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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2021_2022__E5_AE_89_E

5_BE_BD_E6_97_85_E6_c34_44869.htm 徽商大致产生于明中叶

，在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

安，江北则推山右"。徽商在中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600余年

，其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市场

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

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徽人经商的基本经验 徽人经商

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正式形成了一个商帮集团。徽

商的兴起，通常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关。徽州粮食产量少，但

特产却很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却还方便，于是他

们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再将本地需要的产品从外

地输进来。徽商出行的势头，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

们的足迹踏遍全国，不但京城、省会及大小城镇是徽商活跃

之处，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的地方

也不乏徽商的活动。徽商的商业资本发展犹如滚雪球一般快

速壮大，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人数愈来愈多。一个徽

商发财后，总有一批人在其卵翼下发展成新富商。因此，徽

州的富商愈来愈多，其资金总量也越来越大，各种渠道流入

的资金使得整个徽州"富甲天下。" 采取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 

徽商的资本组合形式是多样化的、灵活的，主要类型有自由

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

经营相结合等。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

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

。 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



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许多创业伊始的徽州商人出

自贫苦之家，是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的，而从事长途贩运活

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这些商人在从商之初大都采

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采取贷资经营方

式的，其借贷活动一般都在同乡同族之间或徽州商帮内部，

债权人往往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很低利息的贷款以进行

资助和救济，因而债务人的负担较小。 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

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

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分摊给大家

，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

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

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

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

酬金来积累资本。 从以上三种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

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

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

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

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而那些经商致富的徽州商

人，则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

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时，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资金的徽州

茶商，之后又代理销售茶商加工好的茶叶。有些徽商是用大

量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他们利用这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当

铺一方面大量赚取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钱，另一方面又有

力地扶持了徽州粮商。每年米谷丰收的时候，徽州粮商如果

收购的资金不足时，他们就将已收上来的米谷当给当铺。这

就既获得了所需的资金，又可免去库存费用。而当市场上米



谷紧缺、价格飞涨时，他们又将囤积在当铺中的米谷赎出进

行抛售，从中大获其利。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过多种

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将相互间的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

与金融资本进行融合。 善于开拓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徽商的途

程观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陆交通路线方面的知识。明清时

期，徽州"商贾四出"，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主要从事长距

离的商品贩运贸易。长途贩运活动不了解有关的地理、交通

、关津、民俗以及物产行情等常识是无法进行的。徽商在前

辈商人的传授下和行走四方的过程中熟谙了这些知识，并将

自己的多年积累编纂成商旅路程图书作为经商行路的指南。 

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中叶休宁大贾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

书中详细介绍了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和水

陆驿站名称、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

船轿价格、名胜古迹等。时人评价说："商贾得之，可知风俗

利害。⋯⋯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 徽商在经营过程

中所树立起来的牢固的途程观念和所掌握的丰富的途程知识

，为他们开拓当时占国内市场绝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市场起到

了重要作用。首先，徽商熟知交通路线，在商品运输过程中

可寻找到捷径，从而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费用；其

次，徽商了解商品运输路途中何处有险滩风浪、何地有响马

盗贼等等自然的和人为的危险，从而有可能设法避免这些危

险，确保人身和货物的安全；第三，徽商通晓各地的物产行

情和民风民俗，避免了购销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动局面以及

与客户的沟通困难，从而在商业经营中能做到有的放矢、无

往不胜。徽商在开发海外市场方面，由于明中期的海禁政策

，没有正常的渠道，只得以海盗方式走向世界，也就是走私



，这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其业绩也做得相当不错，徽商主要

是以药、茶参与世界贸易。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