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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农业开发活动研究

黄金宽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国开始逐步重视非洲殖

民地的经济价值。 在带动就业、 促进经济发展、 巩固殖民帝国等需

求的作用下， 英国政府开始制定开发型的殖民政策。 农业开发是英

国殖民者开发非洲殖民地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英国政府和民间的推

动下， 商品农业在非洲殖民地迅速扩张、 大量白人移民涌入非洲从

事农业活动。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 大量优质土地被白人移民占有、
农业产品向单一的商品作物发展， 土地问题和农业结构问题逐渐形

成。 殖民统治下的农业开发产生了诸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与

殖民主义本身性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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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的很长时间， 非洲殖民地的经济价值并未受到英

国的重视。 帝国政府很少提供资金、 技术来开发这片土地， 农业发展也

是遵循自给自足的原则。 在殖民早期， 非洲人经营的商品农业发展程度

较低， 并没有深度卷入世界商品经济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 殖

民地农业开发思潮在英国国内逐渐兴起， 英国人开始加强对殖民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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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关注。 人们意识到殖民地的开发不仅有助于帝国实力的增强， 对

英国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在殖民地开发思潮的推动下， 英国在殖民地

展开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活动。 殖民者的农业开发对非洲经济、 社会发

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英国在这一特定时期开始推动非洲殖民

地的商品农业发展？ 英国推动非洲农业开发的方式有哪些？ 这一时期殖

民者的农业开发对非洲农业产生哪些影响？ 本文重点关注英国殖民者的

意图和动机， 通过研究英国开发非洲政策的形成、 实施和影响， 试图探

讨殖民主义与非洲农业发展的关系。

一 殖民地农业开发思潮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和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增强了。 战争期间

英国本土的经济危机凸显出英国对于海外食品和原材料的依存度， 而英

国和帝国内部之间脆弱的经济联系开始逐渐被英国政府所认识。 在战争

期间 （1914—1918 年）， 英国殖民地出口的价值增加了一倍， 而进口则增

加了一倍多， 殖民贸易的年均增长为 14% ， 远高于 1909—1913 年的

10% 。① 战时热带农业作物和粮食的输入有力地支持了英国。
随着英国与殖民地在农业方面联系的加强， 农业开发思想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得到帝国政治家和学者的拥护。 事实上， 早在约瑟夫·张

伯伦担任殖民大臣时期 （1895—1903 年） ， 他就提出要加强英国与帝国

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和控制， 但当时并未得到广泛支持， 也并未真正付诸

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英国政治家对帝国联合的重视， 战

争时期， 包括寇松、 米纳尔、 埃默里等一些重要的帝国政治家都呼吁加

强帝国的经济联合。② 1917 年 2 月由贝尔福勋爵 （ Lord Balfour） 主持召

开 “商业和工业政策” 会议，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凭着战时获得的经

验， 我们认为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刺激帝国内部的食品、 原材料和制

成品的生产。 无论何时， 为了整个帝国的安全和福利而扩大生产都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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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在经济上也是必要的。”① 1917 年 4 月召开的 “帝国战时会议” 通

过有关 “帝国特惠制” 和发展帝国资源的系列决议， 会议认为： “帝国安

全和对帝国各个部分的必要开发需要被推动、 引起关注、 采取一致的

行动。”②

早期宣传帝国开发的一个重要组织是成立于 1916 年的 “帝国资源开

发委员会” （ Empire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mmittee）。 该委员会是由亨

利·福克斯 （Henry Fox）、 阿尔佛雷德·比格兰德 （ Alfred Bigland）、 莫

顿·佛利文 （Moreton Frewen） 等创立的游说团体， 与英属南非公司有着

巨大联系， 并得到米纳尔等帝国政治家的支持。③ 委员会主张通过国家力

量来发展帝国内部，④ 强调国家的组织、 投资和控制。 在 1916—1920 年，
委员会成员们通过小册子、 杂志和报纸等宣传自己开发帝国内部的主张，
得到了 “英国工人全国联盟” （ British Workers’ National League） 以及议

