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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文明研究	·

近 代 早 期 英 国 的 土 地 银 行 *

李新宽

近代早期的英国，由于货币短缺以及战争引发的政府收入严重不足，不少人主张

通过创立土地银行（land bank）来拓展信用货币。到 17 世纪 90 年代，成立土地银行

的讨论进入高潮，至少有 3 套土地银行方案付诸实施。尽管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但

近代早期英国土地银行的构想和实践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金融史家安托万·墨

菲对土地银行探索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他指出，我们今天对“以土地为抵押来创造

一种货币的技术问题兴趣有限”，但这些论及土地银行的作品“代表了对既有正统思

想——硬币是能够使用的唯一种类的货币——的挑战，反映了从金属主义向现代货币

理论转变的趋向。以土地和财产为抵押的信用能够构成银行体系资产的一部分，这种

看法批驳了货币必须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或者至少由 100% 的金银资产背书这种正统

共识”。(１) 土地银行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这种探索和创新也为我们理解近代早期英

*   本文为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经济社会史文献学专题研究”（17ZDA225）子课题、上海市高

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的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阶段性研究成果。

(１) Antoin E. Murphy ed., Monetary Theory: 1601-1758, Vol. 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introduction, 
pp. 21-22.

摘		要：17 世纪 90 年代，英国曾经兴起创建土地银行的热潮，先后有 3 套创

建方案得以实施，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制度设计缺陷、货币短缺状况恶化、

少数辉格党大臣暗中阻挠等是导致金融革命时代土地银行创建失败的原因。

辉格派史家一直以来将土地银行的设想塑造为托利党用来对付辉格党英格兰银

行的阴谋，这种将土地银行创建和失败归结为党派政治原因的观点不符合历史

事实。成立土地银行是为了解决货币短缺，扩大货币流通量的问题，用抵押土地

的方式发行信用货币的思想出现很早，成立土地银行的倡导者并非土地拥有者

或从事与土地相关的职业，这些都说明土地银行的失败与党派政治关系不大。

关键词：土地银行 近代早期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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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融革命和当今世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一个路径和参考视角。因此，不揣冒昧，做

一个简单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土地银行的方案和实施

1692 年 1 月休·张伯伦（Hugh Chamberlain）博士向下议院提交了创建土地银行

的建议，与此同时，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提交了创建英格兰银行的方案，

土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作为两大竞争性方案，引发了当时人的广泛讨论。虽然下议院

一个委员会在报告中认为张伯伦“博士的建议切实可行”，休·张伯伦也在 1693 年请

求下议院重新考虑他的建议，但他的方案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而英格兰银行方案在

朝廷重臣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e）的支持下于 1694 年获得议会授权，批

准成立。(１)

随后，在 1695 年，除了张伯伦重启他的土地银行方案外，约翰·阿斯吉尔（John 

Asgill）和尼古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以及约翰·布里斯科（John Briscoe）又

提出了两套土地银行建设方案，至此有 3 套土地银行方案在一年内启动。1696 年 2 月，

后两套方案的创始人同意合作，两套方案合并后的新公司在 4 月获得议会批准为法人

“英国土地银行董事和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National Land Bank 

of England），(２) 其构想开始付诸实践，但最终在认购股份时流产。这些土地银行方案

的实践都没有获得成功。

那么这几套方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否切实可行呢？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和

分析。

休·张伯伦早在 1665 年就打算创建一家伦巴底银行（Lumbard Bank），构想以范

围广泛的一系列物品作抵押来贷款，类似于现代典当铺。(３) 他的土地银行灵感可以追

溯到 1682 年他与伦敦当局达成的一份协议。1689 年他在一份手稿中提出了土地银

行的设想，一年后手稿出版。(４) 霍斯菲尔德把休·张伯伦的土地银行思想总结为一个三

段论：“贸易的最佳基础是信用，信用的最佳基础是土地，因此贸易的最佳基础是土地

信用。”而且，这样的信用和货币一样好，因为它拥有后者所有的优点——某些方面更

优——那就是内在价值（因为它代表着土地），方便、耐用、轻便，一种票面就是显示其

价值的证书。这样，由于货币明显非常匮乏，信用的增加则有大量的潜力，土地银行明

显是针对这一全国性问题的解决方案。(５) 休·张伯伦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多次向议会提

(１) Steve Pincus and Alice Wolfram, “A Proactive State? The Land Bank, Investment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1690s”, in 
Perry Gauci ed., Regulating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50, Surrey: Ashgate, 2011, p. 46.

(２) Henry Roseveare, The Financial Rolution 1660-176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1, p. 39.

