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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史(Business History)並不 是一門新的

學科，但它於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發展，

只不過是短短近十年的事。隨著八十年代初亞

洲四小龍的帽興和中國實行經濟改革，華人經

濟備受世界注目，

增多。商業史雖然最早由歷史學家發展起來，

但由於廣義的商業史涵蓋大，可 包括商人的各

種活動，單一的史學訓練已不足夠應用，經濟

學、社會學、政治學的訓練有助我們對商人歷

史有更深入了解。目前的商人史研究，特別是

傳記式的著作多只強調商人的發跡史，用傳奇

的方式來吸引讀者。這樣長期發展下去，會產

生對商人史的誤解。

為了推動中國商業史研究的發展，香港

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於1996 年7月舉辦了第一

屆中國商業史會議，探討中國自明代以來商業

集團帽興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

教等背景和發展因素。 1998年7月 2 至3 日，

以「歷史轉折期中的中國商人」和「中國歷史

上的商業和商人」為主題的第二屆中國商業史

，再次於香港大學舉行。是次會議以中國

商人為對象，廣泛討論商人於歷史轉變中所扮

演角色，商人的各種經營及投資行為、商人與

政府關係、商人與宗教、商人的活動網絡、商

人社會階級、企業者活動等。茲將

列於下:

2. 韋慶遠(中國人民 大學) :明中黨從抑商

到恤商息商的政策轉變

3. 兵慧(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上糧食商

品率商品量測估一一以宋、明、清為例

評論﹒侯杰(南開大學)、張瑞威(英國牛津

大學)、鄧開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1998年7月3日
第二組主持:韋慶遠

1. 蘇基朗(香港中文大學) :宋元海外貿易

與沿海區域發展一一一個新制度經濟史學的

反思

2. 鄧開頌:明後期澳門的商業貿易活動對廣

東社會經濟的影響

3. 張瑞威:清初中國沿海貿易商人

評論:許寶強(香港嶺南學院)、葉顯恩、孔

祥毅(山西財經大學)

第 三組主持:馮錦榮(香港大學)

1. 孔祥毅:明清時代山西貨幣商人的金融創

新

2. 邱捷(廣卅中山 大學) :晚清廣卅商人的

「平線」活動

評論:潰下武志(日本東京大學)、馬敏(華

中師範大學)

1998年7月2日
香港大學副校長、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黃紹倫教

授致歡迎詞

第一組主持:李培德(香港大學)

1. 黨顯恩(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儒家傳統

文化與微州商人

第 四組主持:林啟彥(香港浸會大學)

1..馬敏:紳商名辨及其社會內涵

2. 李培德:清末中國企業者活動與企業經營

環境一一盛宣懷個素研究

評論:邱捷、林滿紅(台灣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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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主持:吳慧

1. 清下武志:十九世紀後半仁川、上海、神

戶的金融網絡

2 . 林滿紅:日本南進政策的馬前卒一一日治

時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

3 .許寶強:東亞地區的海外華人貿易網絡(十

六至十入世紀) 一一一個歷史社會學詮釋

評論:林學忠(香港大學)、鄭會欣(香港中

文大學) 、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

葉顯恩論文以徽商為個案研究， 討論儒

家傳統文化與商業發展的關係，儒家思想既促

進了徽商的商業活動，同時亦局限了進一步的

發展。韋慶遠論文提出，明代出現不少重商與

抑商兩種相反政策的討論，但由于經濟發展的

轉變，令傳統的抑商政策難以長期維持。吳慧

論文根據大量文獻，整理了宋、明、清 三代向

來眾說不 一的糧食商品率，指出虛假商品率的

謬誤地方。蘇基朗論文以新角度和方法，重新

分析宋代海外貿易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關係。鄧

開頌論文以新發現的第一歷史檔案館資料，指

出明末活躍於澳門的粵藉商人對推動廣東社

會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張瑞威論文比較運

河與1G海貿易的不同發展，指出國家政治凌駕

商業利益的嚴重現象。

孔祥毅論文以大量的資料， 提出山西商

人因 經營票號而創新的金融服務，開近代金融

業之先河，甚 至稱得上是一場金融革命。邱捷

論文以個案式的研究，指出廣州商人隨勢力之

增長和地位之提高，對社會影響亦逐漸增大。

馬敏論文主要討論「紳商」一詞於晚清社會的

流行和其 社會涵義，並以大量的史料證明紳商

於變動的社會脈絡中反映出來的不同意義。李

培德論文以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作 個案分

析， 反映 晚清官商和官方政治集團之間之關

係'並討論盛氏企業集團的成立背景和條件，

指出當時企業環境受政治平預極大。潰下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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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填補了過去對中日韓 三 國經濟 究

的空白，利用山西票號於仁川、上海、神戶的

活動網絡，除指出通過商品流通關係所見到的

東亞地域網絡外，亦同時呈現出中國商人於當

時所扮演的網絡角色。林滿紅論文提供了大量

的史料和統計數字，指出台灣商人於日治時期

對推進日本於東南亞的商貿利益所扮演的重

要中介角色。許寶強論文從歷史社會學角度出

發，並以宏觀角度分析，提出華人貿易網絡於

東南亞的帽興和擴散，實有賴歐洲勢力的幫

助，而不能僅從華人經濟或商業網絡本身分

析。

會議結束前，多位學者提出了對會議討

論的補充意見。例如商業史的定義，應包含多

層次的意義，即商業、企業、企業的經營歷史。

將 Business History中譯為「商業史是否恰當?