会众多议员的支持， 在英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 如同委员会宣言所说，
开发帝国内部 “会给国家充足的收益分享……发展帝国的共同利益的时

机已经成熟”。 “帝国资源开发委员会” 强调英国的殖民财产可以被英国

政府大规模地开发和利用， 而且利润可以用来偿还英国的战争债务。⑤

“帝国资源开发委员会” 在英国国内获得广泛支持。
在农业开发方面， “帝国资源开发委员会” 建议由国家参与殖民帝国

产品的贸易， 特别是西非的棕榈生产。 在未开发的地区， 委员会认为应

投资资本用于生产小麦和糖类， 然后从土地升值中获益。 比格兰德在

1917 年 2 月对 “英国皇家艺术学会” 成员的演说中热情地表达了对于开

发殖民地农业的憧憬： “设想一下这会是怎样一种情况， 如果西非所有的

产品， 如矿产和蔬菜， 都被控制并服务于帝国整体利益！ 想象一下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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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会有多大， 这些盈利可以用于偿还帝国的债务。”①

尽管在一战中英国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发展殖民地经济， 但在战争结

束不久的 1919 年 12 月， 殖民部就在殖民大臣米纳尔的支持下设立了一个

服务于殖民地开发的顾问委员会， 作为对于殖民发展呼声的回应。 米纳

尔还在 1919 年 6 月要求设立一个 “殖民地研究委员会” 来促进殖民地科

学研究。 然而， 尽管殖民地发展得到重视， 但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殖民发

展投入仍很缺乏， 财政部只提供每年 2 万英镑， 共 4 年的资金用于 “殖

民地研究委员会” 的工作。②

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 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农业开发并没有系统地进行。
英国的开发主要是通过 “帝国特惠制度” 加强贸易联系和援助性的贷款。
如在战后重建 “帝国机构”， 建立 “帝国棉花生产公司” 和 “帝国热带农

业学院”， 在 1922 年通过 《帝国定居法案》 （ Empire Settlement Act）， 在

1923 年通过为期 10 年共计 200 万英镑的援助 （利息补助或者直接援

助），③ 在 1926 年议会通过 《巴勒斯坦和东非借贷法案》 （ Palestine and
East Africa Guaranteed Loan Act） 并给予东非 1000 万英镑援助性贷款。④

总体而言， 这些开发资助都是零散的、 没有规划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末， 随着英国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下降， 殖民地开发

得到进一步重视。 1929 年是英国大选年， 反对派对执政的保守党处理失

业不利进行抨击， 宣称保守党允许的失业人数已从掌权时的 100 万人上升

到 1928 年底时的 150 万人，⑤ 此时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急于给解决

失业问题找出路。 1928 年底， 自由党出版了 《英国工业未来》 （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 黄皮书， 其中一章就是关于发展殖民地。 书中警告帝国

市场会受限于领域内的人口稀少以及印度和非洲人口的贫穷， 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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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资本和有组织地研究来开发殖民地， 也需要有远见的土著事务政

策。① “失业问题跨部门委员会” 的临时报告， 则陈述了处理持久性劳动

力过剩问题的紧迫性， 需要长期的政策， 包括殖民地发展和海外移民。②

此外， “英国劳工联合会议” 的代表也宣传殖民地发展可以给国内制造业

带来的好处。
在朝野一致呼唤下， 工党政府通过 1929 年 《殖民地发展法案》 （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Act， 1929）。 1929 年 《殖民地发展法案》 是第一部

较为系统地开发殖民地的法案。 法案第一次设立发展殖民地的定期基金。
它设立最高每年 100 万英镑 “殖民地发展基金”， 紧接着又设立 “殖民地

开发顾问委员会” （ Colonial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 用于管理

基金。③ 在 《殖民地发展法案》 的支撑下， 英国开始着手全面发展殖民地

经济， 特别是工矿业、 交通、 农业等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 解

决失业问题的领域。 在英国政治家看来， 殖民地农业开发不仅能够带动

英国机械的出口、 原材料的引进， 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大量英国移民

去殖民地发展农业也能降低国内的失业人数， 因此被大力提倡。
总而言之，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英国国内掀起了殖民地农业开发