(３) Antoin E. Murphy ed., Monetary Theory: 1601-1758, Vol. I, introduction, p. 26.

(４)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Experiments 1650-1710,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60, p. 157.

(５)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Experiments 1650-1710, pp. 159-160.



27

◎
	

李
新
宽   

近
代
早
期
英
国
的
土
地
银
行

出他的主张，并不断完善他的方案。从 1695 年提出的方案来看，他为加入土地银行的

人提供了三种选择：第一种，地产拥有者可以把土地抵押给土地信贷处（the office of 

land credit）150 年，每年会收到 150 镑租金，还可分配到 8 000 镑银行券，每年仅向信

贷处支付 0.25% 利息，本金在 100 年里以每年 1% 的利息偿还；第二种，他可以借同

样的数目，每年支付 1.25% 的利息，不用归还本金；第三种，他可以完全出售他的土地

80 年，收取土地银行券作为款项。这个方案的奥秘在于通过土地信贷处印制的银行

券来支付，其成本包括印制费用、维持信贷处的日常费用，仅小额利息就可以实现可

观的利润。(１) 休·张伯伦的方案版本众多，同一个版本也多次修改。(２) 史家威廉·罗伯

特·斯科特认为休·张伯伦的银行设计方案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没有考虑银行券

必然会贬值的问题。这样的话，发行它的机构也必须接收它，虚构出来的利润就会消

失，连休·张伯伦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全盘生意就是一项赌博。(３)

约翰·阿斯吉尔和尼古拉斯·巴本的方案是一种土地抵押银行的原型，它的章程

规定提供抵押地产实际货币价值 3 / 4 的贷款，其运作机制由三本账（a treble series of 

books）构成，一本包含市场价值（审计价值“the value of the auditor”），另一本包含

总数 3 / 4 的价值（登记价值“the value of the register”），第三本包含剩余 1 / 4 的价值

（赎回权“the equity of redemption”），出借的数额不能超过登记价值，以账票（“the 

bill of charge”）的形式付给借款人，面额分为 1 000 镑、500 镑、100 镑、50 镑，利息

季付 3.5%，半年付 4%。为了让这些账票能够流通，进行公开认购，认购额度是到 1695

年 8 月 30 日须达到 10 万镑。在 10 月 19 日当天或之前交付认购款的 20%，建立账票

保险基金（fund for insurance of “the bill of charge”），基金由已收资本金里留出的 1

万镑，和收取的贷款利息的 0.5% 构成。(４)

约翰·布里斯科的方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被称为“全国土地银行”（the National 

Land Bank），直接购买地产，农业土地购买 20 年，地租购买 22 年，房屋财产购买 17

年，贷款数也是总价的 3 / 4，给贷款人支付钞票，利息是每日 2 便士或者每年 3 镑 10

便士。除了土地担保运作，还以现金的形式认购 100 万镑，在 1695 年 9 月 29 日交付

10%，根据方案，1 500 镑现金等于 2 000 镑土地金，从一开始认购时就打折，认购者会

收到 3% 的利息，认购名单从 6 月 11 日开放。(５)

(１) William Robert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p. 247; Hugh Chamberlen, A Proposal by Dr. Hugh Cham-
berlen in Essex-Street, for a Bank of Secure Current Credit to be Founded upon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T. Sowle, 
1695, pp. 3-4.

(２)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Monetary Experiments 1650-1710, pp. 158-159.

(３) William Robert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III, pp. 247-248.

(４) William Robert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III, pp. 249-250.

(５) William Robert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III, pp. 250-251.



28

二
〇
二
一
年
第
一
期

约翰·布里斯科的银行方案和约翰·阿斯吉尔与尼古拉斯·巴本的方案在市场

上认购情况并不理想。由于现金认购的困难和政府财政的急迫需求，这两大方案在提

交下院后合并，新公司在 1696 年 4 月获得议会批准为法人“英国土地银行董事和公

司”，合并法案向投资者保证每年 7% 的收益，贷款给政府 2 564 000 镑，其中一半必

须在 8 月 1 日之前认购。但仅有 3 名认购者现身，认购总数 2 100 镑。(１) 再加上国王的

5 000 镑，认购总数只有 7 100 镑，认购最终失败。张伯伦的土地信贷处虽然仍苟延残

喘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也不了了之。(２)

二、土地银行失败原因简析

17 世纪 90 年代的 3 套土地银行的方案，没有一个在英国获得成功，是不是说明

土地银行根本不可行呢？肯定不是，因为在英属美洲殖民地成立的几家土地银行 (３)，一

直持续营业到 18 世纪 60 年代。(４) 那么，英国的土地银行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英国土地银行方案本身的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土地银行倡导者

