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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
郭吴新

　　世界经济格局问题, 是世界经济研究领

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无疑

是认识世界经济基本状况及其特点的一个途

径。世界经济格局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形成才

出现的, 它又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从 19 世纪初期至 70 年代, 是世界经济

基本形成阶段, 也是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出现

的时期, 这时的世界经济格局, 是以英国作为

世界经济的唯一中心并在世界经济中拥有霸

权地位为特征的单极格局。这些正是本文将

要论述的内容。

　　工业革命与世界经济开始形成

世界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由工

业革命所推动, 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

展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

16 世纪才开始的”。①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上

半期地理大发现和西欧殖民主义者随之进行

的殖民地开拓, 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广阔

的活动场所。16 至 18 世纪, 西欧国家用暴力

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加紧殖民掠夺, 在本国则

发展手工工场, 这 3 个世纪是资本原始积累

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在这

个时期中, 西欧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之间建

立起特殊的分工与贸易联系, 宗主国的手工

工场产品 (毛织品、金属制品及枪炮等) 以及

殖民地由奴隶劳动生产的农产品 (甘蔗、兰

靛、烟草及其它)的生产与贸易 (还包括“三角

贸易”形式下的奴隶贸易) 都不断扩大, 从而

揭开了早期国际分工和早期世界市场的历

史, 为世界经济的形成作了前期准备。

18 世纪 60 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

命,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国际分工、世界市

场以至世界经济的形成上, 都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工业革命既是技术革命, 又是生产关系

的重大变革。这次以蒸汽力和机器的使用为

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导致以机器为主体

的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 并代替了以手工技

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从手工工场向工厂制

度过渡, 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并引

起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欧美主要国家由于各自具体历史条件的

不同, 其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和进展情况也

颇不一致。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

17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17

世纪后期到 18 世纪中叶, 英国又先后战胜荷

兰与法国, 取得海上贸易与殖民扩张的优势,

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残酷掠夺以

及沾满血污的奴隶贸易, 为英国资产阶级带

来了巨额原始资本积累。同时, 圈地运动的强

化使广大农民遭到彻底剥夺, 工场手工业在

毛织业、冶金和金属加工业、丝织业、棉织业

等行业中也取得显著发展, 所有这一切分别

给机器大生产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货币资

本、劳动力、国内外市场及物质技术基础, 从

而使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经过约 70 至

80 年, 即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末, 以机器生产

为主体的近代工厂制度在英国基本工业部门

拥有显著优势, 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在英国带

动下, 美、法两国在 19 世纪初、德国在 19 世

纪 30 年代先后开始工业革命, 它们利用英国

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加快了建立工厂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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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并分别于 50 年代末、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末基本上实现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

确立, 使欧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

巨大发展, 正如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

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

多, 还要大。”②蒸汽力和机器的广泛运用, 使

进行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的先进工业部门即

纺织、采煤、钢铁、机器制造、造船等部门产量

迅速增长。1820～ 1870 年, 世界工业生产增

长 3169 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 311%; 其中最

主要国家英国工业增长幅度还大一些, 达

3197 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 313%。同一时期,

英、美、法、德 4 国的煤产量由 1660 万吨增

至 19620 万吨, 即增加 1018 倍; 生铁产量由

54 万吨增至 1023 万吨, 增加近 18 倍。19 世

纪中叶新兴的炼钢生产, 在 1860～ 1870 年间

4 国共计由 24 万吨增加到 54 万吨, 计增长

1125 倍; 其中英国钢产量由 15 万吨增加到

22 万吨, 增长近半倍。作为工业革命典型部

门的棉纺织业有很大发展,1870 年 4 国的棉

花消费总量达到 85123 万吨, 其中英国为

4818 万吨, 美国为 22143 万吨; 法、德两国分

别为 519 万吨和 811 万吨。造船业的发展反

映在商船吨位的增多上面,1840～ 1870 年上

述 4 国的商船注册总吨位由 540 万吨多增加

到 1114 万吨, 即翻了一番。

随着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近代工业的兴

起, 欧美先进国家工业产品品种和产量不断

增长, 需要日益扩大的原料和工业品销售市

场, 这就必然引起一系列重要经济政治后果,

包括: 分工和生产突破本国的界限, 越来越依

靠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 为市场扩

大而大力寻求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进而

导致世界经济的逐渐形成。现对这些后果分

述如下:

