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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传播的经济学新概念

卫　玲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从经济学角度, 对创刊于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了重新

审视。指出其输入了最早的自由贸易理论; 最早向中国介绍了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 最早期

刊汉译英文 (Company) 和法文 (Compagn ie) 为“公班衙”和“公司”; 创制了最早的中文对外贸易行

情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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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astern W estern

M on th ly M agazine) , 简称《东西洋考》, 道光十三年

(1833) 创刊于广州, 为西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

的第一种用汉文出版的世俗月刊。该刊继承了欧洲

的新闻传统和办刊模式, 在当时古老而封建的中国

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载体。它采用开设专栏、分

类编纂的方法, 辟设“史记”、“地理”、“贸易”、“新闻”

等栏目, 内容涉及宗教、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

学、风俗、时事等各个门类。它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

传教布道、维护在华洋人利益的工具, 另一方面成为

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窗口, 像魏源、徐继畲等一些“睁

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便从中汲取新知。

作为综合性的时事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

传》专门辟设了经济贸易方面的专栏, 以独特的编辑

手法编辑刊登了一些有关国内经济及对外贸易的文

章, 拓展了中文著述的新领域。

第一, 首先提出自由贸易理论。丁酉年 (1837)十

二月号的《东西洋考》在篇首发表《通商》一文, 旗帜

鲜明地提出重商主义 (M ercan t ilism ) 的自由贸易论

说, 阐述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该文

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 提出了禁商、纵商与国运隆

盛的关系。这就是:“禁止通商, 如水底捞月矣, 故明

君治国, 必竭力尽心, 以务广其通商也”;“且国而禁

其买卖, 民成蛮狄矣, 使有愿治之君, 教化庶民, 而不

开其通商之道, 以广其财源之路, 欲其国之攸宁者,

是犹缘木以求鱼者也”;“国有约束之条, 则通商者

难, ⋯⋯约束严而征税必重, 则富户之贾, 不敢出大

本钱, 恐易涉于嫌疑”;“惟容商贾任意而贸易, 此之

谓放纵也, 薄其税敛, 开口准商船赴诸埠头, 不专设

洋行, 而允各人买卖, 任其自主以经营也⋯⋯故此诸

邦准由商人自主赴市交易, 生意繁盛, 而国家亦长享

太平之福, 而兴旺焉”[1 ]。这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第

一次向中国系统地介绍自由贸易理论。虽说这也许

是英国殖民者恃坚船利炮强压龙头下海饮水的序

言, 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理论。

第二, 主张万国友然相交, 相为贸易。当时西欧

盛行的重商主义理论认为: 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

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 国内贸易

虽有一定益处, 但却不能增加国内的货币量, 只有进

行对外贸易才能使一国的货币财富增多, 从而使国

家富裕起来。正如文中所述“各国之民, 相为贸易”,

“万国友然相交, 四海之内为兄弟也。不但国与民咸

有所益, 且足以昭其善治, 而播风声于异国焉。”[1 ]文

章还举述了清、英、法、美列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致

情况 (见表 1)。

对于表 1 的统计结果,《东西洋考》指出:“虽是

说其大略, 而所著者有凭据, 看者不信, 且论五十年

前, 其贸易少, 今船快驶, 国王不禁, 其交易是以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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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也。如此日久成多, 一百年后可加之三倍矣。”[1 ]