本身对银行业务并不是太熟悉，方案构想中错漏百出，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也没有

取得市场的信任。

“英国土地银行”虽然获得了议会的支持，但其创建方案中仍有致命缺陷，不符合

当时英国经济的情势和发展趋势。金融史家安妮·墨菲看到了症结所在，她认为土地

银行有两个缺陷促使其迅速走向失败，一是它寻求以硬币筹集认购款，而其时由于货

币重铸等原因硬币严重短缺；二是土地银行方案规定，任何与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人

都被阻止投资土地银行，这显然减少了土地银行能够吸纳的认购资本金，最终这一规

划仅认购了 7 100 英镑，这些款项也只有 1 / 4 实际缴纳。(５) 第一项缺陷与同年英国货

币市场紧绷的经济情势相叠加，自然会导致认购者寥寥，第二项缺陷等于是在一开始

就把潜在的投资者拒之门外。

此外，由于知识结构等原因，方案中对投资与收益的估算存在着计算错误，以己

昏昏，岂能使人昭昭，所以不能取信于金融市场。休·张伯伦多次向英格兰议会和苏

格兰议会兜售自己的土地银行设计方案，这些方案也多次出版，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

投资收益估算有的相同，有的则完全不同，但估算明显犯了比较低级的数字计算错误，

导致漏洞百出，1695 年底一本匿名小册子专门指出了他的计算错误。面对这种强烈质

疑，张伯伦不得不予以回应和辩护，但他在答辩中数字计算仍然存在错谬。此外，张伯伦

(１) Henry Roseveare,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1660-1760, p. 39.

(２)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Monetary Experiments 1650-1710, pp. 172-173.

(３) 美洲殖民地最早一家土地银行成立于 1714 年的马萨诸塞州。

(４) P.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6.

(５) Anne L. Murphy, The Origins of English Financail Markets: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before the South Bubb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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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土地银行章程时也总把现在手头拥有 100 镑的作用和 100 年内每年拥有 1 镑

的作用混为一谈。(１) 显见他对经济事务并不在行，对银行和金融业务并不是成竹在胸。

第二个原因与当时的经济情势密切相关，1695 年下半年至 1696 年上半年，正是

英国货币数量紧缺和酝酿货币大重铸的时间，正常的利息根本借不到钱，更别说股票

认购。

威廉·罗伯特·斯科特认为，土地银行认购失败的原因不难寻找，它出现在一个最

糟糕的时候，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已经吸收了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战争费用使得货

币短缺状况极度恶化，现金在当时奇货可居，没有人会为了 7% 的利息而去认购股票。

此外，由于窖藏、切削等行为，导致流通中的货币急剧减少。1693 — 1696 年间，共召

回铸造了 3 709 437 镑 14 先令 5 便士的货币，但这些铸币投入市场后几乎立刻被熔

化成银块，或者被用于出口或窖藏，很少流通。如一位商人当时收到 35 镑的款项，只

有一枚半克朗的银币是铸币。1695 年 5 月 3 日出台的禁止伪造和切削货币法案也没

有产生任何效果。在货币大重铸之前，金银的市场价格剧烈波动，1695 年一年之内汇

率变动了 39 次，银价变动了 21 次，几尼 (２) 价格变动了 24 次。(３)“到 1695 年末，金银贵

金属和几尼的价格上涨到惊人的程度，汇率急剧下跌”，这一年，货币紧缺，英国政府

甚至试图截留外国货币，通过提升其价值，以阻止其输出。

休·张伯伦 1695 年底感受到了货币市场的凌冽寒风，他在约翰·霍顿主办的周

报上刊登广告，加大了筹建中的土地银行认购回馈力度，承诺每投资 100 英镑，4 年内

每年会有 35 镑的收益，相当于每年 15% 的收益，这样就 2 倍于法定利息，这一广告从

1695 年 12 月 20 日开始，在接下来的 19 周重复刊登了 17 次。在 1696 年出版的一篇

文章中，张伯伦除了重复以前广告中的优惠条件，进一步加大了收益力度，以吸引投资

者。(４) 这样盲目地不断抬高收益率的行为更会加大市场的疑虑。

第三个原因是少数辉格党大臣为了不影响自己在朝局中的影响力和权势，暗中阻

挠，这也是辉格史学要把土地银行塑造成托利党搞垮辉格党英格兰银行的阴谋的原

因所在。

土地银行产生于英国两党政治形成的关键时期，土地银行本身的设计理念肯定会

受到拥有土地者的青睐。亨利·罗斯维尔指出，土地银行的想法由来已久，其抵押担

保品由登记的土地构成，本质上它设想的是一种大规模按揭，但现代房屋购买者是利

用他们未来的收入来获得财产，土地银行的认购者是用他们的财产获得未来的收入，

这种收入多数是可转让的计息纸币的形式。这就具有诸多吸引力，土地是持久耐用、

明显可见的，这些属性极大地吸引了英国的乡绅。(５) 但是，所有的土地银行设计方案并

(１)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Monetary Experiments 1650-1710, pp. 167-171.
(２) 几尼，也译作畿尼，1 畿尼 = 1.05 英镑 = 21 先令。