热潮， 对热带殖民地， 尤其是非洲殖民地的关注已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

高度。 人们把目光瞄准了尚未开发的殖民地， 希望通过殖民地农业开发

带动英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二 英国推动殖民地农业开发的主要方式

英国推动非洲农业开发的方式主要包括加强非洲商品作物与英国的

贸易联系、 投资非洲商品农业、 鼓励移民开发、 发展非洲农业科学研究

等。 这些活动对非洲商品作物的种植和推广起到巨大作用， 深刻影响了

57一战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农业开发活动研究 

①

②

③

D. J. Morga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Colonial Development ： The Origins of British Aid Policy，
1924 - 1945，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80， p. 38.
D. J. Morga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Colonial Development ： The Origins of British Aid Policy，
1924 - 1945，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80， p. 37.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Colonial Development ： A Factual Survey of the Origins and His-
tory of British 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td. ，
1964， p. 16.



非洲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
首先， 英国开始推动商品农业在非洲殖民地的扩张， 强化殖民地与

英国的贸易联系。 在推动殖民地和英国的农业贸易方面， 最为重要的机

构是 “帝国销售局” （Empire Marketing Board）。 1926 年， 在 “帝国经济

委员会” 的倡议下英国政府设立 “帝国销售局”， 其最初的活动是调查在

英国销售殖民地产品的可能性、 推动英国消费殖民地的食品和原材料。
1931—1932 年， 销售局开始转向殖民地产品和市场的研究。① 销售局的活

动包括研究调查、 市场情报分析、 经济调查和殖民地产品宣传等。② 在研

究方面， 销售局在其存在的 7 年时间里 （1926—1932 年） 总计拨款 165
万英镑用于科学研究；③ 在情报和调查方面， 除每周出版关于帝国产品在

英国的销售的 “情报备注” 外， 还出版包括海外帝国、 农业问题、 地球

物理测量、 帝国市场对英国制造重要性等方面问题的研究； 在宣传方面，
销售局通过报纸广告、 传单、 广播、 展览以及组织 “帝国购物周” 等方

式推广殖民地的产品。④ 通过 “帝国销售局” 的调查研究和宣传， 英国民

众加深了对于殖民地产品的了解， 推动殖民地产品在英国销售， 后期的

研究和调查还对英国产品出口殖民地起到推动作用。
其次， 在农业开发热潮的推动下， 英国公司和资本大量涌入非洲殖

民地的商品农业领域。 在西非，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主要的变化是欧洲商

人和公司控制了热带农业产品的销售。 西非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棕榈、 可

可和花生。 相比东部和中部的种植园农业， 这里的种植规模相对较小，
加之大规模的农业开发的土地兼并和购买在西非受到限制， 于是在西非

的欧洲商人主要通过垄断农产品的交易来获利， 英国的公司在其中占据

主导地位。 如在 1927—1928 年， 仅仅 14 家公司就出口了将近 95% 的黄

金海岸可可， 到 1932 年， 联合利华公司占据黄金海岸可可出口额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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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① 英国的联合非洲公司 （ United Africa Company） 则操纵超过一半

的西非贸易。 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 英国政府和当地的殖民政府很少涉

足这些组织的操作， 而国家形式垄断殖民地农业生产的 “销售局” 在二

战之后才出现。②

英国和殖民地政府还通过资金投入和借贷鼓励白人移民的农业生产。
在南罗德西亚， 白人土地定居计划在 1919 年就开始实施， 当时主要用

于组织退伍士兵来当地发展生产， 数量不大， 退伍士兵通过优惠措施获

得土地。 1922 年英国通过 《1922 年帝国定居法案》 （ Empire Settlement
Act of 1922） 后， 土地定居计划的一半花费由英国政府提供。 1944 年出

