

，
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职员 。 年公司船的优待吨位运送棉花 担 ’

价值 元 可见份额不小 。 棉货运到广州后交给行商 行商如果死亡 欠债由继承人偿还 。 据载 ’

有
一

年
“

斯科特爵士号
”

的货物交给行商鹏年官 行商未付货款已死 ， 其子认账 其中包括优待吨位中的

棉花 担 价值 元。 随船医生斯科特 也出售给鹏年官棉花 担 ， 价值 元 。

散商经验丰富 经营灵活 ， 有 自 己 的商业渠道 。 但又必须由 东印度公司发给特许证 ， 受其控制 。

此外
， 他们还被限制插足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等项 目

；
虽然在棉花交易上居于主要地位 ， 但在整

个 中英印贸易 中仍属配角 ， 资金也多受制 于公司 。 东印度公司 至迟于 年开始在广 州提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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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 士 《 东 印度公 司 对华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 卷 ， 第 、 、 、 页 。

③ 马士 《 东 印 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
卷

， 第 、 、 、 、 页 。

④ ，

—

：

’

⑤ ’ ，

—

：

⑥ 《 去年海运事业之回 顾
（

一

）
》

， 《 申 报 》 ，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⑦ 龚绥晏 ： 《 鸦片 的 传播与 对华鸦 片 贸 易 》 ，
东 方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⑧ 郭 德焱 ： 《 清代广 州 的 巴斯 商人》 ， 中华 书局 年版 第 页 。

⑨
〔
英 〕 格林堡著

，
康成译 《 鸦 片 战争前中英通商 史》 ， 商务 印书 馆 年版 ， 第 页 。

⑩ 〔 美 〕 马 士著
，
张汇文等译 《 中 华帝 国 对 外关 系 史 》 第 卷

，
生活 读 书 新知三联书 店 年版

， 第
一

页 。

马 士
《 东 印度公 司 对华贸 易 编年史

（

—

》 第 、 卷 ， 第 頁 。 、

马士
： 《 东 印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 史 （

—

》 第 、 卷
， 第 负 。

⑩ ，



也 忒克游需 年 第 期

票业务 允许散商将贸易所得交给公司驻广州财务部门 按适时汇率换取在伦敦或孟买支付的 长期

汇票 在伦敦以英镑支付 在孟买 以卢比支付 ） 。 汇票业务的 开设 ，

一

方面给散商提供了将印 棉利

润带回 印度或英 国的便利途径 ；
另 一方面散商将销货所得银两与东印度公司换取汇票 这些银两进

入公司 的账房后就转为购买茶叶的现金 公司亦可 以通过控制汇率来盘剥憨商 。 世纪后半叶 ，

东 印度公司 贸易与散商的
“

港脚贸易
”

基本上是相互促进的 。 汇票业务的开设使金融方式也随之

改变 年 散商运来印棉 担 ， 售得的大部分 ， 约银 万两流入公司财库 ， 换取伦敦票据 。

年印棉售得银 万两 ， 其中 的
“

大部分纳人公司 财库
”

。 年 英 国各船载棉往广州 ，
不

管是用公司账户 ，
还是私人账户 ， 最终售款都需要按照约定上交公司财库 。 通过这一途径 ， 公司

尽管输棉量不如散商 ， 但在对华棉花贸易 中 仍具某种操控地位 。 同时 ， 如果没有散商的资金填补 ，

公司 对华贸易的不平衡将更加严重 。 随着
“

港脚贸易 的发展
， 公司通过签发汇票所筹资金 占广州

贸 易总额 的比重愈来愈大 年为 年为 年上升至 。
② 因此 汇票制实

行后 虽然英 国每年仍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白银运入 中国 但其出 卖汇票所得 的 白银量 已大大超

