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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中國的商人政治和商會

李培德

有關商人與政權關係、商人參與政治的研究，中外研究成果

甚多，但能以商會、商人團體作個案來討論的，還不多見，這也

是目前商會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清末中國為推行改革，頒布商

法 O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商法的施行，商人地位被肯定，有學者

認為由於商人支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亦等於中國資產階

級(bourgeoisie)革命成功這說法是值得商榷的。過去學者對中

國商人「階級化J 和硬套「資產階級J 之標籤 9 都是不對的。 2不

過，有關商人的代表性、政治地位等問題，從清末開始，直到二

十一世紀的今天，都未被徹底解決 O 有關此問題，最引人注意

的，莫過於對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曾否在中國出現的爭論。 3爭

論的焦點在於政府對商人的管理和控制、商人參與政治等問題 O

有關這一方面，目前我們的研究還有欠成熟。

目前，我們於中國商人政治和商會史的研究，已積累了不少

成果，加上中國自改革開放後所出現的對政治改革的訴求，有關

民間商會地位問題，又重新引起了討論 9 吸引社會各界的關注 O

暫且擱下理論分析方法不說，隨著近年商會檔案的陸續被發掘、

整理和公間，有助於商會史研究的順利開展。據統計， 1912年時

全國有商會 52家、商務總會 891 家、商務分所 1000 家。 4不過，

現在我們的研究只能集中於天津、蘇州和上海少數的商會，實在

不多。這三家商會的檔案加起來並未超過二萬卷，與全國各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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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檔案總數的十二萬三千卷比起來，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批近

古年以前的商會，究竟是如何組織的?受誰人指揮育

商會可以說是包容和平衡各種政治勢力的場所，商人既要利

用這個平台來達到各種政治目的，歷來各統治者亦須拉攏商人來

穩定政權，以能實施有效的統治，因此商會介乎商人與政權的中

間地位，至為明顯。到底，商人是熱心公益，愛國?還是唯利是

圖，喜歡投機?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商人懷政治目的參與社

會事務，甚至干預政治，並不稀奇 O 不過，正如學者所指，當中央

政權力量薄弱之時，地方為求自保，商人便有機可乘，乘勢帽起 O

相反，當中央政權處於強大之時，商人的機會使相對地小。 6中國

白辛亥革命以來，直到1927年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再到十年後即

1937年爆發抗日戰爭，中央政權可謂都處於弱勢，正是本書所要

討論商人、商會與國家政權拉鋸和此起彼落的複雜關係 O

本書共收錄七篇文章，無一不以商會為主要討論對象，換句

話說，都是以與國家政權的關係來進行分析的。張志東利用西方

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的理論，以鎖定分析所謂國民政府黃金十年

( 1927 至 1937 年)時期中國商會的發展，認為商會與政府的關係

是屬於「制度合作」類型的社團主義。在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建

設的制約條件下，中國商會根本無法抵抗來自國家政權的干預。

中國商會受到此特定歷史環境的影響，只可選擇與制度合作。張

志東的說法，不僅有助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商會與政府的關係，同

時展開了本書以下其他幾篇文章的討論。陳忠平反對過去中外學

者對辛亥革命前中國商會是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組織的說法，把

商人對支持清末改革和孕育辛亥革命的貢獻一筆抹煞。武昌起義

後，長江下游的商會並沒有一昧附和革命，而是根據商會自己本

身的地方利益因應各自的地方形勢而對革命作出不同的反應。商

會睡不能說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但作為獨力自主的商人菁英組

織，商會的活動無疑促使了政治權力從滿清轉移去南京臨時政

府，並最後過渡到袁世凱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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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漢明根據山東推縣的個案分析，給我們一個對中國地方領

袖的徵細觀察，展示出由士紳到紳商，由紳商到商人的轉型，以

及地方城市中「公共領域j 的出現，不過卻始終受到政治權威的

限制) I公共領域」無法栽種於民間社會。此說法剛好回應了張

志東所提出的商會「類型 J )地方領袖向國家政權靠攏，以換取

利益。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情況在1937年後日本佔領灘縣、時同樣

發生。

馬敏的論文討論商會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出現的轉變。

首先，於 1950 年代如何過渡、改組成為工商聯 O 其次，於 1990

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時，工商聯又如何重新回歸到民間商會。正

如作者所措，中國商會的最大轉變，莫過於同時掛民間商會和工

商聯的兩塊牌于 o 1994 年底，全國各級工商聯組織共有二千多

個，由工商聯協助成立的行業商會、行業協會、同業公會、地區

商會、異地商會等新商會組織，可謂多不勝數。這種由上而下的

改革，引證了中國於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巨大社會轉變。

除了中國內地的商會外，有兩篇論文是討論海外的華人商會

的 O 香港與內地不同，社會管治由殖民地政府執行，在自由貿易

政策底下，吸引了不少福建人來港經商，他們更在港成立商會。

李培德利用過去鮮為人知的東京大學仁井田陸文庫的資料，對孕

育於殖民地環境的香港華人商會，進行了分析。香港華人商會和

內地的商會不同，首先沒有《商會法》的保障，華人要組織商會

大多利用有限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向政府登記誰冊。其次，商會

的組織商業味道濃厚，捐助經費金額的大小決定了會員從商會所

獲得的名譽和地位，猶如一盤生意 O 第三，組織商會的目的均不

涉當地政治 O 第四，商會的規模以中小型為多，組織模式則較接

近行會;會費不設定額，由會員每日進行的買賣交易金額抽成給

商會。第五) 1930年代香港華人商業多有所發展 n 連帶商會的影

響力亦由港島延仲至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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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佩然則以香港新界沙田商會為個案研究，利用口述資料和

沙田地方文獻，闡述該會於 1959 至 1980 年期間的一段歷史。雖

然時間不長，但沙田商會見證了沙田地方經濟勢力的冒升，而這

新興地方力量最後又因政府推行新市鎮發展計劃而遭打擊，踏上

衰落之路 o 值得留意的是她指出了 1950年代沙田墟市的興起及至

1980年衰落期間，墟市的發展與沙田商會存亡的直接關係。張京

玉在闡述她對菲律賓華人商會的分析時，先說明了菲律賓不存在

政團組織的獨特環境，因而菲華工商會聯會得到國家政權之垂

青 O 不過，商會對於政府的干預一直不敢反抗 O 雖然，商會的領

袖與總統私交甚篤，但只可說明馬可斯要利用華人來吸引外來投

資。張素玉認為菲華工商會聯會與國家政權的結合，並不取得菲

律賓國人的同情，特別是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人對華

人的看法多是負面的 o

最後，本書附有〈中國商會、商人團體史研究文獻目錄〉

收錄範圍包括學位論文、書籍、期刊、論文集和書評論文集等，

總數約五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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