對於商人的歷史定位，由于觀點與研究方法的

不間，雖不可能有絕對一致的看法，但同意以

下 三點的初步結論: 1)明中葉以後由于海外

貿易的影響，商人的構成加入了新的成份，可

進一步研究。2)商人對社會有甚麼精闊的言

論，可 反映他們對社會的看法，可 作深入探

討。3)不能一律都說商人是唯利是圖的，他

們亦 有愛國思想。研究區域方面，目前學者多

關心華北和華中，比較少討論華南，這很可能

是受資料限制的緣故。 至於研究角度方面，前

人對宋元明清商業史宏觀研究較多，但近代則

較少。總體來看， 法律和政府政策層面的分

析，特別是關於合股、商業契約的研究甚為不

足，需要進一步開拓。商幫來自不同區域，代

表了不同的區域文化和背景，因而不能孤立地

研究，須置於大脈絡中來看。傳統商業中的現

代潛在因素若何?傳統商業的現代演進，兩者

之間如何接軌?有關資料方面，會議論文中有

不少利用了大批過去較少人注意的史料，例如

碑刻、 契據和其他各類檔案。不過，還有很多

與商業史有關但艾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料，包括

訴訟檔案等，尚待進一步開發。另外，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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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史研究著述較少運用外文資料，局限了將

來的發展，這一點值得注意。

會議並設一工作坊，專門討論近期的商

人史、商業史研究狀況，促進各種研究訊，皂、

資料之流通，以增彼此 間進對中國商業史研究

的交流。北京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吳慧介紹

了該學會自 1985 年成立以來的發展狀況，學

會組織編寫多部大型論著如《中國近代商業史

最新動態。馬敏介紹了近期國內商會史研究的

情況，商會史檔案的整理和編賽。鄧開頌介紹

了粵藉商人活動歷史及廣東十三行舊址復原

計劃、廣東老字號的研究等。林滿紅介紹7

1995 年於美國俄亥俄州舉行的中國商業史會

議情況 及去年於台北舉行的台灣商業史會

。

是次會議得到香港大學教育及研究基

論》、 《中國商業通史》。孔祥毅簡述了於太 金、恆生銀行金禧教育研究基金贊助，黃蓮有

原市成立的晉商研究中心及山西票號研究的 及周家建的協助，謹此一併致謝。

香港檔索學會

九八年八月 ， 香港檔案學會(Hong Kong Archives Society)開始籌組;經過近半年時 間的籌備

工作，該會卒於九九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一)，假九龍觀塘翠屏道香港歷史檔案大樓舉行創會大

會，同時舉行第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第一屆執委會成員名單如下:

會 長

副 會 長

秘 書

財 務

總 務

當然委員

委 員

:夏其龍神父

:黃文江博士

:溫偉國先生

. 廖元智先生 (廖元智先生 離港期間自李祖華司理暫代職務)

:馮愛貞小姐

: 機構代表一朱福強先生 (香港歷史檔案處)

一般會員代表一李麗詩小姐

: 劉 潤和博士

Mr Richard V. Hollinger 

錢正民先生

根據會章，第一屆執委會將在未來兩年，負責推行香港檔案學會的會務。

香港檔案學會是香港首個有關檔案管理的專業學會，它的會址設在九龍觀塘翠屏道香港歷

史檔案大樓三樓。學會的成立，實緣於九八年七月 一個由香港歷史檔案處與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

處合辦，以「歷史檔案管理」為題的研討會。在這研討會上，與會者除就檔案管理的理論與應用

作過廣泛的討論外，他們亦達成了一個共識:香港檔案工作者與使用者應該成立一個檔案專業學

會，以加強相互 間的溝通和交流;希望在檔案工作者與使用者的共同努力下，能夠令到香港的檔

案和歷史檔案管理工作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及加強有關香港研究的資料的利用。

九 八年八月廿日，曾參與是次研討會的一群檔案從業人員和使用者，在歷史檔案大樓召開

了首次學會籌備委員會會議。籌備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將學會的宗旨定為:(一)促進本

地檔案管理機構在管理與保存檔案方面的水準; (二)促進檔案工作者與使用者的溝通; (三)

加強社會人士對檔案的認識和重視。

在籌備檔案學會期 間，委員會曾展開首期招募會員活動，主要的對象為檔案管理人員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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