过公司运入中 国 的实银量 。

— 年间 东印度公司在 广州 平均每年的 汇票业务提供的 白银

在公司采购中 国货物的资金总额中 只 占 ， 到
—

年间 比例升为 —

年 间

猛增为
—

年 间 为 。 年的 公司 账本上还 出 现有所谓
“

棉花债券

元。 债券 的发行说明棉业与金融业的联手 对华出 口 棉花在英印 经济结构中 日 趋重要 。

至于输华 印棉 的价格 ， 年每担售银 两 第二年 两
，

一

年之 间涨幅不小。
④ 年 ，

棉花在欧洲的价格折算银每担 两
； 中 国价格 两

， 中 国棉价远高于欧洲 ， 故而来华印棉赢利率

也高 。 年运人广州棉花 担 主要成本 卢比 ， 在 中 国市场上售得 两银 ， 获利

颇丰 。 根据具体产地不同 印棉质量略有参差 价格也小有 区别 ， 如 年 孟加拉棉每担广州售

价 两银 ，
孟买棉售价 两 。

⑤ 清政府对进 口 棉征收关税与规费 ，
因 时因地亦有差异 年

的税项是 ： 每担棉花规定税银 两 附加税 两 ， 称量费 两 行佣 两
， 贸易 捐

两 ， 正税 两 。
⑥ 棉花是印度最早规模输华的货品 在订货计价上主要采用 方式 ， 即

到 中国 口 岸交货 ，

一

切费用均包括在货价内 ， 客户无须另 外付费 。 鸦 片战后棉货进 口 经常采用的 另

外几种计价方式则有所不 同 即定价 中包括货值和货舱从外 国 口 岸

起锚后航途 中的水脚 、 水火保险费在 内 但运至中 国 口 岸后的税饷 、 码头捐 ， 货栈的栈租 、 火险费 、 上

下扛力 以及洋行佣金 均需客户外加 即定价中包括洋

行佣金在内 其他费用 则不包含 。

到 年前后 ， 商情逆转 。 印 棉输华量实际上从两年前就开始减少
， 年 为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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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担 ， 年为 担 ，
逐年递减 。 直观来看 似缘 于

“

孟买棉花歉收
”

。
② 但

此因并不重要
， 因 为嗣后几年 ， 印棉无论丰歉 ， 对华输出 总是

一

蹶不振 。

“

大约从 年起以 后的

十年中 广州 的印 度棉花市场就处于剧 烈的 、 长期 的 萧条状态 。 年 ，
人华外棉减少到

担 。
③ 这年 月 ，有英商坦承

：

“

萧条的棉花市场并没有改变 。

”

月 ，

“

棉花 的市价又进
一步惨跌

”

。

年 ，

“

棉花市场是二十年来最坏的 在广州 有十万包以上搁着卖不掉
”

， 在华英商致函孟买最大

的棉花出 口 商默塞尔公司 （ 说道 ：

“

我们不能鼓励你在下一季度再作棉花买卖 了 。

”

年市况也不景气 。 到 年 棉市
“

还处在萧条状态之中
”

。

“

在
—

年间 ， 由 于南京

棉产的局部歉收
，
曾 经有过暂时的好转 。 在听说大量存货被焚毁以后 市价又跟着有

一

度短时的上

升
——

棉花市场变成依赖于这种偶然的刺激了 。

”

年 ， 棉花 完全是滞销货 ，在下一

季度 中棉花

是处在最惨淡 的境地
”

。

“

年 ， 棉花的市 价更低了
， 最差的棉花的市价是六两九钱 。 有十条船

同时在黄埔停 留 了几个月 ， 因为他们装载的货物卖不 出去 。 行商们 自 己 连
一包货也不肯买 只愿意

做做掮客 。 棉花危机把孟买商业打击得很苦 。

” “

接着在 年却来 了一次更大的崩溃局面
， 那 时

候最便宜的棉花只卖到五两七钱 ！ 广州 的 棉花经纪人企 图阻止港脚船卸落 它们的 棉花 。

”

在华贸

易人给孟买公 司的信上写道 ：

“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大 的不景气
”

；
是否赢利 已经无从计较 ，

“

船主贩运棉花不过是怕 他们的船闲下来
”

当然 ， 此间 的棉花交易 是相对衰退 并不是说输华棉

花长期大幅度地减少 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棉价的低落 。
⑤

“

棉花贸易 的衰退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港脚贸易
一

般恐慌中最重要 的方面 。

”

为何会 出现这种

情况 ？ 那时的人们就有许多判断 。 有的归 因 于供求失衡 年东印度公司 的档册证实 ：

“

从印度

输人的原棉 ，
也发现市价呆滞 ， 原因是输人过多与需求减少 。 大致估计一种货 品迄今在 中 国需求减

少 其原因是难以说明 的 除非说是由 于中 国 本地棉花种植 的扩展 。

”