首先, 在殖民国家即宗主国和殖民地附

属国之间, 基本上形成一种新的垂直型的国

际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 拥有机器生

产优势的宗主国居于主导地位, 它向殖民地

附属国销售工业制品, 并从后者系统地廉价

取得农产品包括食品及工业原料。换句话说,

一国国内的工农业、城乡之间的分工, 初步扩

展成为国际分工, 也就是宗主国以工业中心

即世界城市面貌出现, 殖民地附属国以农业

外围即世界农村面貌出现, 两者之间形成工

业制成品及农产品 (食品与原料)的国际性生

产分工。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出现的极少数

以近代技术为基础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先进

国家, 与绝大多数以自然条件为前提主要从

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国之间的分工。这时, 处于

农业国地位的殖民地附属国的生产 (农业原

料与食品)与消费 (进口工业品) , 则唯宗主国

之命是从, 要适合宗主国的需要。19 世纪中

叶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分工, 就是这方面的典

型例子。英国入侵前, 印度是一个农业与手工

业结合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当时它输出的棉

布驰名世界, 被誉为“棉织品的祖国”。英国东

印度公司垄断印度贸易权后, 印度成为英国

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进入 19 世纪, 英

国工业革命走向完成, 它于 1813 年撤销了东

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 使英国在印

度的剥削转入了主要是工业资本剥削的新阶

段。英国先进的机织棉布象重炮一样轰垮了

印度的棉纺织手工业, 英国最初把印度棉布

挤出了欧洲市场, 接着使英国的棉妙和棉布

先后充斥印度市场。与此同时, 英国破坏了印

度当时的土地所有制, 强使印度一部分自给

自足的村庄转产棉花、鸦片、兰靛、大麻及其

它原料, 用以交换英国的工业品。英国与印度

之间形成了新的分工, 英国成了机器生产的

工业中心, 印度则沦为英国最大的商品销售

市场和农业原料产地, 在棉纺织方面英国从

印度输入棉花, 加工成棉织品后再返销印度。

1814～ 1836 年, 英国向印度出口的棉纱增长

50 倍;1824 ～ 1837 年间, 英国出口到印度的

细棉布增加了 63 倍, 到 19 世纪中叶, 英国输

往印度的棉织品占英国当时棉织品总产量的

1ö4。象印度一样, 英国的其它殖民地附属国

也纷纷变成了工业国英国的农业原料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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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描述过这种国际分工格局, 他写

道:“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 是

工业太阳, 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

星都围着它运转。”③

其次, 真正的世界市场基本形成, 国际贸

易有巨大增长, 并有新的格局。作为上述新的

国际分工的体现,17～ 18 世纪极不成熟的早

期世界市场, 现已基本上成长为真正的世界

市场, 这个新近形成的世界市场在范围上和

深度上都有较大发展, 它包括以英国为首的

进行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和它们所拥有的比

以前更多的殖民地附属国, 在市场上进行交

易的商品品种与数量空前增加。19 世纪中

叶, 在新形成的世界市场上, 国际贸易具有新

的格局与意义:

(一)国际贸易主要是在以欧美先进国家

为一方, 与包括它们的殖民地附属国在内的

不发达国家为另一方之间分工的基础上进

行, 即形成了工业领先国家的工业品与多数

农业国农矿产品相交换的格局。
(二) 国际交换中商品的性质发生了变

化, 过去在交换中举足轻重的奢侈品已不再

是主要商品, 农业国家出口贸易中居主要地

位的已是大宗商品, 即先进国家所需要的小

麦、棉花、羊毛、铜、咖啡、木材等初级产品, 随

着欧美国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 这些大宗商

品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量也迅速增长。
(三)和原始积累时期欧洲殖民强国在对

外贸易领域实行的拥有特权的贸易垄断制不

同,19 世纪初英国倡导自由贸易政策, 即在

国际贸易中采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

放弃公开的赤裸裸的贸易掠夺, 改为较隐蔽

的不等量劳动的交换。
(四) 国际贸易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并

出现了巨大增长。由于先进国家对从海外进

口的食品及原料的依赖性不断加深, 国际贸

易已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它已在相当大程

度上成为有关各国再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一

个重要环节。正因为这样, 欧美工业革命时期

的国际贸易迅速发展,19 世纪中叶国际贸易

的增长甚至超过了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

1800～ 1870 年, 世界工业生产增加约 515

倍, 国际贸易额则由 10 亿美元增长到 106 亿

美元, 即增加 916 倍。而且, 两者增长速度的

对比在不同年份是不一致的:1780～ 1820 年
(英国单独进行工业革命年代) , 世界工业生

产增长快于国际贸易增长, 二者的年平均增

长率各为 216% 和 1137%, 即为 1∶0153;