(３) Ming-Hsun Li, The Great Recoinage of 1696 to 1699,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3. pp. 53-59.

(４)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Monetary Experiments 1650-1710, p. 168.

(５) Henry Roseveare, The Financial Rolution 1660-1760, pp. 39,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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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针对拥有土地的人，也不是两党对决的工具。

如果说土地银行跟政治有关，也绝不是辉格党长期以来宣扬和塑造的托利党阴

谋，相反，丹尼斯·鲁比尼指出，土地银行的失败是出任政府大臣的辉格党小团体希望

看到的。土地银行触犯了这个小团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如果土地银行成功，只会给

他们带来麻烦，因为他们通过英格兰银行间接扩大了对国王的影响力，为他们在未来

国王驾崩后提供了某种政治保障。在下议院的土地银行授权法案中，有一条规定对土

地银行的成败关系莫大，那就是把与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人排除在参与新的冒险之

外。丹尼斯·鲁比尼指出，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谁应该为这一极端条款负责，根据辉格

大臣小团体随后的行为来看，有人怀疑他们可能与这项决定有关。由此，丹尼斯·鲁

比尼认为，辉格大臣小团体对土地银行的失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１) 因此，这绝不是党

派之争，而是一小伙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以党派之争为借口牺牲了英国金融业发

展的一大机遇。

三、关于土地银行的学术争议

学术界关于土地银行最大的争议是其与党派政治的关系，这实际也牵涉到土地银

行的性质和动机问题。

到目前为止，对土地银行的性质或者说为什么在 17 世纪 90 年代会出现创立土地

银行的建议和实践，存在着四种解释模式：

一是党派斗争模式，认为建立土地银行的倡议完全是托利党针对辉格党建立的英

格兰银行的政治斗争。在汉诺威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叙事中，土地银行就被紧紧地

与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从 18 世纪 30 年代开始，辉格党人在各种报纸和小册子中严

厉谴责土地银行是“光荣革命敌人”的构想，谴责这些提出构想的人愚昧地宣称英格

兰银行“仅对少数商人有利”，其目的是毁灭“古老的乡绅”，因此辉格党人认为，土地

银行是一场政治骗局，“这个计划是如此之坏”，其“规划者”的“信用和权威是如此低

下”，以致规划“完全失败”，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２) 这种辉格党的叙事模式影响

一直至今。史家史蒂夫·平克斯和爱丽丝·沃尔弗拉姆认为，围绕土地银行的创立和

谁投资了全国土地银行的讨论，揭示了土地银行的捍卫者和英格兰银行的倡导者及投

资者之间深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分歧，揭示了光荣革命浪潮中的政党政治偏好，围绕

土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这两个“竞争性的银行计划”展开的痛苦的党派政治斗争“已

经成为重新定义党派政治的关键时刻”。(３) 保罗·斯莱克同样认为，在 1694 — 1695 年，

(１) Dennis Rubini, “Politic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Banks,1688-1697”,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5, No. 337 
(Oct.,1970 ) , pp. 704, 705, 713.

(２) Steve Pincus and Alice Wolfram, “A Proactive State? The Land Bank,Investment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1690s”, in 
Perry Gauci, ed., Regulating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50, p. 41.

(３) Steve Pincus and Alice Wolfram, “A Proactive State? The Land Bank, Investment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1690s”,  in 
Perry Gauci ed., Regulating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50, pp. 45, 61.