有 的抱怨英国 的 经营方式不

当 ， 年从伦敦运来孟加拉棉 担 这真是舍近求远劳民伤财的辗转腾挪 体大量轻运输不

易 的孟加拉棉包不是直接运到 中 国 ，
而是兜 了一个大圈

’ 运到英国 后再转运 中 国 使得成本大增
’

“

因而它的售价低于船上交货成本 以上
”

。 有的归咎于广州行商制度 ，

“

真可叹息 ， 获得中 国

政府许可可以 公开 同外 国人往来 的仅仅十一个人 当中 有七个人即使还没有落到破产状态 ， 至少巳

陷于极端窘迫的地步
；
由 于这个原因 那四个殷实 的人就勾结在一起 ，

不受竞争的约束 经常操纵市

面。

”

也有为行商辩护的 某些外商就承认
“

行商在棉花危机中也 同样受到损失——由 于市价跌落 ，

有些人也破产了 。 行商中货币 的空前缺乏
，
部分是 因为大量 资本都呆滞在棉花上 。

”

当然 也应该

① 马 士 《 东 印 庋公司 对华 贸 易 编年 史 （
—

》 第 卷 第 、 、 页 。 年
， 长江三 角 洲印 度棉 花的 进 口 量

是 担 年 担 年 担 而早在 世 纪初 ， 印棉 的进 口量就 已经超过此数 。 于新娟 ： 《 长江三 角 洲棉 业

外 贸研 究 （

—

》 ， 第 页 。

② 马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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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世纪 年代的 输华棉花危机主要表现为 棉价 的走低 。 根 椐实 际数据 来看 ， 输入量并 没有太 多 减 少 ，
反而 时有 增加

。

如 年 印棉输华量恢 复为 担
，

年到 万担以上 年降至其数之下 但 年则 跃至 另
一 高 点 担 此后

数年 都在 万担 以上 。 〔 马士 ： 《 东印 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编年 之 （

—

》 第 、 卷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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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棉 长期是 中 国进 口货 品的 大 宗 。 以 年 月 上海 口 岸为 例
，
该月 短短几天 内 的航讯记

：

“

大英公 司 之西 雪利 亚号十六 过锡

兰 ，
二 十二 日 可到 星加坡 船 中 有大 宗印 庋神花万余包 。

”

（ 《航业消 息 汇纪 》 ， 《 申报》
，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 ）

“

大英公

司 之孟买 线货轮开 第坡号昨已进 口
， 装到印 庋棉 花一万余 包

”

。
（

《 航业消 息 》 ，
《 申报》 ，

年 月 曰 ， 第 张 第 版 。 ） 此间 ，

曰 本也成为输印 棉入华的 重要 国 家
，

“

日 本 邮社之 阿波 丸昨 日 孟买 到 申
， 船 中装 栽之印 度棉 花共 计一

万九 千三 百 五 十 四件
”

。

《航业要讯 》 《 申报》
，

幻 年 月 曰
， 第 张第 版 。 ）

⑥ 马 士 《 东 印度公 司 对华 贸 易编年史
（

—

》 第 、 卷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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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那时广州行商代售棉花的利润委实太低 ， 大致 为每担 两银子 。 即便如此 ， 也
“

经常发

生亏蚀 。 如果中国 的棉花商人拒绝采购 ， 他们的存货就卖不 出 去 可是他们——行商们——在进货

三个月 以后必须付给欧洲 进口 商价款 。 每
一

船货载都被认为是
一

桩单独的 冒险生意 并且常常是

在六七个月 以前 口 头商定的 。 但是 尽管有 这种契约 ， 偿付价款常常是 同行商争论不休的问题 。

”

棉花易潮 行商坚持外船到港后现场看样购货 ，

“

但外商不愿意这样做
”

。 也有的反过来归 因于英

方的制度 ，在棉花交易 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巴斯商人把棉市衰退
“

归罪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制度
”

，
比

如在印度的
“

无理由
”

抬价
“

好像这种货色在这里几乎永远可以获得最大的价钱
”