这是在期刊发表的中国与英、法、美等国最早以银元

为计算单位的进出口贸易比较表, 它以数字简明地

支持了编者“万国友然相交”,“相为贸易”的主张, 也

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了大清贸易不振, 进出口贸

易总额仅约为英国 1ö15 的事实。
表 1　《东西洋考》所列清道光年间四国进出口贸易货价总额

国　名 年　份 入　银 出　银 商船数 出入银总额

大清国 (中国) 道光年间 — — — 3 000 万元

英吉利国 (英国) 道光十七年 (1837) 18 700 万元 25 500 万元 23 000 只 44 200 万元

法兰西国 (法国) 道光四年 (1824) 9 090 万元 9 000 万元 300 只 18 090 万元

亚墨哩加国 (美国) 道光九年 (1829) 7 400 万元 7 200 万元 — 14 600 万元

　　第三, 主张以商补农,“均齐方正”。《通商》一文

还反驳了“以商废农”和“载出纹银”的说法, 指出“苟

其国各有余缺, 而所缺者不入, 民人乏用。所余者不

出, 土产无价, 农夫亦何由得利乎。故必开通商之道,

以助余补不足, 令各均齐方正, 使百姓出作入息, 皆

击壤而歌。若有人说以商废农, 呜呼, 何其说之谬

哉。”“银罕价高遂入口, 银丰价低遂载出, 此天下之

理, 律例所不可禁焉。”[1 ]由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

商业资本占有重要地位,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还

不是生产支配流通, 而是流通支配生产, 因而社会财

富被认为是流通过程带来的, 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

增加是对外贸易带来的。《通商》篇断言:“惟国而通

商则裕, 不通商则穷也。”[1 ]这些言论对于以农立国

且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 无疑又是新说新论。

第四, 主张中国大兴“内地贸易”和“外国交易”。

在内地贸易方面,《东西洋考》指出:“内地之贸易, 结

四海为一家, 友道于是乎立, 利路于是乎通。国之民

人各方通商, 则化昭文明, 而流教泽矣, 利身利国, 为

醇朴矣。”[2 ]道光戊戌年 (1838) 正月号所载的《贸易》

一文, 详细分析中国十八省形势, 认为其“水土之风

气、山海之产物迥别, 各省自然有交易之理矣。⋯⋯

内地互相贸易, 大关于国家, 紧要于百姓”[2 ]。该文还

以福建等沿海省份和云南、贵州、广西等“远遥地方”