31

英格兰银行的拥护者和土地银行的拥护者之间的小册子大战，使得辉格党和托利党势

不两立，加剧了贸易和土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双方都同样假托国家利益。(１)

二是宪政促进公共信用模式。道格拉斯·C. 诺斯和巴里·R. 温格斯特认为，光荣

革命后的宪政安排为公共信用提供了保障，因为这一安排限制了君主的专断权力和不

负责任的行为，国家权力向议会的转移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资本是安全的，国家债务

及利息偿还和支付是得到了保证的，由英格兰银行处理大部分政府债务意味着银行成

为政府承诺的监管者和执行者。(２) 但正如安妮·墨菲所批评的那样，议会虽然获得了国

家的财政大权，但议会还没有学会负起责任或做到自律，也没有管理大规模财政的经

验，结果是错漏百出，先是不愿意在短时间增加新税，不得不在战争初期靠大量的短期

借贷来维持，导致这笔没有还清，那笔又到期；引入长期债券后，执行方案所费不赀，

复杂且难以管理；同时，当时的规划家和政治算术家用过于乐观的估算误导议会接受

他们的建议。(３) 土地银行方案之所以能够在议会闯关成功，是由于当时战争急需金钱

的情况下，议员们只看到了方案中提到贷给政府的 256.4 万镑，却根本没有考虑方案

是否可行。

三是外部强加模式。一些学者认为金融革命是荷兰因素强加给英国的结果，大

多数英国人缺乏创立英格兰银行和土地银行这种经济革新背后的理念。邀请威廉来

英国的那些人并没有完全预料到也并不完全愿意看到光荣革命的这一真正革命性后

果，英国人认为威廉来英国当国王，把英国拖入了与法国的多年战争，为解决战争费

用，不得不引入长期国债，所以是金融革命是外来因素导致的。他们使用隐喻和转义

等修辞手法来反对现代金融制度，波考克就曾指出，金融革命的捍卫者和批评者不管

有多大的分歧，“所有英国奥古斯都时代 (４) 的政治经济分析家接受了土地、贸易和信用

的相互依赖”，辉格党和托利党“共享的不仅是同样的经济事实，而且是同样的深层价

值体系，其中市民美德和道德个性的唯一物质基础被认为是（财产）自主和不动产”，

英国所有的社会群体还共享着同样的经济假设：财产是有限的，且由土地地产界定，

贸易仅仅是土地上产品的交换，因此，地产是政治权力的基础。(５) 这种修辞的背后含义

是，土地才是英国本身财富和权力的基础，金融是外来影响的产物。

四是非政治解释模式，认为土地银行是为了解决光荣革命后严重的战争金融危机

(１) Paul Slack, The Invention of Improvement: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ogres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82.

(２) D. C. North and 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a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1989 ) , p. 811.

(３) Anne L. Murphy, The Origins of English Financail Markets: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before the South Bubble, 
pp. 55-56.

(４) 关于英国奥古斯都时代有多种说法，一般指安妮女王在位时期（1702 — 1714 年），也有人用来泛指 1700 —
1750 年，也就是 18 世纪上半期。

(５) Steve Pincus and Alice Wolfram, “A Proactive State? The Land Bank,Investment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1690s”, in 
Perry Gauci, ed., Regulating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50, p. 42;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2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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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的，金融革命是长期以来私人活动的产物，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金融史家安

妮·墨菲就认为创立土地银行和政党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土地银行“获得了跨越政治

光谱的支持”。(１)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党派政治形成的关键时期，土地银行的倡议和成立虽然被

裹挟进两党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但把土地银行的性质完全放在

党派之争的解释框架内是不恰当的，诸多史家也反对这种把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都

党派政治化的解释模式，如布鲁斯·卡鲁瑟斯就认为“辉格ˉ托利分裂的核心在于对

教会、宽容和非国教问题上的争论，这些争议与经济无关”。(２) 威廉·罗伯特·斯科特也

指出，所有对休·张伯伦土地银行方案的关注都放在了土地利益集团和金钱利益集团

的争斗上，而忽略了方案的根本缺陷。(３)丹尼斯·鲁比尼指出：“全国土地银行完全不像

毕晓普·伯内特、麦考利和 W. A. 肖这类优秀的辉格史学家相信的那样，是托利党推

翻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土地银行是议会中大多数倾向于战争的议员的提议，得到了勇

士王威廉三世的批准，甚至使用传统辉格ˉ托利术语都让人质疑其明智性。”(４) 因此，

把土地银行与党派政治联系起来的看法确实值得质疑。

四、成立土地银行的动机剖析

拨开土地银行争议中的话语策略和作为借口的国家利益叙事模式，去考察成立土

地银行的性质和动机，我们就会发现，土地银行其实与党争关系不大。

首先，要理解当时人为什么会急切地创建银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实际原因在

于英国货币短缺严重。在更早的时候就不断有人倡议建立银行拓展纸币信用，扩大货

币流通量，这是建立土地银行的主要诉求。

通过建立土地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来矫正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弊端，解决英国经济发

展中货币短缺的现实问题，这种思想和建议在近代早期的英国逐渐发展，17 世纪 90

年代到达高潮，并付诸实践。虽然实践没有成功，建立土地银行的思想在 18 世纪仍不

断产生回响。

当时人看到了日常生活和交易中货币短缺的现状，并认为这种短缺推动了对货币

的需求，约翰·阿斯吉尔指出，“过去王国内依赖硬币支付的交易额现在远远超过王国

内所有货币的总量。”(５) 面对货币短缺的现状，发展信用货币就成为一种选择。当时英

(１) Anne L. Murphy, The Origins of English Financail Markets: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before the South Bubble, p. 57.