1820～ 1840 年 (英国工业革命趋于完成和

美、法、德 3 国先后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年代) ,

世界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增长大体持平,

二者的年平均增长率各为 2181% 及 219%,

即为 1∶1103;1840 ～ 1870 年 (继英国之后

美、法两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和德国工业革

命进入高潮年代) , 世界工业生产增长反过来

慢于国际贸易增长, 二者的年均增长率各为

313% 和 5%, 即为 1∶1152。这说明, 随着工

业革命的国际扩展, 世界工业生产对国际贸

易的依赖日益加深, 越来越需要国际贸易的

较快扩大。
(五) 这个时期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 是

与运输通讯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密切相联系

的。随着技术革命扩大到交通运输和通讯领

域, 汽轮、火车、电报相继问世, 并获得迅速发

展。1840 年, 英、美、法 3 国商船注册吨位分

别为 27618 万吨、198 万吨和 6613 万吨;

1870 年 3 国商船吨位各为 56911 万吨、

34318 万吨和 10712 万吨, 即分别增加 1106

倍、0174 倍和 0162 倍, 如加上德、比、荷及挪

威 4 国, 该年份 7 国商船总吨位高达 125912

万吨, 其中汽轮为 25117 万吨, 即占到 1ö5。

1835～ 1870 年, 全世界铁路营业里程由 2431

公里增至 20198 万公里, 增加 8513 倍, 其中

欧洲由 673 公里增至 10149 万公里, 美洲由

1758 公里增至 9131 万公里, 即分别增加 155

倍和 52 倍。通讯方面也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

的事件,1837 年发明了有线电报,1857 ～

1866 年, 美国铺设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缆

成功。海陆运输工具的革新及增多以及电讯

手段的采用, 满足了国际贸易扩大的需要, 成

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
(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和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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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强国, 这个时期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贸

易活动中, 享有无可争辩的垄断地位。列宁明

确地指出过这个特点, 他写道:“19 世纪中叶

英国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市场。这种垄断使

英国资本获得难以置信的巨额利润。”④

再次, 适应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不断扩大

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要, 英、法

等国加速扩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1820～

1876 年, 英国占有的殖民地面积由 520 万平

方公里增加到 2250 万平方公里, 殖民地人

口由 1 亿人增加到 2152 亿人, 即分别增长

313 倍和 115 倍。同一时期, 法国占有的殖民

地面积由 5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90 万平方公

里, 殖民地人口由 40 万人增加到 600 万人,

分别增长 17 倍和 14 倍。1876 年, 英、法两国

共占有殖民地 2340 万平方公里, 殖民地人

口 2158 亿人, 即占到当时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1517% 和世界总人口的 1814%。同时, 它们

利用各种军事政治经济压力, 在世界各地还

拥有广大的势力范围。

最后, 在欧美主要国家工业革命相继取

得胜利及其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的基

础上, 随着新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国际贸

易的建立发展, 世界经济开始形成。如前所

述, 欧美国家以机器生产为主体的近代工厂

制度的确立及其对外扩张的加强, 有力地推

动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逐步建立, 促进了

真正的世界市场的基本建成和国际贸易的加

速发展。这样一来, 就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国

家及地区相继纳入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范

围, 另一方面又使各类国家主要是拥有近代

工业的欧美国家与广大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国

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使各国

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相互经济影响日渐显

著, 以致开始形成世界经济。关于这一进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写道: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驱使资产阶级奔

走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创业, 到

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

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

的了”⑤。

　　19 世纪中叶世界经济的英国单极
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是指世界经济有机统一体

中各国的力量对比、所处地位及其相互作用

的总图景。19 世纪中叶, 在世界经济基本形

成阶段, 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世界经济格局?我

认为, 扼要说来, 就是英国作为当时世界经济

的唯一中心并在世界经济中拥有霸权地位而

出现的英国“单极”格局。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19 世纪中叶, 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