为例, 指出这些省份不能“禁运”, 不能“设塞运营货

物之路”, 要开辟“运出之路”,“易别省之产物, 自然

而相丰厚宽裕”。其中, 尤其是广州、潮州、厦门、泉

州、福州、宁波、乍浦、杭州、上海、胶州、登州、天津、

锦州等“天下至广大之埠头”, 更应“互相市易”、“运

货往来”。

在论及外国交易的起源时,《东西洋考》指出: 由

于“各国之土产殊异, 中国出茶叶、胡丝、桂皮、樟脑

等货甚盛, 南国出燕窝、海参、苏木、丁香、胡椒、米等

货, 西国出金、银、锡、铁、各项羽毛、大呢、洋布、时辰

表等货, 搜国之根, 寻邦之衅, 察其形, 观其势, 就知

各国有所缺, 又各国有所丰也, 也是外国交易自然而

起矣。”[2 ]《东西洋考》认为“开广通商, 内外两相有

矣”,“与外国互相贸易, 其益无穷”,“不论买卖何物,

内外彼此获益”,“民殷, 国富, 闾阎丰裕, 不亦悦乎”。

由此, 该刊主张“宇宙内万民为一家”,“合四海为一

家, 联万姓为一体”, 人类“要往来接济, 以满其需

要”。其实, 这已不仅限于主张中国大兴与外国的交

易, 简直就是在描绘全球贸易的远景。

第五, 最早向中国介绍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

形式。该刊戊戌年 (1838)九月刊出的《公班衙》一文,

最早向中国介绍了西方早期的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

式, 亦即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及荷兰东印

度公司吧城 (雅加达)办事处的组织形式。其中的“公

班衙”也是英文 Company 及法文 Compagn ie 最早

的期刊汉译。但是,《东西洋考》也常常使用“公司”一

词。

《公班衙》一文实际上反映了坚船利炮下的一部

贸易战争史。它从三方面介绍了公班衙的发展史: 一

是介绍其历史由来, 表明它最早为荷兰国所创, 起初

在葡萄牙人独霸海上时, 商人们为免商船被劫, 而捐

资集股, 并备船载炮募兵东来, 运回之货再分给各集

资者, 以分其利, 这就是公班衙的雏形, 荷兰公班衙

最初的“签题之银”(注册资金) 为 250 万元; 二是介

绍英国取代荷兰公班衙的历史过程, 由于荷兰公班

衙生意大增,“每年所捐之银奉本地国家十五万元

焉, 另纳一百万元以答国恩”, 需要上岸买地开新埠,

故因夺地而开战, 曾两攻澳门皆败, 又与郑成功相持

于台湾亦败降, 清嘉庆年间 (1796～ 1820) 又战败于

英国, 遂解散公司, 所占新地皆归英总督所有; 三是

介绍英国公班衙的兴起。早在 1573 年至 1619 年间,

英国即派船与印度通商, 在与荷兰的战争中逐渐形

成英国各公司的“密合防御”, 积累本钱 800 万元,

1600 年在印度成立公班衙 (即东印度公司) , 设总督

渐渐控制了印度大半权力, 又与法兰西、印度地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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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英公班衙官员妥筹防堵, 堆积军需, 保障封疆

也”, 但“所获之国广, 不可贸易, 治国而已”[3 ] , 遂有

东印度公司向我国广东的扩展, 即驻广州公班衙之

设, 到 1838 年时, 已“藏国帑之银共计一万五千万

元”。这些内容分别涉及了跨国公班衙组织的来由、

组织机构与殖民者政商合一的管理方式、捐资集股

方式、本金的积累、贸易方式、经营等的大致情况。这

显然是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人知之甚少或所知极不

系统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广州开设公班衙, 又使中

国人在家门口领略和目睹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具体运

作。

清初,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到广州贸易时, 尚

未设立公班衙, 船上管货的货长上岸交易后仍然原

船返航。乾隆三十五年 (1770)始设机构, 公司派货长

12 人常驻广州办事, 由其中高级人员三四人组成管

理委员会, 处理英国对华全部商务及交涉事宜。至道

光十三年 (1833) , 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

权取消而停业, 于道光十九年 (1839)结束。其组织中

的大班 (英文 Supercargo ) , 即外国商船中管货和处

理商务的货长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管理委

员会委员 (货长出身) , 依其职位高低, 分别称为大

班、二班、三班。五口通商后, 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

外国洋行的外籍经理, 亦俗称大班。

《东西洋考》对公班衙作了多角度介绍和报道。

道光甲午年 (1834) 三月号“新闻”栏内, 报道是月十

四日“英吉利国东地公司贸易之事已经完结, ⋯⋯自

今以后其公班衙不准再办贸易之事, 只可辖理在印

度等处各属地方, 治其兵民而已。且英人在中国贸易

之事既非公司所理, 因奉大英国上谕, 特派三位监督

驻粤, 督理事务”。

道光甲午年 (1834) 四月号“新闻”栏内, 报道是

月英国派水师提督罗拿碧侯爵抵粤就任监督, 驻粤

公班衙大班、二班充任副监督, 管理英国商船人等,

而物价、卸货等则由船主自理, 另外还报道了公班衙

前任大班马治平在道光十三年 (1833)十二月在美国

去世的消息。

道光戊戌年 (1838)三月号刊的英公班衙于道光

十七年 (1837) 八月十九日公示的《公班衙晓谕地　

契纸》, 反映了公班衙与所在国地方的土地买卖契约

方式, 包括地租、地价、使用期限、公物律之人 (似为

律师的责任等)。

此外, 道光戊戌年 (1838)八月号述及远商“贸易

险中做”, 有“保举会”进行担保, 并介绍了“保举会”

对商务、房屋、人寿等的担保办法。这些同现代保险

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从文中“此保举火之会西

国遍处已立也”, 不难看出 100 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保险业已相当发达了。