；
又如对信息的不

了解
“

除了中 国人对于印度棉花的需要是决定于南京棉产量之外 ， 他们知道得很少
”

。 某些西方人还

提出 原因在于中 国运输途径的改变 ，

“

中 国本地棉花 已 经改变了过去 由陆路运输的 习惯 用帆船运

进广州
，这就使它在市场上的卖价比以往便宜得多

”

。
③ 上述说辞似乎都无法解释印棉对华出 口盛衰

的内在缘 由 。 实际上 ， 印棉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英国双方市场的制约 。

客观而言 就中 国
一方 进 口 印棉只是起着一种补缺作用 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 国的棉花生产 。

“

中 国地气温和 ’ 土性肥沃 棉花
一

物几于南北咸宜 。 产棉之盛 ， 本足供通国之用 。

”

④在各种农作物

中 棉花的 比较效益颇高 ，

”

纯益最厚 较谷子约多三倍 较小麦几多八倍 利之所在 ， 故农民 多种棉

花
”

。
⑤ 中 国的棉纺织业很早就具有了 商品化色彩 除自 给外 商品量历来很大 。 徐光启 在 世纪

初年指 出 ：

“

今北土之吉 贝贱而布贵 ， 南方反是 。 吉贝 则泛舟而鬻诸南 布则泛舟而鬻诸北 。

“

据统

计 ， 清政府在公开市场上采购的棉布每年不下 万匹 仅松江一府年产土布就有 万匹 。
⑧

可见
， 棉品在 中 国普遍种植和频繁交易 ， 中国棉市主要是依赖 自 产棉 。 所 以 ， 印棉输华受 中 国 国 内

棉市 的影响很大 ，
也可 以说 价格的波动与 中 国棉花 的收成息息相关 。 作为 原料棉 在中 国 的流通

走向大致是北棉南运或东棉西运
，
因 为 中 国 的棉纺织 区主要在长三角 、 珠三角和华北地区 。 大部分

印棉在广州 只是过境 ，
并非就地消费 ， 而是运销内地

“

这种情况在孟加拉棉花上表现得特别 明 显
，

它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 ， 仅只在
‘

南京棉
’

歉收的 时候送到 内地去 因为它同南京棉在质地上很

相近
”

。 如 年
“

麦尼克商号
”

按照与行商浩官 的约定运来棉 花
， 却赶上棉市滞销 ， 卖不 出 价

钱 。 谁知在第二个贸易年度 ， 因为中 国 棉花歉收 印度棉花转成俏货 ， 这年输人了 大约 万包

万担 ） ，
正常年景约输人 万包 ， 价格也好得惊人 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 创下每担 两银子多

的新高 ， 这还只是广州价格 ， 在缺棉的南京 可以卖到 两 。 但转过年去 ，
棉价又急剧跌落 。

⑩ 这

一

切造成印棉完全受中 国市场制约 ， 价格和输人量波动 不定 ， 供求关系成了 最大的影响 因子 。 结

果是
“

印度棉花在中 国的售价从而它的利润都决定于中 国收获的情况… …

中 国 本身是
一个大的产

棉 国家的事实 ，
不仅是印度棉花扩张可能性的限 制 而且是那些依靠棉花作为

‘

大宗货物
’

的外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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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棉产 量仍 然剧烈 波动

，

如主 产 区之一

的 江苏省 棉花亩产 量 ： 年 市 斤 ， 年跃升为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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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卫 东 印 度 棉 花 ： 鸦 片 战 争之 前外域 原 料 的规模 化入华

商人的永远存在的威胁 。

”

据估算 ， 鸦片战争前中 国棉花的年商品量达到 万担 （ 不包括进 口

棉 ） ， 占整个棉产量的 ，
而外棉进 口 量高估也仅 万担②

， 根本无法撼动中 国 自 产棉 的地

位 。 进 口 主要取决于内需 ， 印棉人华由 中国市场状况决定 而不是 由 伦敦 、 孟买的棉市决定 ，

“

华棉

价贵…
… ‘

惟印度棉花则利用时机大批输人
”

