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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

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

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

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

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

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

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

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

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

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

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

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

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

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

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

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

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

，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

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

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

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

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



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

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

，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

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

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

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

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

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

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

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1992年版）在这方面，山西商人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

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

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

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

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

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

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

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

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

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

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

“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

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

”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

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

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



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

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

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

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

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

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

，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

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

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

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

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

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

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

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

，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

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

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

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

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

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 

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

，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

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 月20日起至30日止

，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

，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



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

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

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

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

系。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

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

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

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

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

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

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

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

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

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

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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