《东西洋考》对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和经

营形式向中国读者所做的首次系统介绍, 在当时的

中国人看来无疑是一件新鲜事物, 虽然其目的也是

为英商服务, 但这些闻所未闻的新事物肯定对鸦片

战争前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和发展民族经济会有

所启迪。

第六, 以简洁明了的表格形式刊载出口商品信

息。表格简称为表, 是记录数据或事物分类的一种有

效表达方式。它与插图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均可

代替或补充文字的叙述, 具有简洁、清晰、准确和一

目了然的特点, 同时其逻辑性和对比性又很强, 是现

代期刊常用的信息载体形式和编辑手段, 而将这一

形式首先用于中文期刊的当属《东西洋考》。

从甲午年 (1834) 正月至五月,《东西洋考》特设

《市价篇》, 采用表格的形式详细报道“省城洋商与各

国远商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 分为“入口的货”和

“出口的货”, 包括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入口的

货”既有海参、燕窝、鱼翅等食品, 又有棉花、洋布等

纺织品, 更有象牙、貂皮、狐狸皮等名贵特产和铜、白

铅、马口铁、番锡等金属。“出口的货”中, 有八角、桂

皮等香料, 大黄、土茯等中药材, 而且把当时出口茶

叶的各种品种均在表中一一示明, 如工夫茶、白毫

茶、熙春茶、雨前茶、屯溪茶、上香茶等。市价表中详

细列出了每种商品每担的售价, 这无疑是最早的中

文对外贸易行情表。

18～ 19 世纪,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和工业

制造品的大量生产, 日益增多的工业制成品 (如纺织

品) 及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原料 (如棉花) 便进入了世

界市场。因而在《市价篇》“入口的货”中列出了包括

棉花、洋布、花布、架纱布、上幼洋布、棉纱、大呢、羽

纱等的价格; 在“出口的货”中列出了包括赤布、苏蓝

布、土蓝布等的价格。根据这些市价表, 我们可以较

详细地了解当时广州进出口商品的种类, 直观地比

较其价格变化。正如《市价篇》篇末所云:“在右各货

市价及系远客愿以此好法教与中华。初起此市价明

篇, 但不能得全宝玉成, 举其大概, 看官请勿见怪其

错也。”这些市价表对于研究当时的中外贸易及我国

近代对外贸易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总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在中国境内

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而且又由英国传教士编辑

出版于我国近世第一通商口岸——广州, 加之其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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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通商、贸易、经济学内容和主要为东西洋通商而

办刊的宗旨。因此, 说它是中国第一份有关中西贸易

的专门杂志并不过分和偏颇。其实, 其中有关宗教、

历史、文学、地理、天文、农业、技术的内容, 也主要是

为通商这个总的办刊宗旨服务的。虽然, 诸如提出明

确的办刊宗旨、编辑方针、提出自由贸易、主张万国

通商、主张中国大兴内外贸易、向中国介绍跨国公

司、用表格表现价格行情等等, 在今天看来都是些极

为普通的方法, 但它毕竟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国

尚为睡狮时出现的, 是在中国传统历史分期的古代、

近代史的“分水岭”上出现的,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其

首创之功不可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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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Concept of Econom ics Spread by E as tern W es tern M on th ly M agaz ine
W E IL ing

(E d itoria l B oard of the J ou rna l, N orthw est U n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T h is paper reexam ines the first Ch inese m agazine E astern w estern M on th ly M ag az ine in it ia ted by

w estern m issionaries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 ics. It po in ts ou t tha t the m agazine in troduced to Ch ina the

earliest theo ry of free trade, the en terp rise fo rm of tran snat ional co rpo ra t ion s. T he paper a lso po in ts ou t

tha t the m agazine first u sed English term "company" and F rench term "compagn ie" to indica te co rpo ra t ion

and created the quo ta t ion s list of the in ternat ional t rade in Ch inese fo r the first t im e.

Key words: Ch inese m agazine; free trade; t ran snat ional co rpo ra t ion; company

敬告作者与读者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明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为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

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去年我校专门召开了文科学科建设工作会议,

决定每年投入 100 万元用于文科学科建设; 另外, 再投入 100 万元设立“西北大学出版基金”。

最近, 我校又召开了第三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 下决心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再上新台

阶。

目前,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有 11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每年招

收的博、硕士研究生近千人, 还有一批专职社科研究人员, 形成了以“中国思想文化史综合研

究”和“中国发展经济学与西部发展”等一批优势和特色学科。

学报作为展示学校学术水平、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 教育部在教社政[2003 ]1 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中, 明确要求:“加强高校文科学报建设,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大刊工程, 重点建设一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期

刊。”按这个目标,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版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还存在稿件积压、发稿周期

长等差距。为此, 学校在增加哲学社科版学报人力、财力和改善办公条件的同时, 拟从 2004 年

起将季刊改为双月刊, 以适应与促进我校哲学社会科学跨越发展的需要。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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