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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国的价格和工资变迁之动因 
——从“货币论”与“新人口论”的争论谈起 

崔洪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各家观点不尽相同，争论不断。 

其中“新人口论”者认为人口因素是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人口数量的增减导致价格和工资的波动； 

但是这一观点却遭到了“货币论”者的反对，“货币论”者认为货币量的增减和货币的贬值才是引起当时价格和工资 

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史学界对中世纪英国经 

济社会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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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尤其是 11~15世纪 

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波动，是近一个多世纪欧洲经 

济史学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学者们通常认为， 在 11~13 
世纪西欧的经济处于上升期，当时的价格也出现上 

涨；但是到了 14世纪的中后期，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导 

致欧洲经济的停滞甚至崩溃，当时的价格也出现了下 

跌。 [1](63) 之后整个 14、15世纪的欧洲都处于经济的恢 

复之中，直到 16世纪初才达到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平。 

中世纪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 

过程。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解 

释，其中最著名的是“新人口论”和“货币论”。本文在 
“新人口论”对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解读的基础 

之上，以“货币论”的观点对其匡正，试从“货币论”的 

角度对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的变迁进行再考察，以 

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① 

一 

在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的研究中，“新人口论”是一 

个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模式。 “新人口论”源于 18世纪末 

形成的“人口论”，“人口论”认为土地的收益是递减的， 

因此当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将会出现 

人口过剩的现象，于是只有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手段 

才能解决人口过渡膨胀的问题，并使其与生活资料趋 

于平衡。 [2](66−67) 这一观点被后来的许多学者所接受， 

如 E.米勒、J.哈彻、J.Z.蒂托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中世纪经济史家M.M.波斯坦。波斯坦最早在 1950年 

和 1951年发表的有关人口变化的两篇论文中， 提出人 

口对价格和工资产生重要的影响， [3−4] 之后发表的一些 

文章对该观点进行了完善， [5−6] 尤其是在 1972年的 《中 

世纪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 [7] 他综合人口与土地、 

物价和工资等方面的关系，以中世纪的英国为例，总 

结出经济与人口之间的规律，并把这一规律推及到整 

个中世纪的欧洲。波斯坦认为，11~13 世纪，随着新 

垦区的开拓，耕地面积增加，人口也在不断地攀升。 

由于人口的增多，对谷物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谷 

物的价格上升，同时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雇工 

工资的下降。 [8](565) 在土地开垦的过程中，人们首先开 

垦的是周围近便且肥沃的土地，当这些土地开垦完之 

后，人们被迫开始开垦边远且贫瘠的土地。 [8](550−552) 当 

时的土地是越来越少，份地也越来越小，因此地价出 

现上涨，并开始涌现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时原 

有耕地的肥力开始出现递减，新开垦的土地由于较为 

贫瘠产量也不高。 [9](14) 而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得当时 

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即现有的耕地无法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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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口，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出现了下降。由 

于生活的困顿，造成当时的部分人无力结婚和较高的 

死亡率。从 14世纪开始，人口逐渐减少，不久之后爆 

发的黑死病，加剧了人口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短缺， 

原有的土地无人耕种，出现了大片土地“长期抛荒”的 

现象。 [9](14−15) 工资上升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使得农 

业经营陷入困境，农业的发展进入了衰退期。经过长 

期缓慢的发展，到了中世纪的晚期，人口和土地之间 

才趋于平衡，并再次进入发展的上升期。有材料记载， 

直到  15 世纪后半期，人口总数才开始出现恢复的迹 

象，16 世纪初，英国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 13 世纪末 

的水平。 [8](570) 总之，波斯坦通过对中世纪英国的人口 

与土地、物价和工资关系的分析，建立了一种经济社 

会发展模式，其理论的核心是人口，人口的变化决定 

着经济发展，由于该理论是在“人口论”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因此被学者们称之为“新人口论”。 

对于中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货币论”者则 

有着不同的看法。 “货币论”是 18世纪开始出现的一种 

经济理论，后来得到不断的完善。该理论强调的是货 

币数量对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产生的影响，即物价的 

变化和货币的供应成反比例，当货币供应增加时，物 

价自然高涨； 当货币供应减少时， 物价将会下跌。 [10](699) 

