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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1843-2008年之间福建人移居上海市的历史，书中具体包括了：上海福建人潮落潮起、
群体结构与分布区域、上海闽商投资的金融业、整体退却与部分活跃、与其他商帮的比较、新中国成
立以来闽籍知识群体的学科分布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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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上海福建人潮落潮起　　第一节 沪闽贸易与福建人迁沪　　福建人迁沪首先与福建人世
代向外移民的原因是一致的，即地理空间的逼仄和背山面海的便利，其次才是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窗
口的吸引力。
自然地理和人口特质是福建人向外发展的内在动因，沪闽间的贸易、上海领先的经济发展空间则是持
续影响上海福建人数量的恒常因素。
　　一、地理环境与福建人　　福建的山川地形多山而平原少，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其中海拔200至500米的丘陵面积约占一半，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全省可耕地面积严重不足，一直在1100万亩至1400万亩之间徘徊，大约只有东南各省的三分之一至四
分之一，而福建的人口从宋至清却增长了14倍。
福建人也开垦山地、围海造田，但效果并不显著。
到清嘉庆年间，人均田地不到一亩。
地少人多宋代已经存在，《宋史·地理志》日：“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
直浸贵，故多田讼。
”因此，明代有“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
⋯⋯而挟农具以入浙至温处亦有焉。
”　　福建地形条件不利于粮食种植，但山林土特产却比较丰富。
而且福建地形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背山面海，海资源丰富，且滨海地带海岸线曲折，形成许多天然良港
，于是这里的居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谋求通过海路与外界交流和出外谋生，航海运输业相当发达。
福建的经济经历代开发，手工业、特色山林土特产的生产发展，并且比较早地进入商品化。
从宋朝开始福建经济结构中，小商品生产的比重相当大，山区的造纸业、印刷业、制茶业、陶瓷业、
冶铁业、有色金属生产都在国内占重要地位。
沿海平原地区的制糖、纺织、制盐、造船等行业与全国相比较是较先进的，产量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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