英国, 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 工业化取得了显著

成就, 变成了“世界工厂”。经过工业革命, 英国

建立了强大的近代工业, 它包括纺织、机器制

造、采煤、冶金、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 拥有当时

最先进的技术和最高的劳动生产率, 在一系列

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 英国均居于世界第一位,

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1870 年, 英国煤产量多

达 11220 万吨, 为美、法、德 3 国之和的 1134

倍; 生铁产量达 597 吨, 为上述 3 国之和的 114

倍; 钢产量为 22 万吨, 相当于 3 国之和的

69%。反映棉织品产量的重要指标棉花消费

量, 该年份英国达 4818 万吨, 即为前述 3 国之

和的 119 倍。当时英国是全世界所需工业产品

的主要供应基地, 不仅供应工业消费品(纺织品

及其它) , 而且供应工业生产资料 (机器设备及

煤铁)和运输工具。英国成了全世界最主要的工

业中心, 它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 一直居于

领先地位;1850 年为 39%, 即相当于美、法、德

3 国之和;1860 年为 36%, 相当 3 国之和的

80%;1870 年为 32%。仍相当 3 国之和的

70%。还应指出的是, 由于近代工业的迅速增

长, 早在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的 1840 年, 英国的

工业即已超过农业 (按各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

或拥有的劳动力计算, 该年份工业分别为农业

的 1155 倍和 1187 倍) , 成为 19 世纪中叶唯一

的工业国。

第二, 在这个时期的国际分工格局中, 英

国是世界的重心, 居于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最

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英国, 以向各国提供各种

工业制品为己任, 同时从世界各地进口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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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食品、工业原料及其它产品。关于这个情

况, 当时一位英国学者曾经写道:“在实质上, 世

界的五分之一是我们自愿的进贡者; 北美大平

原和俄国是我们的谷物种植园, 芝加哥和敖德

萨是我们的谷仓; 加拿大和波罗的海诸国是我

们的森林; 我们的羊群的牧场在澳洲, 我们的牛

群在美洲; 秘鲁把它的白银提供给我们; 加利福

尼亚和澳洲以自己的黄金提供给我们; 中国人

为我们种茶; 而从印度把咖啡、茶叶和香料运到

我们的海岸; 法国和西班牙是我们的葡萄园, 地

中海沿岸是我们的果园; 我们从北美合众国及

其它国家获得棉花。”⑥这是英国当时在国际分

工格局中所拥有的极其突出的中心地位的生动

描绘。

第三, 在当时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和海上

运输方面, 英国都处于垄断地位。欧美工业革命

时期, 英国拥有的“世界工厂”和最大殖民国家

的优势, 决定了它在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等方面

的特殊地位。当时, 其它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国

家, 迫切仰赖于英国的先进技术装备和其它工

业生产资料, 而政治经济上受英国控制的广大

殖民地附属国, 则只能服从英国需要, 既接受日

益增多的英国工业制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 又

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输送农产品。这就使得世界

市场上常年繁忙地交易着从英国出口的机器设

备、机车车辆、煤、铁、棉毛织品、金属制品及其

它日用工业品, 以及输入英国的小麦、棉花、羊

毛、麻类、肉类、咖啡、木材及多种初级产品, 英

国成了国际交换中的主角。英国在世界市场和

国际贸易领域的显著优势, 可以从当时它在世

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看出:1840 ～ 1860 年, 英

国的对外贸易额由 1119 亿英镑增加到 3118

亿英镑, 计增长 1168 倍, 它在世界对外贸易总

额中一直保持着 21% 的比重, 约等于美、法、德

3 国之和;1870 年英国对外贸易额进一步增为

4158 亿英镑, 它在世界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升为 22%, 仍相当于上述 3 国之和的 71%。作

为英国在国际贸易中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 英

国当时拥有世界第一位的商船队, 其注册吨位

在 1870 年多达 569 万吨, 即相当于美、法、德、

荷 4 国商船注册吨位之和, 依靠这支强大的商

船队, 英国当时被称为“世界摆渡人”, 基本上控

制着全球的海运业务, 从而获得大量的各类物

资及巨额运费收入。

第四, 英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工业

革命的胜利, 对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的贪求, 促使英国加紧了海外殖民扩张的步伐。

进入 19 世纪后, 英国进一步实行对外侵略, 掠

夺了更多殖民地, 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亚洲

是英国对外侵略的重点地区。英国在镇压印度

1857 年民族大起义之后, 进而征服内地土邦王

公, 实现了对印度的完全统治。19 世纪中叶, 英

国吞并了缅甸(1856 年) ; 又先后对中国发动了

鸦片战争 (1840～ 1842 )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 年, 伙同法国) , 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 割让香港, 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还对伊朗、阿富汗等国发