③
，
反之亦然 。

在英国
一

方 印棉人华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 。 据说 年安特卫普的工人移居

英伦 才开始英国棉纺业 。 此后一段时间 英人穿着的棉织品仍多依赖东方 。 这也 同传统的毛纺业

发生竞争 毛纺织业者纷起抗议④
， 年 英国议会颁布法令严禁东方织物输人。

⑤ 外来纺 品受

禁 ， 民众又需穿用 ，英 国 自 身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 。 英国不产棉 ， 其棉纺织业 自 始就依赖进 口 原

棉 。 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宜于棉纱纺织 棉花在工业革命时代得 以迅速普及 有它 与生俱来 的优

势 首先 棉花本身在技术上较之羊毛更适合采用机械化纺织 ， 它是一种具有相对同质的植物纤维 ，

而羊毛是易变纤维 。 其次 棉花的增产更容易 增加棉花供给面积较之增加绵羊和 亚麻的数量要便

捷 以 年英国进 口 的棉花 亿磅为基数 ， 如果用相同重量 的亚麻来取代棉花 需增用 万

英亩的土地来种植 ；
至于羊毛 则需增用 万英亩来放牧 。 再次 从市场角 度看 ， 棉纺织品 较

之毛纺织品更具普及性
“

人们的消费偏好有利于这种新纤维… …廉价 、 可 以 洗涤的 纺织品激发 了

人们的新着装模式… …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 而以前他们只 能穿着粗糙 、

肮脏的外套 。

一

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
——结实 而且皮肤舒适 ， 易于洗涤和修补 。

”

于是乎 东

印度公司
“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让英国的工业 、 商业 、 时尚 和社会阶层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 变化 。 该公

司在这
一商业革命中的武器就是棉花 。

”

⑦
（ 附带言及

，丝绸的大行其道 ， 是因为其可 以贴身穿用 皮

毛或麻布贴身穿很不舒服 棉布 的流行部分替代 了丝绸消 费 ，
使国 际丝绸贸易 衰减 茶叶 又适得其

时填补了丝绸的空当 成为 中 国 出 口 商品 的龙头 ） 。 棉花是产业革命最重要 的原料 ， 纺织业迅成工

业革命的先导 ， 年的飞梭发 明使织布速度加快 倍 纺与织的平衡打破 造成纱供应的不足和

技术改造的急需 随后在 年 ，

“

珍妮纺纱机
”

问世 ， 为多锭结构开辟了 路径 年 ， 水力 纺机

的出 现使多数纺工有集合在
一

个工作场所的必要 年 ， 机械织机诞生 年 ， 轧棉机 的发明

使棉纺业的最大
“

瓶颈
”
——清除棉籽的难题解决 ； 年 蒸汽动力织机产生

， 英伦的 动力织布机
“

年为 架 年为 架 年为 架 年为 万架
”

。
⑧ 纺织业由 此率

先实现家庭或小手工业向 大机器工业的过渡 进 口棉花的供应对象也从家庭作坊转变为近代工厂 。

几何级数的增长 ， 随之带来
“

棉荒
”

，

“

英国壤地褊小 ， 棉 花出产无多 势必取之他 国
”

。 为获得原

棉以供英 国纺织工业需要 殖民 当局鼓励印 度植棉 。 世纪下半叶 ， 引进 中 长纤维陆地棉 ， 印度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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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 第 张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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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
法 〕 保 尔 芒 图著 ， 杨人椴等译 《十八世纪产 业革命》 ， 商 务印 书馆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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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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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著 邱 澎 生等译 《 大分流 ： 中 国 、 欧洲 与 现代世界 经济的 形 成 》 ， 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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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页 。

⑦ 美 〕 成廉 伯恩斯 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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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晖译 ： 《茶叶 石 油 贸 易 改变世界》

，
海南 出 版社 丨 年 版

， 第 页 。 长期 以 来 ， 印

棉输华绵 延不绝 ，
到 年 ， 中 国 海关 统计数据反映中 国 进 口 外棉情况是 ：

印度 千担
，

美 国 千担 ，
曰 本 千担 其 他 国 家

千担
；

年
， 印庋 千担

，

美 国 千担
，

日 本 千担 其他 国 家 千担
；

年
，
印度 千担

，

美 国 千担
，

日 本

千担 其他国 家 千担 。 印 棉 同 样独 占 大 头 。 于新娟
： 《 长 江三 角 洲 棉业外 贸研究

（

—

》
，
第 页 。

⑧ 〔
英

〕 波斯坦 、 哈巴 库克主编 ， 王春法主译 《 剑桥欧洲 经济 史 》 第 卷 经济科学 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⑨ 李 鼎颉
： 《 中 国 土产铜铁棉花论 》 ，