台的 《1944 年土地定居法案》 （ Land Settlement Act of 1944） 给予罗德西

亚前公职人员特别的优惠条件。 在 1950 年底， 已有来自政府收入的

236536 英镑和来自贷款基金的 1412936 英镑花费在前公职人员定居政策

上。③ 南罗德西亚政府在 1924 年通过 《 土地银行法案》 （ Land Bank
Act） ， 设立土地银行来资助白人移民的农业活动。 在北罗德西亚， 1934 年

设立的 “农业贷款局” 专门解决白人定居者的农业资金问题。 截至 1952
年， 贷款局总共发放 476813 英镑贷款。

最后， 英国积极推动非洲殖民地农业科学研究。 英国殖民者持续的

非洲投资和开发的重点在于能够直接获得收益的农业和矿业， 而这些部

门的发展则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息息相关。 例如热带作物的种植需要土

壤、 水源和疾病防治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矿业的开采则关系到地质、 化

学和交通等的基础研究。 由于热带环境和疾病等方面的限制， 非洲殖民

地是英国开发较晚的地区， 英国对于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极为落后， 而深

入的开发则使得这些研究亟待加强。 这一紧迫性也反映在英国 “殖民研

究委员会” （Colonial Research Committee） 通过的研究方案上。 例如 1942
年成立的 “殖民研究委员会” 通过的两个最大的研究项目， 就是关于病

虫害防治和经济作物种植研究 （分别用于黄金海岸的可可疾病研究和在

坦噶尼喀的剑麻研究站的继续研究）， 1943 年最大的两个研究项目也是关

于农作物和畜牧业的研究 （塞拉利昂的稻米土壤研究以及坦噶尼喀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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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研究）。① 这些基础性研究的开展是和殖民者系统开发和研究非洲的起

步相伴随的， 但也恰恰反映了非洲研究的落后性。 伴随着开发的进行，
殖民地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在殖民地开发热潮的推动下， 殖民地研究得到英国政府和一些商业组

织、 慈善机构的支持。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 1919 年， 英国议会就

通过为期 5 年每年 2 万英镑的殖民地研究拨款， 并设立了一个 “殖民研究

委员会” 用于指导研究的进行。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笔拨款被一降再降，
起初 2 年是每年 1 万英镑的经费， 之后被减少到每年 2000 英镑。② 1929 年

的 《殖民地发展法案》 为殖民地发展提供每年最多 100 万英镑资金， 其

中就包含殖民地研究的资金， 且范围不再仅限于商品和市场的研究。 随

着研究的深入和需求的扩大， 1940 年的 《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 在每

年最多提供 500 万英镑发展资金的同时， 单独提供每年最多 50 万英镑的

研究经费， 1945 年的 《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 对于研究的资金提高为

最多每年 100 万英镑， 1949 年修改时又将这一上限提高为每年 250 万英

镑。 根据统计， “在 1941—1942 年度到 1960—1961 年度， 1940 年、 1945
年、 1950 年、 1955 年和 1959 年的 《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 总计分配

给研究的经费为 24051062 英镑”， 其中 “一半以上用在农业、 动物健康、
林业和渔业研究； 将近 1 / 6 用在医学， 1 / 12 用在社会和经济研究； 超过

一半用在非洲， 15% 用于加勒比”。③ 除英国官方外， 一些民间机构也为英

国的非洲调查提供资金， 重要的有罗德斯信托基金会 （Rhodes Trust）、 卡

内基公司 （Carnegie Corporation）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
tion） 等， 其中卡内基公司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虽然来自美国， 但却给予英国

的非洲研究活动大量的资金支持， 例如卡内基公司支持黑利勋爵的非洲调

查活动， 洛克菲勒基金会则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国际非洲语言和文化机

构”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等机构从事

非洲研究的重要支持者。 随着殖民地发展受到重视， 非洲研究活动的经

费也不断增加， 支撑着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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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 民间机构等的支持下， 殖民地研究迅速发展。 这其中，
非洲的农业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截至 1940 年， 英属非洲殖民地的

