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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朱睿 特约作者 范昕宇 李梦军）促进共同富裕

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赠人自身，“予人

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 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我们试图撰写您现在看到

的这一组名为“从中国慈善史看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的系列文章，梳理

中国慈善的历史，为今天的企业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旅程，提供理

论支撑和实践要则。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激励相容”理念，即一个良

善行为的持续和存在，需要保证参与该行为各个组织或个体哪怕只为自己

着想，同样有激励参与到行动中来。我们将以独特的“3+2”分析法研究

典型慈善模式——即考察慈善模式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发起者、受益者、

传承者，以及作为观察者的两方：民众与政府，在该慈善模式下是否激励

相容。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讲述“激励相容”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商

帮之晋商慈善。 

商业行为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剩余之

后逐渐产生的。封建皇权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在中

央集权的需求下，人们逐渐固化了“士农工商”的排序，政府不断收拢商

人的获利空间，对商人的行为举止也有诸多的限制。对商人的蔑视直到唐

朝才有了较大的改观。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贸易的扩张使商人的社

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到了宋朝，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壁垒被打破，经商

成为很多官员的副业，商人的后代也可以自由入仕。到了明朝，经商致富

的观念逐渐得到社会特别是士人的认同。在明朝之前，给商人写墓志铭是

件很不体面的事情，明朝大儒王阳明却为商人方麟撰写墓志铭，晚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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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桢也为浙江商人李汝衡立传，以表彰其乐善好施的行为。 

社会观念的转变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商人开始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

舞台，依靠血缘和乡缘的商帮应运而生。他们主动为政府和朝廷所用，将

经商与社会责任、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

位。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先后涌现了晋、徽、陕、鲁、闽、粤、宁波等许

多著名商帮，他们来自同一地区，共同经商，形成了统一的利益集团。“商

帮”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从商帮的发展

来看，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更需要与时俱进的管理

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 

在所有的商帮中，晋商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明

代，晋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之一，并出现了许多大富商。跨越明清

两代，晋商延续了 500 多年。晋商全盛时期的商业范围甚至拓展到了俄国、

欧洲，其商业价值富可敌国。随后晋商经营票号，几乎垄断近代中国金融

业。梁启超就曾称赞晋商是中国古代民营经济的代表，可以“夸于世界人

之前”。晋商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是因为他们富甲天下，更因

为他们有着独特的商业智慧和良好的商德，以及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胸怀

和担当。不忘历史才能开拓未来，善于继承才有所创新。当我们从商业向

善和社会创新的角度去观察晋商的兴衰，或许可以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提

供新的思考与借鉴。 

山西自古以来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不适合耕种，所以山西人不得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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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寻找谋生的办法。山西人有文字记载的经商活动从春秋时期就有，但

晋商做为一个群体的崛起，明朝初期实行的开中制至关重要。 

明朝建国初期，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朱元璋在北部边关相

继建起了 9 个关口。九边重镇中，以山西行省内的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

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多。虽说明初在边防地区也实行屯田制，但由

于北部边镇地处高寒地带，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极低，很难实现自给自

足。为了解决边关的粮草供应问题，1370 年，朱元璋确立了“开中制”。

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将原本国家专营的“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

交给商人，作为交换，商人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然后凭

盐引到指定的盐厂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在开中制的机制设计中，明政府合理引导商人的逐利动机，实现了“养

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目标，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

也不让官府破费，同时还给了商人生财之道，是为让利益相关方都各得其

所的激励相容典范。 

开中制的实施，使得在长期经商过程中积累了资金和人才的山西商人，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率先崛起，他们之间相互帮助，形成了以地域

乡情为纽带的商业联盟，即晋商。然而，明朝中期，开中制出现了严重的

腐败。很多官僚显贵利用权势获得了大量盐引，然后转售给商人谋利。1492

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制改革为“开中折色制”：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

疆用粮食换盐引，而是在内地直接到盐运司用银两换取盐引。对于已经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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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大量粮食，等待去边关兑换盐引的山西商人来说，开中折色的打击是巨