陈忠倚辑 《 皇朝经世文三编 》 第 卷 ，

“

户 政九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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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 口 国 。 口 年输人英国 的原棉不过 万磅 年达到 万磅 ，

年达 万立方码
“

年后又增加到 每年 万立方码
”

。
② 处在产业革命前夕 的

亚当 斯密时代 ， 棉花对英国不具太大意义
； 处在工业革命凯歌行进中的 大卫 李嘉图 时代 ， 棉花

的价值就完全凸 显了 两位经济学家的论述侧重也有 了时代的差别 。 英 国 人也经历 了从皮麻着装

到棉布服饰的历史性易代 ， 其中 不增加本 国土地供给 （

“

羊吃人
”

的
“

圈 地运动
”

而依赖海外棉

拉动国 民经济起飞是理解英 国 近代工业化 的
一把密钥 。 既然英国本 身的 棉花都不够用 又 岂 能坐

视印度原棉大量流入中 国 ？

印棉输华印证 鸦片战争之前 的很长
一段时间 内 ， 是东方产 品 而不是西方产 品在 中 国 行销走

俏 。 东印度公司
“

把印度视为商业组织 ， 也就是可以 向其购买货品作为
‘

投资
’

， 然后卖到英国市场

或者开发新市场 ， 就像把粗棉布和鸦 片卖到 中 国那样
”

。
③ 对那时中 国唯

一开放 口 岸广州 的主要进

口 商品统计表明 ， 在 至 年间产 自 西方的产品货值不及东方产品 的 。
④ 这或可视为那

时 的东方经济不输西方经济的
一

个表征
， 当然也是殖 民地经济的反映

，
西方殖民者从东方攫取资源

再向东方交易 换取西方需要的钱物 ， 产 品 出 自 东方 ，
赢利却在西方 。

“

对于英 国来说 ， 在 世纪

和 世纪时最有潜力 的市场不是在欧洲 ……而是在海外国家 ……在东方 。

”

由此反映出 英 国对海

外贸易的依存度相当之高 且与 日 俱增 ，

“

年 … …英 国 出 口 占其 国 民收人总值的 或 。

一

个世纪以 后
， 这个比例增加到 … …这个 比例在 世纪 年代初期达到 左右这样

一

个

空前的高峰水平 。

” ⑤英国是靠海外贸易立 国 的成功典型
，

“

英国在经济上是一个最不能 自 给 自 足的

强国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 的地位 ， 酷似制造家 他购进原料品而 出售制造品 。

”

印度输华棉花减少 ， 大批海外棉纱的人华或许也是因 由 ， 即进 口 机纱挤压 了输华原棉 的市场需

求。 世纪初叶 ， 英国棉纱曾被认为纱支过细 不适用于中 国的 纺织工具织造 。 年 广州 的
“

港脚贸易
”

中 出 现棉纱项 目 。 到 世纪 年代 ， 在机纺 的作用下 ，

“

织造家之间 ， 对于 （ 英 国 ）

棉纱的评价 日 益增高
”

； 中 国开始批量进 口 英 国机制棉纱 此乃英 国工业品最早输人 中 国 的品 类 ，

但仍是东方原料的加 工品 。
⑧ 年有人指 出 ，

中 国人通常用英 国棉纱作经线 这种洋经土纬布比

土纱织布坚韧结实而又价廉 如此一来 ，

“

消 费量必然会大大增加
”

； 年 ， 中 国进 口 英纱 万

磅 ， 年增至 万榜 ， 年更高达 万磅 。 由此 出 现花贵纱贱 的现象 东 印度公司

监理委员会证实 印度棉花的输华
“

当然 由 于输人大不列颠的棉织品和棉纱而有很大的影响
”

。
⑩

如此一来 ，

“

纱
”

与
“

布
”

析开 结果是
“

纺
”

与
“

织
”