另外，货币的流转速度也会影响到物价，因为货币加 

速流转也就是等于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这可以通过著 

名的费希尔方程式来表达，即 P=MV/T，其中 P 是物 

价水平，M 是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周转速度，T是 

商品交易总量。也就是说，无论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或是货币流转速度的加快，都可以影响到物价的上 

涨。但是在中世纪，货币流通相对于今天来说，是受 

到一定的限制或是缺乏一定的弹性，因此当时货币流 

通的增加主要是依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是贵金属的 

增加。 [11](110) 

20世纪 30年代， 西班牙经济史专家 E.J.汉密尔顿 

就曾把“货币论”用于  16、17 世纪的西班牙的历史研 

究，他认为来自于新大陆的贵金属导致了西班牙的价 

格变动。同一时期，著名学者马克∙布洛赫和 A.费维耶 

等人在其著述中使用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12、13 
世纪的繁荣是由于贵金属的供应量持续增加引起的， 

当时的价格出现了上涨；到了中世纪晚期，由于开采 

技术的落后，金银等贵金属的开采量出现了大幅的下 

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货币出现短缺，进而导 

致价格的下降和贸易发展缓慢。这些研究方法和观点 

得到后来的经济史家和历史学家的认同，并被应用于 

中世纪史的研究之中。 [12](73) 

二 

“新人口论”和“货币论”对于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 

资变迁的原因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这势必引起二者 

之间的争论。20 世纪的 50 年代以来，随着波斯坦一 

系列论著的出版，“新人口论”逐渐被西方一些学者所 

接受，但是却遭到了“货币论”者的极力反对。 

首先，“货币论”者对“新人口论”所持的 11世纪至 
14  世纪初因人口的上升而出现物价上涨和工资下降 

的观点进行反驳。A.R.布兰德博瑞认为，人口增长并 

不总是导致价格的上升，人口压力的形成是一个逐渐 

累计的过程，并不是突然下降或是突然增加的，在 13 
世纪的最后  10 年物价并没有上涨，就可以说明这一 

点。 [13](4) P.D.A.哈维认为，从  12 世纪末直到  13 世纪 
60年代英国的物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且在之后以较 

缓慢的速度仍在上升，直至 13世纪末。 [14](3−4) 在物价 

上涨的同时，不仅士兵的工资出现了上涨，熟练工人 

的工资也出现了上涨，如在亨利二世时期(1154  年~ 
1189 年在位)，赫里福德郡和温莎(Windsor)等地负责 

管理王室葡萄园的熟练工人每天的工资是  1  便士。 
1210~1211 年间，温彻斯特主教区的木匠每天的工资 

为  1.5~2 便士，到了  13 世纪中期每天的工资上涨至 
2.5~3 便士。 [14](16−17) 如果在 11~13 世纪随着物价的上 

涨，工资也出现了上涨，这是“新人口论”所无法解释 

的。 

对于  11~13 世纪物价上涨的原因，N.J.梅休认为 

在从 12 世纪末到 14 世纪初，英国的货币供应量一直 

处于增长的状态，这才是当时物价上涨原因，而且他 

认为物价和货币供应量之间是一个弹性关系，也就是 

说物价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而出现变动。 [15](125−128) 

对于当时物价的上涨原因，D.L.法玛尔也认为在 
1100~1300年间， 英国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 10~15倍， 

同时货币的周转速度也在增加，这才是当时物价上涨 

的真正原因。 [16](723−724) 保罗∙拉蒂默认为，中世纪的民 

众有把货币储存起来的习惯，但是在  12 世纪末出现 

的货币贬值使得人们失去了对持有货币的信心，因此 

开始把贮存起来的货币用于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当时的货币量， 因此在 13世纪初出现了物价大幅 

上涨的局面。 [17](21−23) 14世纪初，英国的物价出现了暴 

涨，马维斯∙梅特认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欧洲大陆的 

大量白银流入英国，同时英王室采取种种措施禁止货 

币和未授权的白银和银制品的输出，使得当时英国的 

货币供应量大大增加，这是当时物价高涨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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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8](2, 6) 从 14世纪 30年代开始，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出现了下降，如果从“新人口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当 