(２) Bruce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8.

(３) William Robert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III, p. 248.

(４) Dennis Rubini, “Politic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Banks,1688-1697”, p. 693.

(５) John Asgill, Several Assertions Proved, in Order to Create Another Species of Money than Gold and Silver, in Antoin 
E. Murphy ed., Monetary Theory: 1601-1758, Vol. III. p.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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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间已经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私人信用网络，(１) 但由于当时的信用工具如票据、债券、

抵押等不能流通和转让，并不能完全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如何借鉴欧洲大陆银行业的

经验，在英国创立一家充足信用保障的银行成为英国人需要考虑的问题。1650 年，

威廉·波特建议由少数知名的和具有足够信用的大商人联合创造一种新的信用货币

或者设立土地银行，因为通过抵押土地，土地银行能够创造一种信用货币，具有“像金

银一样的真正内在价值”，可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交易。(２) 从 17 世纪 50 年代威廉·波

特开启土地银行方案的讨论之后，通过土地银行创立流通信用货币的讨论从未消失

过。(３) 商人弗朗西斯·克雷多克在 1661 年认为土地是最理想的担保，是“一种确定无

疑的担保和抵押”。(４) 爱德华·福德爵士在伦敦大瘟疫和伦敦大火之后倡议创立不同

类型的信用货币，以供不同类型的对应人群使用，首先就是创立土地银行，因为“很明

显，土地担保是所有担保中最安全和最令人满意的……没有作假的危险”。(５)

史家 J. K. 霍斯菲尔德指出，大多数关于休·张伯伦土地银行的争议点是他坚持 

“信用票据”必须是法定货币。(６) 张伯伦之所以坚持土地银行争取由议会批准成为“新

的货币”，使其“绝不比货币差”，针对的就是当时社会面临的货币短缺问题。休·张伯

伦在 1695 年出版的土地银行建议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货币的大匮乏，收到劣币的

危险，再加上几尼兑换率的不确定，使得人们更愿意以银行票据或金匠钞票而不是以

货币硬币来接收债务，通过这些手段，信用得以牢固确立，可以很容易就投入使用。”(７)

他列举了设立土地银行的诸多好处，并对各种反对意见进行了驳斥。(８)约翰·阿斯吉尔

在提出设立土地银行的建议时，也是开门见山提出，“看来必须创立另一种不同于金银

的货币”，因为现有货币满足不了交易的需求。他还认为货币本质上就是一种记账单

位，“货币的唯一用处是用来给其他东西记账，它是依人为规则找出来的一种贸易工

具”，“货币没有其他价值，只是数字或账目，以此人们互相记账。但是因为货币现在成

为一种共同的抵押品，它必须由本身有其他用途的实际价值的某种东西构成，借此无

论谁拥有这些支付标记，都可以用它们购买任何商品”。(９) 这些分析深化了当时人对货

(１) Craig Muldrew,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ampshire: Palgrave, 1998, p. 100.

(２) Carl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0.

(３) Carl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p. 114.

(４) Francis Cradocke, Wealth discovered, London: Printed by E. C., 1661, p. 9.

(５) Edward Forde, Experimented Proposals How the King May Have Money to Pay and Maintain His Fleets with Ease 
to His People,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Godbid, 1666, p. 2.

(６)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Experiments 1650-1710, p. 158.

(７) Hugh Chamberlen, A Proposal by Dr. Hugh Chamberlen in Essex-Street, for a Bank of Secure Current Credit to be 
Founded upon Land, London: Printed for T. Sowle, 1695, p. 1.

(８) Hugh Chamberlen and James Armour, Proposal by Doctor Hugh Chamberlen and James Armour, for a Landcredit, 
in Antoin E. Murphy ed., Monetary Theory: 1601-1758, Vol. IV, p. 238.

