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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开拓创新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栾成显 
 

 
    徽商的开拓创新精神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冲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开拓了全国
性市场。徽州人首先是冲破了狭隘的山区限制，从小徽州走到大徽州，在全国各地经营创业。明

清之前的商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地域的限制。明中叶之后全国性市场开始形成，超出了

区域市场的范围，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与商人集团的兴起是一个互动的过

程。徽商等商人集团，乃是商路开辟、长距离贩运贸易和商业城镇兴起的主力军。徽州商人以前

所未有的魄力，背井离乡，走向四方，历尽艰辛，付出巨大，在开辟全国性市场的道路上展现了

可贵的开拓精神。在明清商业繁荣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中，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商人集团贡献

尤大。明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动时期，展现了异彩纷呈的社会变迁画卷，其变迁具

有近代启蒙性质，堪称由传统体制向近代转变之萌动。那么，这一历史性变动的根源在哪里？如

果要探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就不能不追溯到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上。商品

经济的发展正是明中叶以后整个社会变迁的逻辑起点。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和全国性市场形成的开

拓者，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商人集团，乃是明中后期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领军者，明后期启

蒙运动的开启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第二，推出了多种经营方式，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

徽商经营形式多样，机动灵活，比前代有很大发展。其中不少是为了适应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发展

的新环境而创设的，不乏创新机制。第三，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提出了“商何负于农”

的新理念，正面肯定商贾本是民之正业。这种文化自觉，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商

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

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明清时代徽商所展现的开拓创新精神，是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极具当代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