分离 在纺织业 中 ， 纺织分离是最重要 的 。 其后 甚至

在 中国 的某些地区演变成风行
一

时的
“

放纱收布
”

的操作模式 。 本来 在手工作业时代 ，
因为

“

棉与核

交粘 ， 必去其核方可用
“

， 纺纱与织布间就不匹配 尝有
“

数月 理棉纱 ， 才得上机织
”

之叹 ’ 机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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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卫东 印 度棉 花 ： 鸦 片 战 争之前 外域 原 料 的 规模化入华

手工棉业冲破了纺纱业效率低下的束缚 土纱业衰退 、 棉纺业增长 ’ 这是中 国传统棉业生产 的重要

转折 。 洋纱的输人对中国的土纱纺业形成冲击 年
“

广州 附近的两个地区 和离广州约二十英

里的另一地 区的居民
”

，

“

决定不用洋纱上机织布 并声称决定要烧毁运 人那些乡 村的洋纱
”

； 同 时 ，

“

黄埔东北 的那些贫苦人民发现了 是进 口 的 洋纱夺去 了他们纺纱的 生意 ， 曾在各乡 镇遍贴揭帖提

出警告 ，
凡在广州购入洋纱者 ，

一经拿获 立即处死
”

。
① 但进 口 机纱却给中 国 的织布业带来兴盛

，

机纺业与手纺业的生产效率差距颇大 前者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相 当于后者 倍 而机织业与手

织业的差别不大 ，前者
一

个工人的 生产效率仅 倍于后者 。 中 国 的小农家庭 ，
也开 始不再将植

棉 、纺纱 、 织布的整个过程集于一家一户 来完成 而是有了 分解 ， 分离 的进程即 是专业协作化的过

程 。 原棉来 自 印度 机纱 出 自 英国 转过来在中 国农户织布
；
中 国的棉 花生 产不再是单纯小农 经济

的组成部分 ，
而成为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延伸逐渐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

棉花交易 的暂时性衰减正好与鸦片贸易 的陡然剧增在时间上重合 ， 说 明两者间有着密切关联 。

年 ， 英国输华棉花和 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 ， 鸦片输出值首次超过棉花 。 该贸 易年度 ，
英人输华

的鸦片价值 银元
， 输人的棉花总值不过是 银元 。

③ 棉花为英 国所急需 ， 鸦片为英

国所不需 ， 两者替代有着内在的难以 遏制 的经济动力 。 鸦片汲取中 国 人的资金且对棉花贸易形成

挤压的局面持续发展 ， 中 国人的有限钱财用于购买鸦片后势必减少对棉花的购进
“

英国贸易 的规

模 ， 靠了鸦片的滋养 正在与 日 俱增 。 在十六年 （

— 当中 鸦片的 比重从初期 的六分之
一

上升到后期 的一半以上
”

，
而印棉在英国输华货值上退居 。 这绝不是两种输华货 品的 一般易

位 。 中 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 就已经输人大量的海外棉 这是中 国历史上第
一

次大规模海外原料的

输入
， 其延伸 的经贸链条很长 印度棉花从广州 口 岸进 口

， 经过行商 、棉商等多级代理
， 最后落人千

家万户 的棉纺业者手中 ， 影响 自 上而下 ， 直到中 国社会的最基层 ； 其纺成品 的部分又 自 内而外地流

动 ， 制成的
“

南京布
”

等又出 口 海外 ，
上下内外 ， 多 向流 动 每经过一个层次都会发生影 响

；
环节多级

相扣 ， 运销 的距离之长 、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 由此可见
， 印棉的进 口 地位被鸦片取代 ， 是在工业革命

开始 （ 唯其开始 英国才需要大批量的愈来愈多的棉花 ） ， 又在工业革命 尚未完成 的特定时代 中 出

现的状况 （ 唯其未完成 ， 故无法大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棉纺织品来倾销 中 国 ） 。 工业革命完成后 ，

机制洋布低廉的价格 、 优 良的质地 、 丰富的 花色 、宽大的 幅面是对付中 国土布的利器 鸦片愈来愈成

为其倾销工业品的 障碍 ， 在 世纪末期和 世纪初期 列强转而 同意 中国禁绝鸦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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