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261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明清史著 / 工商、交通、城市 /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序、目录、
后记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序、目录、后记

2006-08-23    刘建生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586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序、目录、后记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序、目录、后记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 
刘建生  等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5(2006．3重印) 
 

 
 
序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称雄中国经济舞台长达5个多世纪之久。在如此漫长的时期
里，晋商一直是山西地主制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主体集团之一。在重要商品的地域性
买卖以及全国性商品运销、对外贸易、金融汇兑，乃至在政府军事物资供应、饷源
以及财政支持等方面，晋商都曾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晋商的兴盛是我国前资本主
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晋商活跃的经济行为对商品经济的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壮大，对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做出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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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王朝统治的作用。 
    晋商通过长时段、大范围的经营实践创造了一整套经营理念、运营机制、制度
章程，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由盛而衰的历程也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历史教
训。晋商的活动理念、规范、作风，既来源于传统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中菁华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理应受到后世的重视。不论是经
验还是教训，都值得今人咀嚼，吸收其中营养以有益于当前。这也正是历史上的晋
商在今天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所以，近年来有关晋商的宣传相当活跃。有关晋商
小说的出版、文物的修葺与展示、旅游活动的开展、反映晋商活动的电视剧和人文
纪录片的播出，都对广大群众了解晋商发展史，吸收其有益经验等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对晋商认识的深刻程度取决于对它的学术研究水平。在学术方面，晋商问题自
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学者研究；80年代以来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发现并陆续整
理了相当大量的晋商史料，发表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有关晋商研究机构的组成，
以及许多探讨晋商问题课题的确立，都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晋商研究的已
有成果，大多是从专业史、地方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进行历史的探讨，以得出
具有启迪性的结论。大家都知道，在学术研究中理论的探讨更能窥见发展的规律
性，触及事物的本质，从而给人们以一般意义上的、更为深刻的教益。但是此前运
用特定的理论对晋商兴衰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真如凤毛麟角。因而从整体上说，对
晋商兴衰的规律性的探讨还是很有深入余地的。 
    刘建生教授十多年来致力于山西经济史和晋商史的研究，著述甚丰。他和刘鹏
生、燕红忠等合著的这部《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将晋商的盛衰看作是一个制度
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
的动因，以及制度的方式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
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在分析晋商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晋商
的制度系统、制度配置、制度成本一绩效的系统研究，运用制度分析，建立了一个
较完整的晋商制度变迁模式的理论框架，并对关系晋商兴衰的管理机制、组织系
统、资本运营、信用博弈、交易成本、官商关系等做出了新的解释，归纳了制度配
置——制度变迁的内在运行规律。作者运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制度分析与非
制度分析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对大量可靠的史料进行理论分析，使
晋商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这是对晋商研究非常有益的尝试。 

明清晋商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对晋商经济、政
治、文化等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总和，堪称为晋商学。《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
究》一书的出版为这门学问放上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分析
方法不是晋商史惟一的研究方法；书中也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此
后学者们也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这都是正常现象。无论如何，刘建生教授等运用
经济学理论对晋商进行研究的这部著作为晋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晋商
史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经君健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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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1JA790066)《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
究》的最终成果。面对书稿，睹物思情，有欣慰，有苦涩，但更多的是感激。本书
凝聚了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史博士、硕士专业全体师生的心血和汗
水。参加撰写的著者有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石涛、梁四宝、武芳梅、林柏、
任凯、王云爱、张喜琴和崔鸿雁等师友。另外，张万寿、任志江、吴丽敏、王勇
红、丰若非、石惠、马文静、冀福俊、刘成虎、张新龙、韩云、吕慧利和万芸等师
生在本书的资料收集、校对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李志强教授在课题申
报中也做了工作，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同仁出版发表的有关成果，
这里，对给我们以启示和提供资料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本书在策划、论证、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君健，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原厦门大学常务副校
长、博士生导师郑学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太昌，学界前辈吴
慧、江太新、董志凯，以及学界同仁和朋友贺耀敏、朱荫贵、刘兰兮、魏明孔、武
力、张东刚、王玉茹、许檀、赵津、刘方健和苏少之等博士生导师的教诲、支持和
鞭策，特别是经君健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在课题立项、整理和书稿出版过程中得
到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山西大学社科处孔富安和牛树芳、山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赵建廷和责任编辑张慧君、董利斌的热情关心和鼎力支持，拓新企划和山西财经大
学刘阳老师为本书做了精心的装帧设计，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目前，学术界关于晋商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不断问世，但运用经济学相关理
论，尤其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归纳晋商制度变迁模式、运行机制、内在联
系和基本规律尚显不足。有感于此，在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申维辰部长的多
次教诲和鼓励下，我们对前期已发表的三十余篇相关学术论文进行了归纳、整理，
并经两年多的努力撰写了《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一书。平心而论，由于本书系
集体撰写，无论是结构、内容、行文，还是理论分析及所提观点等均需进一步的补
充、修改、雕琢和论证，比照前辈学者们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更使我们感到诚
惶诚恐，不敢轻易抛出这块砖头。在领导、师友、同仁们的鼓励和催促下，我们不
揣浅陋，将这本带有疏漏和缺陷的作品献给广大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并恳请学界
方家不吝赐教，我们将不胜感激。 

 
    著者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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