农业研究机构初步建立， 这些机构的研究对象包含农产品生产、 畜牧业、
林业以及昆虫等。 在农产品种植方面， 有组织地研究开始于 1929 年。 如

殖民地政府支持运营的黄金海岸 “可可研究站”， 民间相关产业资助运营

的肯尼亚 “咖啡研究站” 和毛里求斯 “蔗糖试验站”。 在畜牧业方面， 主

要是一些由殖民政府支持的动物健康研究中心， 这些中心在尼日利亚、
肯尼亚、 坦噶尼喀和北罗德西亚都已建立。 如中心设在卡波特 （ Kabete）
的 “肯尼亚兽医学部” （ Veterinary Department of Kenya）， 主要从事兽医

研究， 以及生产血清和疫苗。 在林业方面， 则主要有在英国牛津的 “帝国

林业机构” （Imperial Forestry Institute） 和利斯伯格王子城的 “森林产品研

究实验室” （ Forestry Products Research Laboratory）。① 这一时期还出现跨

殖民地联合研究的趋势。 如 1939 年建立了一个跨殖民地的研究中心———
坦噶尼喀阿玛尼的 “东非研究站” （East Africa Research Station）， 还有设

计为肯尼亚、 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服务的 “坦噶尼喀采采蝇研究部” （Tset-
se Department of Tanganyika）。②

三 殖民地农业开发对非洲农业发展的主要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殖民地农业活动一定程度上对非洲农业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 如通过农业开发活动， 一些地区的交通设施得到了改善；
殖民地农业研究为非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保障等。 但总体而言， 由

于英国完全是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决定开发殖民地农业的， 其行动对非洲

农业发展产生诸多破坏性的影响， 很多影响持续至今。
其一， 大量白人移民涌入殖民地导致极为严重的土地问题。 在英国

政府的鼓励下， 大量移民进入非洲殖民地。 在英属东部和中部非洲，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白人移民农民涌入非洲发展种植园经济。 在英国移

民和开发政策的指引下， 白人移民进入非洲并占有土地的情况在整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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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非洲都有发生， 但由于土壤、 温度、 气候等原因， 殖民地的发展状况

各不相同。 移民规模最大的是在肯尼亚和南罗德西亚。 在肯尼亚， 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在总督爱德华·诺西的 “士兵安置计划” （ Soldier Settler
Plan） 的带动下， 白人数量急剧上升， 到 1926 年底时， 欧洲人移民数量

已经达到 16663 人。① 在 1934 年时， 欧洲人占有肯尼亚 1100 万英亩的土

地。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 肯尼亚有 99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归属于英国

王室。② 为吸引白人移民， 1939 年， 英国殖民当局又颁布法令， 将肯尼亚

山下的总面积为 16700 平方英里的肥沃高原 “租让” 给白人移民。③ 在南

罗德西亚， 前来定居和开发的白人移民则更多。 到 1926 年时， 南罗德西

亚的欧洲人就已经超过了 3. 5 万人， 这些人大多作为第一代移民进入当

地。④ 这些移民占据广阔的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区。 在北部罗德西亚和尼亚

萨兰， 白人移民相对较少。 1921 年时在北罗德西亚大约有 714 名从事农

业的欧洲人移民。 到 20 世纪 30 年代， 欧洲人在北罗德西亚占有的土地大

约有 875 万英亩。⑤ 在乌干达和坦噶尼喀， 由于土地的大量获取受到当地

政府和传统统治政策的限制， 白人移民的规模则较小。
在白人移民不断涌入非洲殖民地的同时， 为保护欧洲人农业经济的发

展， 防止来自非洲人的竞争， 殖民当局通过设立土著保留地等立法和法律

形式逐渐确立欧洲人对土著土地占有和掠夺的合法性。 例如 1930 年， 南罗

德西亚殖民当局通过 《土地分配法案》， 严格地将所有土地分三类， 即土著

人保留地 （占 22. 4% ）、 欧洲人地区 （50. 8% ） 和未分配地 （18. 4% ）。⑥

到 1931 年时， 白人定居者占有大约 4800 万英亩的土地， 而非洲人只占有

2800 万英亩， 并且白人多占有气温和降水适宜、 交通便利的地区。⑦ 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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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非洲人的土地大多位于土地贫瘠、 农业条件较差的地区。 总之，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白人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 拥有的土地也不断增