(９) John Asgill, Several Assertions Proved, in Order to Create another Species of Money than Gold and Silver, in Antoin 
E. Murphy ed., Monetary Theory: 1601-1758, Vol. III, pp. 335,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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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认识，为创立土地银行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次，成立土地银行的倡议有一个漫长的思想谱系，早在 17 世纪 50 年代威廉·波

特就开始倡议建立土地银行，在这个时间点，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党派历史还没有拉开

帷幕。

威廉·波特在 17 世纪 50 年代认为，货币只是一种“代价券或票券”，金银已经证

明有能力扮演好这一角色，信用货币也能够扮演同样的角色，关键在于信用货币要有

坚实的抵押保证，使得信用货币“在所有方面与货币一样好”，这样，信用就能够向社

会打开“富裕仓库”的大门，也使得信用成为“富裕的真正种子”，因此货币之外，除了

信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赖以经常方便地出售他们（指商人，笔者注）的商品。随之而

来的是，既然情形如此，既能接纳又能倍增这块土地上衰败的贸易的唯一合理手段便

是增加商人间坚挺的已知信用”。(１) 威廉·波特的作品被金融史家安托万·墨菲评价为

“在英国引进土地银行的首次严肃尝试”(２)。休·张伯伦的父亲彼得·张伯伦早在 1649

年就建议成立一家公共银行来促进贸易发展，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吸引外来投

资。(３) 虽然彼得·张伯伦未具体明言这一公共银行是土地银行，但他认为“这将是欧洲

基础最牢固并能看得见的一家银行”(４)，据此将其视为以土地为抵押或保障的银行也

是合理的。因为在当时人思想中，只有土地是最安全和最牢固的财产。

从波特开始，许多经济思想者提倡设立土地银行或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来拓展信

用货币，除了威廉·波特，还有切尼·卡尔佩珀爵士（Sir Cheney Culpeper）、休·张伯

伦博士、约翰·布里斯科、约翰·阿斯吉尔、尼古拉斯·巴本、约翰·劳等人。(５) 到 18 世

纪初，詹姆斯·阿穆尔（James Armour）曾向苏格兰议会、约翰·劳（John Law）曾向

英国当局推销自己的土地银行方案，(６) 张伯伦也在坚持不懈地向苏格兰议会和安妮女

王推销自己重新设计的土地银行方案，安妮女王甚至给苏格兰议会写信，推荐张伯伦

的新方案，苏格兰议会一并讨论了张伯伦和约翰·劳的土地银行方案，最后的结论是：

“经过论证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由议会法案强力推行纸币信用不适合本国。”(７) 一直

到 18 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人主张通过建立公共土地银行来管理信用货币的发行。(８)

最后，当时最积极倡导成立土地银行的著名人士基本上都没有拥有土地或从事

与土地相关的职业的背景，而且支持土地银行创建并发展的人并不全是土地拥有者。

(１) William Potter, The Key of Wealth, London: Printed by R. A., 1650, pp. 38, 56.

(２) Antoin E. Murphy ed., Monetary Theory: 1601-1758, Vol. I, introduction, p. 25.

(３) Peter Chamberlen, The Poor Mans Advocate, London: Printed for Giles Calvert, 1649, pp. 6-7.

(４) Peter Chamberlen, The Poor Mans Advocate, p. 6.

(５)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Monetary Experiments 1650-1710, pp. 156-220.

(６) Antoin E. Murphy, ed., Monetary Theory: 1601-1758, Vol. I. introduction, p. 29.

(７) J. Keith Horsefield, British Monetary Experiments 1650-1710, pp. 174-178.

(８) George Berkeley, The Querist, containing several queries, propos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Dublin: 
Printed by R. Reilly, 1725, pp. 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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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银行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者中，休·张伯伦博士曾是国王查理二世的随身医

生；约翰·布里斯科可能是一位冒险商人；尼古拉斯·巴本虽然曾在 1666 年伦敦大火

之后从事过房地产建筑，但与真正靠乡村土地生活的乡绅有很大不同，此外，他还是

伦敦首家火险公司创始人；约翰·阿斯吉尔虽然兴趣广泛，比如曾任孤儿基金受托人，

但与乡村土地利益也没有关系。在创立全国土地银行的 9 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约瑟

夫·赫恩爵士和托马斯·梅尔斯爵士两位可算作温和的托利党人，也没有证据表明托

利党控制了土地银行。(１)