动侵略战争等。此外, 英国当时还对拉美、非洲、

大洋洲等地区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1800

年, 英国拥有殖民地 1130 万平方公里,1850

年增为 2000 万平方公里,1876 年英国殖民地

面积进一步增至 2250 万平方公里, 殖民地人

口高达 25190 万人, 即相当于全世界领土的

1511% 和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8%。作为世界头

号殖民大国, 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面积超过其本

土的 90 倍以上, 殖民地人口超过英国人口的

616 倍。控制着广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是英国

当时拥有“世界工厂”地位和国际贸易霸权的重

要外部条件。列宁认为英国作为最大的殖民帝

国及其对殖民地的剥削与掠夺, 使英国早于其

它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征,

他写道:“从19 世纪中叶起, 英国至少具备了帝

国主义的两大特征: (1) 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

(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

地位)。”⑦

第五, 与此同时, 英国是最大的资本输出

国和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心。进入 19 世纪后, 英

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1825 年为 5 亿美元,

1840 年增为 715 亿美元,1855 年为 23 亿美

元,1870 年再增至 49 亿美元。这一时期, 英国

资本输出始终居世界首位,1870 年为次大的资

本输出国法、荷两国对外投资总额(3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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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63 倍。当时, 英国首都伦敦不仅是世界贸

易最主要的中心, 而且是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心。

早在 1821 年, 英国就带头实行单一的金本位

制, 这对 19 世纪各国货币制度及货币政策具有

重大影响, 使黄金的世界货币地位得以逐步确

立。1849 年美国加州和 1851 年澳大利亚相继

发现金矿后, 出现了世界性的采金热潮, 大量黄

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伦敦, 再转而流向欧洲大陆

和远东等地, 英国成为黄金注入国和转运地。同

以上情况相联系, 当时许多国家纷纷把公债及

公司证券送至伦敦推销, 伦敦在国际金融业务

中牢牢占据着中心地位。

所有这一切表明, 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形

成的世界经济统一体中, 英国成为拥有极大优

势的唯一中心, 即对当时各国经济具有巨大吸

引力和辐射力的唯一的“极”。英国在世界经济

中的单极地位, 就成为这个时期世界经济格局

的根本特点。

　　几点认识

依据以上论述, 可以得出下面一些认识:

首先, 在分析世界经济格局时, 既要考察

世界经济统一体的整体格局, 也要分别考察该

统一体内各个领域即国际分工与世界生产、世

界市场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诸领域

的局部格局, 只有这样, 才能在具体地深入地认

识各领域局部格局的基础上, 更好地把握世界

经济整体格局的总的特点。一般说来, 在一定阶

段上, 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与其各个领域的局

部格局常常是统一的, 即处于同步状态。对 19

世纪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析,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当时, 无论是就世界经济整体还是就其各个重

要领域而言, 英国的单极格局都是明显的。

其次, 研究世界经济格局, 最重要的是弄

清楚在一定时期的世界经济统一体中, 各国所

处的地位如何以及由此形成了怎样的相互关

系。而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又决定于它们

彼此间经济实力对比状况。19 世纪中叶, 英国

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其它国家, 成为当时世界

经济中的唯一中心, 在英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

上, 可以说形成了独占鳌头、众星拱月之势。因

此, 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 就具有了英国单极格

局的特征。

再次,19 世纪中叶世界经济的英国单极格

局时期, 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经济史上, 在与

其它国家经济实力对比和相对地位方面, 英国

处于优势最突出的顶峰时期。此后, 英国的绝对

经济实力虽继续增长, 但它与后起的美、德等国

相比, 在经济实力与相对地位上, 可以说是每况

愈下, 不仅优势丧失, 且差距越来越大。英国作

为世界经济唯一中心即单极的地位, 早已成为

历史陈迹, 可一而不可再了。

最后, 世界经济形成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

的发展, 世界经济格局曾多次发生变化。世界经

济的单极格局曾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本文所分

析的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单极格局, 另一次是二

次大战后初期约 15～ 20 年的美国单极格局。

此外在不同阶段上, 世界经济中还出现过两次

两极格局, 以及几次多极化的格局。⑧因此, 分

析世界经济史上最早的英国单极格局, 对深入

理解后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我认为是必要

的和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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