多， 严重侵害了非洲人的利益， 不利于非洲人自身的农业发展。
其二， 英国将非洲作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供应地， 导致非洲产品单

一。 殖民者将非洲殖民地经济作为英国经济的补充， 热带经济作物生产

的主要作用也是用于出口， 所以非洲每个殖民地大多按照其地理和气候

等条件作为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的产地。 在英属西非， 经济作物主要是可

可、 橡胶、 棕榈油、 花生等， 在英属东非和中非， 则主要是棉花、 玉米、
可可、 烟草、 剑麻等。 除非洲农外， 在殖民地开发热潮的推动下， 大量

欧洲殖民者在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进行种植园生产。 由于他们所产的经

济作物主要用于出口， 因此往往种植单一品种， 以便于集约种植、 管理

和出口。 在殖民地开发过程中， 英国政府和贸易公司也鼓励殖民地大量

种植某种本国或者国际市场需求的作物， 以此获取最大的收益。 正如国

内非洲史学者所言， 殖民者在非洲推行单一出口经济作物制的结果 “不

仅使非洲农业生产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 而且还排斥了粮食生产和畜牧

业， 导致不少非洲国家粮食自给能力不断下降， 从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

进口国， 至今蔓延非洲的严重缺粮问题， 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畸形

经济结构带来的恶果”。①

表面上， 从二战后开始， 英国政府开始强调鼓励非洲殖民地多元化

的农业生产。 如殖民大臣格里菲斯 （ James Griffiths） 就在 1950 年说：
“我将首先考虑殖民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方面， 我们的目标是在每个

殖民地建立稳定的农业、 矿物或工业资源经济体系……而且， 最重要的

是， 通过经济活动的多样化， 发展不是偏向一边以及依赖于某些基本的

产品。”② 但事实上， 二战后初期英国还通过殖民地出口来缓解国内的赤

字尤其是获取紧缺的美元。 在 1945 年， 英国欠外债已达 37 亿英镑， 国债

也达 214 亿英镑， 财务状况堪忧。 此外， 由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

量的工业产品、 食品等都需要从美元区进口， 于是获取美元成为当务之

急。③ 在此情况下， 英国自然将目光转向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非洲殖

民地。 于是二战后的非洲殖民地被鼓励大规模生产可可、 橡胶、 棕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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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热带水果等几种世界市场急需的产品， 以此换取外汇。 因此， 所谓的

鼓励非洲多种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
总之， 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农业开发活动对非洲产生了结构性的破

坏影响， 这一影响至今仍困扰着一些非洲国家。 从英国开发非洲殖民地

的动因来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推动英国开发非洲农业的最重要因素

是带动就业、 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 巩固殖民帝国。 在殖民地农业开发

过程中， 英国政府和殖民地政府都将白人移民农民的利益放置于首位。
这表现在殖民地农业开发的各项政策是以白人经济利益为核心制定的，
白人移民大量占有和掠夺非洲土地。 殖民地商品农业的发展造成非洲经

济结构单一、 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 在殖民主义框架下的农业开发不利

于非洲农业获得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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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Britain began to gradually pay atten-
tion to the economic value of African colonies.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em-
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e the
colonial empi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egan to transform colon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Among thes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one of the im-
portant content of developing African colonies. Driven by the British govern-
ment and the private， commodity agriculture was expanding rapidly in African
colonies， a large number of white immigrants flocked to Africa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a large amount of high-qu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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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lly taking shap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colonial rule has ca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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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 After Nigeria became a British colony， British companies began

892  非洲研究 2021 年第 1 卷 （总第 17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