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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中 国 历 史 “
三 大 商 帮 ” 的 晋 商 ，
曾 在 中 国 明 清 时 期 以
商 贸 金 融 为 中 心 进 入
中 国 产 业 、 贸 易 和 金
融 领 域 主 流 地 位 ， 开
创 “ 万 里 茶 道 ” “ 百
年 票 号 ” 的 五 百 年 商
业辉煌。

晋 商 是 如 何 发
展 起 来 的 ？ 在 曾 经 的
世 界 经 济 版 图 中 发 挥
着 怎 样 的 作 用 ？ 晋 商
孕 育 出 的 精 神 内 涵 对
现 代 经 济 发 展 有 何 启
示 ？ 近 日 ，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栏 目 独 家 专
访 山 西 万 里 茶 道 文 旅
发 展 研 究 院 首 席 研 究
员 范 浩 里 ， 对 此 进 行
解读。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晋 商 崛 起 的 历 史 是 什
么 ， 有 何 发 展 脉 络 ？
当 时 的 晋 商 在 世 界 经
济 版 图 中 发 挥 着 怎 样
的作用？

范 浩 里 ： 山 西 是
中 华 商 业 文 明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 从 秦 汉 到 唐
宋 ， 由 于 矿 产 资 源 丰
富 、 手 工 业 加 工 制 造
业 初 具 规 模 ， 为 商 业
流 通 和 发 展 提 供 着 物

质 基 础 。 进 入 明 初 ，
晋 商 借 助 明 王 朝 建 立
九 边 、 解 禁 盐 务 、 边
地 屯 田 、 边 市 贸 易 的
特 殊 市 场 需 求 ， 开 辟
了 国 内 长 途 贩 运 的 商
业 模 式 ， 并 迅 速 获 得
河 东 盐 引 ， 进 而 进 入
两 淮 和 长 芦 盐 市 场 ，
独 享 盐 利 长 达 百 余
年。

直 至 弘 治 五 年
(1492年)，明朝朝廷将
开 中 “ 纳 粮 ” 改 为 开
中 “ 纳 银 ” ， 直 接 挑
战 晋 商 “ 极 临 边 镇 ”
的 地 理 优 势 。 山 西 商
人 以 “ 朋 合 制 ” “ 东
伙 制 ” 等 经 营 模 式 集
群 而 行 ， 从 开 中 地 区
的 边 镇 市 场 逐 步 走 向
全 国 ， 完 成 了 “ 边
商 ” 向 “ 内 商 ” 的 机
制 转 换 。 晋 商 通 过 盐

运 盐 务 、 粮 油 布 帛 、
茶 叶 陶 瓷 、 白 酒 生
烟 、 药 材 颜 料 以 及 冶
铁 制 品 等 物 产 的 跨 境
营 销 ， 将 商 业 贸 易 、
物 流 运 输 、 钱 业 典 当
等 多 种 经 营 的 触 角 ，
从 黄 河 流 域 向 长 江 流
域 、 东 南 沿 海 、 西 北
和 西 南 疆 域 延 伸 ， 成
为 中 国 市 场 经 济 早 期
萌 芽 与 发 展 的 先 行
者。

入 清 以 后 ， 随 着
战 乱 平 息 ， 中 国 出 现
了 版 图 一 统 、 政 治 相
对 稳 定 的 局 面 ， 为 开
发 边 疆 地 区 经 济 贸 易
创 造 了 较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在200年茶路的开
拓 中 ， 山 西 茶 商 以 集
群 式 发 展 和 集 团 化 经
营 ， 开 创 了 南 “ 吞 ”
北 “ 吐 ” 的 产 业 格 局
和 内 贸 、 外 贸 相 依 相
济 的 竞 争 优 势 。 在 促
进 中 蒙 俄 茶 路 城 市 经
济 合 作 、 文 化 交 流 等
方 面 作 出 了 重 大 贡
献。

中 新 社 记 者 ：
晋 商 的 发 展 过 程 经 历
了 哪 些 重 要 的 历 史 阶

段 ？ 在 此 过 程 中 ， 晋
商 取 得 哪 些 辉 煌 成
就？

范 浩 里 ： 在 晋 商
的 发 展 中 ， 历 经 盐 路
3 0 0 年 、 茶 路 2 0 0 年 和
票 路 1 0 0 年 的 三 个 重
要 历 史 阶 段 ， 以 “ 集
群 而 行 、 集 团 而 营 和
集 成 而 治 ” 的 商 业 模
式 ， 逐 步 从 国 内 商 业
经 营 走 向 国 际 贸 易 市
场 。 明 清 政 府 “ 重 农
抑 商 ” 政 策 的 逐 步 改
变 ， 加 快 了 山 西 地 域
性 民 间 商 帮 集 群 与 资
本 集 团 的 迅 速 崛 起 。
特 别 是 鸦 片 战 争 以 后
沿 海 沿 江 重 要 商 埠 的
对 外 通 商 ， 推 动 了 国
内 商 业 贸 易 的 结 构 调
整 。 晋 商 原 有 的 钱 业
典 当 、 账 局 银 号 及 押
镖 护 镖 等 传 统 服 务 ，
也 受 到 近 代 交 通 工 具
和 电 讯 技 术 进 步 等 新
兴市场的挑战。

于 是 ， 一 大 批 财
雄 巨 贾 开 始 从 商 业 资
本 中 剥 离 金 融 资 本 ，
开 创 了 商 品 交 易 活 动
中 专 营 银 两 存 贷 与 异
地 汇 兑 的 专 业 金 融 机
构 — — 票 号 。 在 清
代 ， 晋 商 5 0 多 家 金 融

资本集团在国内外127
个城镇、码头开设560
多 家 票 号 分 庄 ， 并 通
过 分 布 在 各 省 的 千 余
座 商 人 会 馆 ， 开 展 了
民 间 资 本 的 大 跨 度 运
作 ， 形 成 了 与 万 千 商
业 过 载 店 、 批 发 商 相
依相济的商网覆盖。

中 新 社 记 者 ：
太 、 祁 、 平 三 大 票 帮
打 造 的 金 融 集 聚 区 为
什 么 被 誉 为 “ 中 国 的
华尔街”？

范 浩 里 ： 太 谷 、
祁 县 、 平 遥 是 明 清 时
期 北 方 票 号 的 发 祥
地 ， 因 此 成 为 以 票 号
为 核 心 的 金 融 总 部 集
聚 区 ， 集 聚 与 扩 散 晋
商 金 融 资 本 、 产 业 资
本 和 商 业 资 本 ， 营 造
了 近 代 中 国 的 民 间 商
业 帝 国 和 资 本 化 生 存
环 境 ， 从 而 造 就 了 晋
商 在 中 国 近 现 代 金 融
汇 兑 业 开 疆 拓 土 的 奠
基 者 地 位 。 通 过 对 外
开 放 金 融 枢 纽 ， 进 一
步 扩 大 国 际 经 贸 往
来 ， 甚 至 把 票 号 、 商
号 拓 展 到 日 本 、 朝
鲜 、 俄 蒙 地 区 及 印
度。

晋商曾在中国创造500年辉煌
 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上）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演清代山西茶商入城表演，
再现茶叶之路盛况。刘文华 摄

游客在山西平遥古城内的“日升昌记”票
号参观。日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
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以“
汇通天下”著称于世。韦亮 摄

山西太谷老城街巷。刘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