时的人口应该出现惊人的下降，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证 

据。对于这一现象，马维斯∙梅特和迈克尔∙普雷斯特维 

奇认为，爱德华二世统治末期和其儿子即位之初的政 

治混乱，使得当时禁止白银出口的措施执行不力。此 

外，爱德华三世统治初期用于贿赂对外战争中的同盟 

者和其他外交的费用较高。当时的状况是，越来越多 

的白银流出英国，使得流通领域新铸造的货币在不断 

地减少，这才是导致当时的物价出现下降的根本原 

因。 [18](14)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也是价格的一种，并 

随着人口的升降而变更其供求关系。因此“新人口论” 
者认为，在 11 世纪至 14世纪初，随着人口的增加， 

劳动力将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当时的工资出 

现了下降。 法玛尔对 1208年~1356年工资进行了估算 

认为，当时的工资出现了上涨，例如以收割工收割和 

打捆 1英亩谷物的工资为例，其工资在 1208~1220年 

间为 3.54 便士，1300~1310 年间为 5.45 便士，1347~ 
1356 年间为 8.19 便士。 [16](768) 但这只是名义工资的上 

涨， 
② 
如果换算为实际工资可能出现另外一番景象。 如 

法玛尔对不同工种工资的购买力进行了估算，仍以这 

一时期收割工的工资为例，以购买 1夸脱大麦所需要 

的工作时间为标准，在  1208~1220 年间需要工作  8 
天，在 1300~1310 年间需要工作 9 天，在 1347~1356 
年间需要工作 7天。 [16](774) 从收割工工作的时间来看， 

当时其工资的购买力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化， 这也与“新 

人口论”者所持观点相反。 

从对11世纪至14世纪初物价和工资的变化来看， 
“新人口论”对其分析并不准确，而货币因素才是影响 

这一时期物价和工资变迁的真正根源。 

其次，对黑死病之后由于人口的减少导致的物价 

下降和工资上涨的观点进行批驳。法玛尔认为黑死病 

之后绝大多数的耕地仍有人在耕作，并没有出现大规 

模撂荒的景象，至少在温彻斯特庄园是这样。由于牲 

畜的饲养和放牧为耕地带来了肥料，提高了地力，再 

加之播种方式的改善，使得在  1376~1395 年期间  18 
个谷物产量的记载中，仅有 3个产量较低，其余的记 

载都要高于平均产量。 [19](439) 这与波斯坦所认为的黑死 

病后出现的大片无人耕作的土地的说法不同。 

黑死病之后，人口急剧下降，使得人均货币量较 

高； [20](606) 1344 年引入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当时白银短缺的现象；羊毛贸易的繁荣，促进了白银 

的流入，这些原因共同导致 14 世纪 50、60年代英国 

价格的高涨。 [16](724) 这也与波斯坦所说相反， 他认为在 

黑死病之后由于人口的急剧下降，需求减少，价格反 

而出现了下跌。 
“货币论”者通常认为，中世纪的晚期价格和工资 

的变动与当时的“银荒(bullion  famine)”所导致的货币 

供应量下降密切相关。约翰∙旦认为从  14 世纪中晚期 

开始，欧洲银矿的开采出现了枯竭，同时由于东西方 

贸易中的不平衡，使得欧洲大量的贵金属流入东方的 

拜占庭−伊斯兰市场，这使得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出现 

了“银荒”，严重影响了当时的货币铸造和货币供 

给。 [21](8−12) 这是造成中世纪晚期英国货币短缺的根本 

原因，同时一些其他的原因也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减 

少。敏斯凯敏认为由于英国的货币成色较高，受到了 

苏格兰和弗兰德尔等地的欢迎，进而使得这些货币不 

断地流出；同时，罗马教皇所征税收和对外贸易中出 

现的逆差也导致了货币的大量流失。 [22](474−475) 除此之 

外，货币的窖藏、人为的削剪(coinclipping)与伪造、 

自然磨损以及铸造过程中的损耗等都在客观上导致了 

英国的货币量的降低。据此约翰∙克雷格认为在中世纪 

晚期，由于贵金属的供给的减少，英国的铸币厂的铸 

币量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23](411−413) 而这种状况到了 15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随着深井抽水机的发明和使用以 

及阿尔卑斯山和厄尔斯山(Erzgebirge)新银矿的开采， 

持续一百多年的“银荒”问题才有所缓和。 [24](363−370) 

对于波斯坦的黑死病导致工资上涨的观点，马维 

斯∙梅特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劳动力的短缺并 

不一定是人口下降的结果，农业丰收时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伦敦等大城市的发展也吸引了来自乡村的劳动 