大的。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晋商衰落，他们又找到了与北部少数民族进行

边关贸易的机会。在长时间走南闯北的经商中，晋商对全国各地的物产、

风土人情都有充分的了解。他们抓住这些机会，成功转型。逐渐实现了由

盐业贸易转为多元化业务经营，包括粮食、棉花、丝绸、茶、煤炭、铁货

等。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

些条约对外国商人通商往来给予了一定的优惠，这对晋商的贸易经营是个

很大的冲击。危机之下，晋商纷纷开启新一轮向票号的转型。通俗地讲，

票号就是最初形态的银行。票号产生以前，商人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伴随

着贸易额增大而带来的现金白银的携带和安全问题。虽然可以让镖局保驾

护航，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运输的风险。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晋商不

得不寻求新的办法，具有异地汇兑和存贷功能的票号就应运而生了。清代

全国票号共有 51 家，其中 43 家为山西人所开。1862 年，因太平天国运

动，交通被阻断，各省的京饷难以入京，清政府便将汇兑京饷的业务，交

给了实力强大的山西票号。《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山西票号更

是承担了涉及款项的汇兑业务，成为了清政府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

到了 1906 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都存在了山西票号。 

晋商之所以能够实现多次成功转型，离不开晋商长期经商过程中所积

累的资金、人才、网络、信誉，以及在企业制度设计、内部管理制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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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以票号为例，晋商在各地设立分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网络。在政

府没有票号法的情况下，办票号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审批程序，其经

营行为也不受监督。票号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然后为其开一张并没有法

律保护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完全取决于票号的信誉。可

以说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晋商多年来奉行的“以义制利”、坚守诚信，

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如前文所述，明末清初社会上对商人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转变，拥有

巨额财富的晋商逐渐成为地方基层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主要体现在

他们对地方公共事务和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应对上，包括民间的慈善救济活

动。“乐善好施”的好名声能帮助商人铺平自己的商贸道路，也能使刚刚

实现阶级跃进的商人群体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明清政府对商人慈

善行为的鼓励也是商人慈善活动的外部催化剂。政府的奖励既有精神上的

授予官职、颁发匾额，也有更实际的物质奖励如一些经商的特权。 

晋商众多的慈善活动中，晋商会馆尤其出名，成为晋商文化的重要符

号。在北京最早建商人会馆的是晋商，会馆最多的也是晋商。据不完全统

计，晋商在京建立的会馆至少有四十多处。康熙年间，在九省通衢的汉口

建立了山陕会馆。乾隆三十年，在苏州建立了全晋会馆。乾隆四十五年，

在广东佛山建立了山陕会馆。晋商把会馆的功能定位为“报神恩，联乡情，

诚义举”，这些会馆关注同乡商人的生老病死，为同乡提供落脚之地，为

失业的商人提供工作场所，还为客死他乡的商人提供丧葬之地，也会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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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利润资助同乡学子。晋商还用组织的力量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的合法

权益。并通过制定共同的行规来规范制约不同的个体行为等。如道光年间，

北京市场上砝码不准。平遥颜料会馆设立公立标准行秤四杆，新量银码四

块，每块重五十两分，作为标准分到四城公用，依靠行业会馆的力量规范

了整个京城的颜料市场。 

可以看到，在晋商从盐业到贸易，再到金融业的几次转型中，关键的

底色在于强大的社交网络和由此带来的商人-商人群体，以及商人-政府群

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而晋商对于慈善的载体选择，也充分体现了其对优势

资源的利用：会馆是社交网络的核心节点，是往来人群和信息的集散地，

也是新人与老人，陌生人和旧相识的汇聚所。以会馆作为慈善的“根据地”，

不仅有利于效率，也更容易实现从受益者到传承者和未来发起者的转换，

实现持续的激励相容。 

精通商道的晋商在善举的落地方面有着独到的心得，其中以常家在丁

戊奇荒的善举为典型代表。丁戊奇荒是清朝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

年）间特大旱灾饥荒，主要在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山东，尤以山西

最严重。大灾面前，政府无力承担救济工作，地方政府只能调动民间富民

力量来赈灾，因此晋商就与当时赈灾的江南宗族乡绅和外国传教士一起，

成为赈灾的主力。（关于宗族乡绅的慈善分析，请见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从

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三）：宗族慈善》） 

在赈灾过程中，晋商常家历时三年，耗银三万两建造了一个精美的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0930