至于土地银行的认购者中拥有土地的乡绅数远高于英格兰银行，(２) 则是和土地银

行以土地为抵押发行信用货币的制度设计有关，而不是伦敦城的商人和金融家不喜欢

投资土地银行。相反，土地银行是当时金融资本市场初兴阶段试图抓住经济繁荣机会

赚钱的一次尝试。借助议会批准和承诺借款给国家来获取议会的批准，只是当时情势

下银行的一种最优投资选择和策略，与英格兰银行并无二致，因为国债在当时是回报

率高且安全的投资项目。围绕土地银行的舆论大战更多地诉诸党派之争话语体系，实

际上只是为了掩盖背后的利益之争，是为了分得金融大蛋糕的利益之争。

土地银行创建失败，给当时的金融市场造成了直接冲击。威廉·罗伯特·斯科特

指出，土地银行筹款的失败让随后几年的英国金融界大惑不解，后果是让人们对所有

的土地银行倡议产生了不信任。(３) 土地银行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未能一举成功，但土

地银行的创新构想突破了只有依靠金银储备或背书才能创立银行的传统思想，为英

属北美殖民地土地银行创建提供了灵感和经验，这一尝试也成为英国金融思想和金

融市场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

本文作者李新宽，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责任编辑   张晓晗）

(１) Dennis Rubini, “Politic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Banks, 1688-1697”, p. 702.

(２) Steve Pincus and Alice Wolfram, “A Proactive State? The Land Bank, Investment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1690s”, in 
Perry Gauci ed., Regulating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50, pp. 56-57.

(３) William Robert Scot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Vol. III, p.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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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oramic Exploration of the Cor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REN Shijiang and WANG Yuantian（ 4 ）

In view of when European civilization formed, what w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Greek-

Roman civilization, Israeli civilization and ancient Germanic tradition, and who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relevant scholars have made valuable macro thinking 

and evaluation, especially on the panoramic exploration of its civilization core, which is unusually 

brilliant. 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o grasp the pulse of the times, broaden research horizons, 

deepen the stud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make efforts to launch excellent works with 

penetrating thinking.

The Crisis of 1297: The First Contest and Compromise between Parliament 
and the King in Medieval England

GU Yanfang（12）

The crisis of 1297 wa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political crises in medieval England. It was triggered 

by the Gascoigne territory dispute of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entangled with the Welsh rebellion 

on the British Island and the Scottish national struggle against Britain, and once seriously impacted 

the legitimate authority of the House of Plantagenet in British rul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parliament, the church and the public, Edward I was forced to adjust his political ideas, confirmed 

the Magna Carta and the Forest Charter three times, and recognized and expande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ubjects. The King’s power was restricted from 

collecting taxes wantonly in the name of “urgent need” and “public welfare”.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will” or “public permission” was further enriched, and the concept of “king under the law” 

had once again become a social consensus. The crisis was temporarily resolved in favor of the 

parliament, which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and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omestic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relations.

The Scheme and Practice of the Land Bank in the Early Modern Britain
LI Xinkuan（25）

There was an upsurge of establishing land bank in Britain in the 1790s; three schemes were 

implemented, but they all failed.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land bank i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era were the defects of system design, the deterioration of currency shortag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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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 obstruction of a few Whig ministers. Whig historians have always portrayed the idea of 

the land bank as a conspiracy of the Tory Party to deal with the Whig Party’s Bank of England. 

This vie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and failure of the land bank were attributed to party politics is 

not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facts.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land bank w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urrency shortage and expand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 The idea of issuing credit currency by 

mortgage land appeared very early. The advocators of establishing land bank were not landowners 

or engaged in land related occupations. All these show that the failure of land bank had little to do 

with party politics.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Neoliberal Reform of the NHS in the UK
HU Li（36）

Neoliberalism is both an economic theory and an ideology. Due to the extreme fear of the 

government, it opposed the nationalized social welfare system, criticized the NH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dvocated a gradual reformation 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field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establish a market mechanism in this field and maintain its 

oper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the Labor Party 

have successively changed their ideas, abandoned Keynesianism, embraced Neoliberalism and its 

medical security concept, carried out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the NHS, eventually established a 

“quasi-market” mechanism. These reforms show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the medical 

service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defined by Neoliberalism , face up to the public attribute and value of social service.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ise of Empires
WANG Jiafeng（50）

Cultural orientation or value orientation was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for the rise of any empire. 

When the Empire rose,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governance and the growth of the 

Empire, it generally faced the problem of revising or changing the original value orientation. They 

either enforced the religion or ideology of the conqueror, or conditionally tolerate other beliefs. 

The reason why some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were prai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was that they 

could consider more about the cost of conquest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rule, had the ability to defy 

popular opinions, and made a more correct choice without being influenced by secular prejudice, 

adopted flexible policies in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resolutely put them into practice,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quest with less sacrifice or damage, and made the Empire strong and 

consolidated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n modern times, human rights or people-oriented became 

their basic pursuit, and the fate of the Empire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policy, as evidenced 

by the Third Reich of Germany and the Japanese Emp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