力，这些情况同样能引起工资的上涨。 [18](14−15) 

由于人均货币量增加等原因，导致在黑死病之后 

的  25 年英国出现通货膨胀；在  1370 年~1410 年和 
1440 年~1460 年两个阶段，由于欧洲出现的“银荒”而 

使得英国一度出现通货紧缩；在两次通胀紧缩之间， 

英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时期，价格上升， 

工资的名义工资也出现上涨， 但是实际工资出现下降； 

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物价和实际工资水平出现相反 

的情况。 [25](115−117) 

对于“货币论”者提出的质疑，波斯坦也进行了反 

击。他认为，单纯的货币因素不可能解释中世纪晚期 

英国的经济变迁。他首先承认了在 13 世纪末和 14世 

纪初，由于技术问题导致中欧白银开采的下降。 [26](25) 

但是他认为白银开采量的下降并不能导致当时货币的 

短缺，主要是因为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尽管 

大陆矿区的白银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欧洲全部的 

银储备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它已经积存了两三个世 

纪。当时积存的白银总量相当于年产量的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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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国际银价更多的是受到其利用方式的影响，而不 

是其开采量的影响。 ” [26](261−162) 既然在中世纪晚期货币 

量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那么当时价格的变迁就与货 

币供应量无关。但是，敏斯凯敏认为这种观点是建立 

在一种近乎荒谬的论据之上的，即白银是不可破坏和 

耐用的。事实上， 白银可以以多种方式离开流通领域， 

而且有时是不能恢复的。因贸易或是政治行为而使得 

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广泛出现在当时的欧洲各地，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时，波斯坦还认为中世纪商人交易的 75%以上 

都由汇票等信贷制度参预完成， [27](234) 而在 13、14世 

纪的英国羊毛贸易中信贷已经达到了大规模的使 

用， [27](241) 尤其是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意大利银行制 

度的传入，英国的信贷制度得到更大的发展，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英国的货币供应量。 [28](77) 而“货币论” 
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见地，其中  W.C.罗宾逊和约翰∙蒙 

罗等学者认为，因汇票等信贷制度导致了英国货币的 

外流，并损害了英王室在货币兑换中建立起来的权 

威，所以中世纪晚期英国反对在本国使用汇票，并于 
1429  年明令禁止在对外贸易中使用汇票等信贷工 

具。由此推知，在中世纪晚期信贷和银行制度发展程 

度并不高。 [29](198−208) 而 N.J.梅休和帕梅拉∙南丁格尔认 

为，信贷制度的最终结算还是依靠货币，因此信贷制 

度最终反映的还是货币的供给而不是补偿货币供 

给。 [28](574) 而中世纪晚期的“银荒”严重影响了货币流 

通，进而导致了信贷制度的衰落。 [24](347) 

此外，波斯坦认为，随着中世纪晚期贸易的发展， 

英国的货币周转速度在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 

了英国的货币流通量。 [28](78) 对此，N.J.梅休认为，在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尽管国民总收入没有  13 世纪那 

么高，但是由于人口的下降，人均收入出现了上涨； 

同时在中世纪晚期金币在流通中所占比例较高，由于 

金币的价值较大，因此一定程度也降低了货币周转速 

度。约翰∙蒙罗也认为在中世纪的英国，随着人口和货 

币总量的降低，当时的商品交易量出现了下降，并进 

而导致货币周转速度的降低。 [25](100)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波斯坦对“货币论”的反驳 

是站不住脚的，中世纪晚期的“银荒”并没有因为之前 

积累的白银而缓解，货币量也没有因为信贷制度的发 

展和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而得到补充。 

随着“货币论”对“新人口论”的批驳，持“新人口 

论”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了货币因素在中世纪英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他们从根本上依然坚持其原 

有的观点，即坚持人口因素是中世纪英国物价和工资 

变迁的根本原因。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在 

1981年波斯坦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和支持者开始意识 

到了货币因素在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如约翰∙哈彻认为，除了人口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的货 

币总量和其货币周转速度都能影响到价格和工资水 

平。但是他又认为不应该夸大货币因素的作用，中世 

纪晚期英国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仍是人口下降导致的 

劳动力缺乏。 [31](48−54) 

