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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西商人是明清两代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关于中国商帮的研究，徽商起步最早，而且有大量资料的积累。
相比之下，晋商研究落后于徽商，国内对晋商的研究又落后于日本。
　　20世纪60年代，在参加山西票号的研究中，感到不了解晋商的历史以及中国经济史，也很难对票
号的历史做出正确的判断，有必要补补这方面的课。
但是，不久去参加了“四清”运动，接着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随之下放插队，地方上给安排工
作，根本无条件做这方面的事。
“文化大革命”后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人又要我参加票号研究，因涉及两个单位的合作
，迟迟未能进行。
反为我提供了闲余的时间，才使补课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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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商人是明清两代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关于中国商帮的研究，徽商起步最早，而且有大量资料的积累。
相比之下，晋商研究落后于徽商，国内对晋商的研究又落后于日本。
    本书说明，山西商人对中国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本书资料回答了这个问题，山西商人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始于明末，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
是盐商将自己部分资本交由他人经营，盈利按银劳比例分配；一种是富有者白银并不藏于家，而是散
于各伙计去经营。
山西商人资本之所以能在明末开始实现分离，因为富有者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自己能力已经顾不及
从事经营，为谋求更多的利润，只能委托伙计去经营。
这就是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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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山西商人的崛起　　山西商人历史悠久，远迄两汉就已有了记载。
但真正兴盛起来，成为国内一支著名的地方商帮，则始自明代，更盛于清代，说来也有1200年的历史
了。
山西商人的兴盛，有着诸多因素，最重要的不外乎两个：一是境内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有诸多
商品需要通过商人的中介作用销往各地，并在推销境内商品的过程中积累了资本；一是明清以来，政
治军事的或经济地理的因素，也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试想，如果不是这些重要因素，即使客观上出现发展的机遇，因没有或缺少资本，那它也不可能兴盛
起来。
这就像同处长城以南地区的直隶、宁夏、甘肃等省的商人没有能成为国内著名商帮一样，是境内商品
经济发展滞后和商人资本积累缺乏的必然结果。
因此，考察山西商人在明代的崛起，就必须从境内商品经济发展和客观上出现的机遇说起，否则那就
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第一节　盐铁是山西商人向　　外扩展的重要条件　　商人是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或纽带。
在古代，商人分为坐商与行商，行商日商，坐商日贾，合称“商贾”。
行商虽因从事货物的长途贩运而得名，但与坐商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既是行商又是坐商。
我们所说的山西商人，主要是指行商。
一个地方的商人，能贩运货物到外省去，或把外省的货物贩运回来，都与本省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有关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