尽管“新人口论”和“货币论”关于中世纪英国价格 

和工资变迁原因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其争论的 

进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了货币因素在 

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三 

通过“货币论”和“新人口论”的争辩，可以发现货 

币因素才是影响英国物价和工资变动的根本动因。正 

如  F.布罗代尔和  F.斯普纳教授所认为，“价格只有在 

货币系统中才能被理解，货币系统为价格充当框架和 

表达的方式，没有货币就没有价格。” [32](378) 

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对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影响可以 

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时期货币数量的变化对价格和工资产 

生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货币供给充足，物价水平 

会出现上涨，同时，名义工资上升，实际工资下降； 

而当货币短缺时，价格和名义工资都将下降，实际工 

资出现上升。在中世纪英国的货币史上，从 12世纪末 

到  14 世纪初，英国的货币供给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 

状态之中；大概从 14 世纪 30年代开始，由于白银的 

供给出现短缺，货币供应量出现下降；但是在黑死病 

爆发之后的 25年， 人口的下降致使人均货币量出现上 

升，反而使货币量相对充足；随着 14 世纪 70 年代晚 

期“银荒”的出现，英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严重的下降， 

直到  16 世纪初才有所缓和。因此在  12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和黑死病之后的  25 年，英国市面上的货币是 

比较充足，因此在这两个时期物价出现了上涨，随着 

物价的上涨，雇工的名义工资也随之上升，而实际工 

资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在黑死病发生之前的 
20余年间及 14世纪 70年代之后“银荒”的出现直至 15 
世纪末，英国的货币供应出现了紧缩，因此在这两个 

时期，英国的物价和工资出现了与之前两个时期相反 

的状况。 

其次，短期内的货币贬值和货币重铸引起的价格 

和工资的波动。货币流通的状况是否良好，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物价水平。通常情况下， 货币流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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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也相对稳定；当货币流通恶化，尤其是货币贬值 

时，物价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是随着货币重铸的 

完成，优质货币逐渐代替劣质货币，物价再次趋于稳 

定。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货 

币重铸，分别发生在 1180、1247、1279、1344、1411 
和 1464年。 [33](84) 在此仅以爱德华一世  (1272年~1307 
年在位)统治初期的 1279年至1281年间的货币重铸做 

一例证，并进行简单的分析。爱德华一世即位之初， 

由于当时的货币削剪和伪造泛滥，再加之长期使用导 

致磨损严重， 
③ 
使得当时的货币出现了货币贬值的现 

象，进而引起物价上涨。1279年，英国开始对贬值的 

货币进行重铸，而随着市面上的良币代替劣币，货币 

流通得以改善，物价再次趋于稳定。 

综上所述，货币因素才是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 

变迁的动因。N.J.梅休曾言：“无论是从长期趋势，还 

是短期波动来看，货币因素都对价格产生着重要的影 

响。” [15](129) 同时，从货币因素的角度来考察中世纪英 

国的价格和工资的变迁，这是一种不同于从人口因素 

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解读的新的研究理路。如 

果把这种新的研究理路运用于中世纪英国，乃至中世 

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的考察中，不仅能拓宽研究思路， 

而且也能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注释： 

① 本文中的英国指一般地理意义上的英格兰，不包括爱尔兰、苏 

格兰和威尔士。 

② 名义工资是雇工为雇主提供劳动所得到的货币报酬， 而实际工 

资则是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多少消费品的体现， 也就是货币工资 

的购买力问题。 

③ 在正常的情况下，货币每十年的平均磨损率要超过 2%。但是 

爱德华一世 1279年进行的重铸距离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 

位)1247 年的重铸长达  32 年之久，据此推断当时的货币重量 

因磨损至少下降 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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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auses of Medieval British prices and wages changed 
——Based on the Debats of “Theory of Money” and 

“New Population Theory” 

CUI Hongjian 

(History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for  change of medieval British prices and wages have always  been  a hot research  of Western 
scholars, they have given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ccording to, the “New Population Theory”, population factors are 
price and wage changes of medieval Britain motivation,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population led to fluctuations in prices 
and wages; However, this theoretical model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by the “Theory of Money”, which holds that 
changes  in money  supply and  currency depreciation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and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ccepted  this  view.  The  research  to  this  one  problem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historians  understanding  of  medieval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knowledge. 
Key Words: medieval England; prices; wages; Theory of Money; New Popul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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